
一片叶子一两银

山珍，是大自然赐予山区的
珍宝。宿松县有北浴、柳坪、趾
凤、陈汉四个深山区乡镇，山高
林 密 、植 物 资 源 丰 富 。 靠 山 吃
山 ，如 何 利 用 山 区 资 源 发 家 致
富，各地都在长期探索中找寻到
了主打产业。

雨花菜是柳坪乡邱山村特有
的纯天然绿色食品，初夏时节，
这 里 随 处 可 见 一 片 片 雨 花 菜 长
势正旺。

“自 2004 年以来，邱山村先后
培育雨花菜种苗近 10 万株，分栽
到 400 多农户的承包地里，并重
点扶持一些雨花菜种植户，带动
村民脱贫致富。”邱山村党总支副
书记吴泽虎说。

一片叶子一两银，邱山村村民
已尝到了甜头。

村民吴留枝说：“我家种了三
四亩雨花菜，一年有三四千元的
收入，到了这个季节就要把它全
部采摘，到明年这个时候又会长
出绿叶。”

吴泽虎介绍：“含苞待放的雨
花菜营养非常丰富，加工出来能卖
一两百元一斤。”

正因为雨花菜风味独特且营
养价值高，一直是邱山村所特有，
主要集中分布在海拔 600 米以上
山地，具有耐寒、喜湿润、适应短
日照等特性。为了充分利用特有
资源，邱山村积极引导农户大面
积进行栽培。

吴 春 华 是 该 村 一 位 种 植 大
户，每年的这个时候是他最忙的
季节，白天忙于收集工人采摘的
雨花菜，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制作
成品，打造成宿松的特产。“我种
了三百多亩雨花菜，目前正是采
摘的高峰期，每天都要叫来六七
十 个 人 采 摘 ，每 天 能 采 六 七 千
斤。”吴春华介绍道。

目前，邱山村通过“乡引导+合
作社+农户”发展模式进行推广种

植雨花菜，面积已达到 500 多亩，
成为当地村民实现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良方”。

邱 山 村 雨 花 菜 年 产 值 50 万
元，带动整个村里群众增收超过
20 万元。下一步，邱山村还将继
续扩大雨花菜种植产业。

一棒香菇一串金

宿松县丘陵地区山林苍翠、雨
量充沛，成为菌类生长的乐土，随
便将一截木头扔到雨地里，第二天
就会长出木耳、香菇来。

近年来，该县程岭乡因地制
宜、精心谋划，乡村两级结合实际
发展扶贫产业，该乡龙安村的香
菇 基 地 就 成 了 撑 起 贫 困 群 众 的

“致富伞”。
龙 安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肖 素 平

介绍：“我们这个香菇基地目前
规 模 是 13 个 大 棚 ，其 中 11 个 大
棚 里 面 有 菌 棒 ，每 个 大 棚 里 面

是五千棒，总共是五万五千棒，
另 外 两 个 大 棚 用 于 下 半 年 进 的
香菇菌料储备。”

香菇基地技术员李世洲一边
干活一边介绍：“先要把消毒做
好，避免杂菌感染，种子的成活
率会高一点，感染也会少一点，
尽量做到成活率百分之百。”

龙安村发展香菇种植产业采
取“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和群众双
增收。该基地吸收周边群众就近
就业，收益可观，贫困户王银英就
是其中一个，她在基地里摆菇棒，
每天劳务收入 120 元。

“香 菇 基 地 菌 棒 今 年 9 月 份
可以出菇，每棒产菇量是一斤半
到两斤，每斤市场价是六七元，
平均年收入三四十万元，除了成

本和其他费用，每年给村集体增
加收入 15 万元。”肖素平说。

一棒香菇一串金。“开伞”是
香菇成熟的表现，但过分成熟会
降低营养和品质，为了使香菇在

“开伞”前及时采摘，连日来，宿
松 县 五 里 乡 金 龙 村 香 菇 基 地 老
板 陈 义 桂 和 工 人 们 一 直 在 棚 内
夜以继日地忙碌。目前，该基地
流 转 土 地 近 50 亩 ，建 香 菇 培 植
温 室 大 棚 52 处 ，平 均 每 天 产 香
菇 400 多公斤。

“产菇旺季基地每天三四十个人
务工，参与制棒、浇水、除草、采摘
等，贫困户和周边留守妇女居多，每
天劳务收入一百元。”五里乡干部
吴昌明还介绍道，“金龙村香 菇
产业基地项目的顺利推进，也为
五里乡其他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提供了宝贵经验，今后我们还将
进一步加大对产业基地后续发展
的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支
持，把这个产业进一步做好。”

一尾龙虾一片红

稻 在 水 中 长 ，虾 在 稻 下 游
……初夏时节，正是宿松县沿江
及湖区“虾稻共作”养殖户最忙碌
也是最幸福的日子，徜徉在水网
密布的田野上，稻花香里龙虾红，
特色产业展新颜。

“一只虾”“一袋米”成为宿松县
洲区和湖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有力举措，该模式的广泛推广，既
保住了“粮袋子”，又鼓了农民的“钱
袋子”，成为了当地一张特色名片。

一 田 双 收 。 在 宿 松 县 汇 口
镇，新型种养模式不断推广，一
批批肥美的小龙虾被打捞上市，
这里已不只是普通的农田，而是
一片稻花飘香、鱼肥虾鲜的现代
生态农业基地。

近年来，汇口镇把产业扶贫作
为脱贫增收的重要抓手，适时调整
产业结构，鼓励贫困户发展“稻虾
连作”特色种养业。该镇一批回乡
青年成为创业致富带头人，全镇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58家，稻虾种养
面积达 35707 亩，仅龙虾一项亩均
产值就达3520元，总产值达 1.26亿
元。该镇还通过土地租赁、入股、
务工、技术服务等方式带动近 800
户贫困户发展“稻虾连作”特色种
养产业，龙虾产销经纪人 11 名，农
民自发建造龙虾交易平台4处。

一 尾 龙 虾 一 片 红 。“ 稻 虾 连
作”从养殖到捕捞加工，再到运输
产销产业链，需要大量的劳力资
源。汇口镇发展“稻虾连作”为本
地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每年 4
月至 6 月为龙虾丰产期，全镇每
天需要季节性用工 400 个，每人
每天能拿到 150 元至 200 元。据
初步统计，该镇各基地已安置 380
户贫困户常年就业，平均户增收
可达1.2万元。

千里平畴成沃野，疏经通脉地
生金。做好“一只虾”、做强“一袋
米”已然成为撬动宿松乡村大振
兴、农民真富裕的有力杠杆。

特色产业助农增收
通讯员 司舜 文/图

我市围绕重点群体着力保居民就
业基本盘。一是加强就业见习对接，保
高校毕业生就业。持续加强就业见习
基地建设，通过自主对接、供需对接、校
园对接和推荐见习等方式，畅通用人
单位和见习学生对接渠道。扩大就业
见习对象，将毕业前6个月的高校毕业
生纳入就业见习范围。1-4月份，全市
认定就业见习基地86个，开发就业见
习岗位2292个，组织179名高校毕业生
和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二是推进
创业园建设，保返乡农民工就业。组
合用好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创业贷款、
社保补贴等扶持政策，发挥创业带动
就业倍增效应。1-4月份，30家市级返
乡农民工创业园达 1357 亩，新入驻企
业30多家，带动就业1000余人，落实补
贴资金30万元，减免税费、房租550万
元。三是开发公益性岗位，保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坚持合理开发、保障重点，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基层、企业、
劳务派遣公司购买公益性岗位吸纳困
难人员就业。1-4月份，开发公益性岗
位1388个，安置1531名就业困难人员就
业，发放补贴219.88万元。 任 社

我市围绕重点群体

着力保居民就业基本盘

桐城市创新机制积极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推
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合九高铁
年内通车，G206桐城段一级公路、S465
罗湖大桥及接线工程桐城段建成通
车，德上高速、岳武高速东延线桐城段
开工建设，加快建设桐城通用机场、引
江济淮等一批重大工程，提升互联互
通水平。加快产业转移。推进与南京
江北新区、上海临港海洋高新区战略
合作，就共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等开
展深入合作，承接产业链梯度转移。
去年，新引进亿元以上项目33个，15亿
元以上项目 3 个，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80.97亿元。优化公共服务。实行教育
资源共建共享，争取优质医疗资源协
作，与安大等高校签署合作协议，市人
民医院加盟同济医院集团。制定《桐城
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组织嬉子湖、孔
城老街景区参与长三角旅游推介活
动。设立长三角地区“一网通办”专窗，
实现专窗上线运营。 桐 宣

桐城市创新机制

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点 击 DIANJI

2020年5月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汪迎庆 电话：5325922

视 点

专 题 副 刊 部
电话：5325922 5325921

E-mail：zw5325922@163.com

在山高林密、植物资源丰富的乡镇，大力发展雨花菜种植产业；在山林苍翠、雨量充沛的乡镇，采取“村集

体+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香菇种植产业；在沿江及湖区乡镇，推广“稻虾连作”等新型种养模式……

近年来，宿松县在山区、丘陵和湖区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大力发展山珍、水鲜等特色产业，把农民致富的

着力点定位在产业发展上，充分调动群众的内生动力，一大批群众靠产业发展走上了致富之路。

锐新闻

5月8日清晨，下了半宿的雨还
在继续，潜山市源潭镇杨泗村贫困
户徐祥骑上电动三轮车，同妻子一
道，赶到镇区街道旁设立的临时早
点摊卖炒面、手抓饼等早点。

靠近马路牙子，徐祥很轻松就
将早点车骑了上去，不需要再像以
前那样下来冒着雨推车。“以前，路
沿石有 5 厘米高，我们得带上木头
桩或砖块，垫在下面，慢慢把车推
上来，费时又费力。”徐祥说，这 5
厘米的高差可让他们这些摊主吃
尽了苦头，车辆上下都很不方便，
后来他们向源潭镇建设管理分局
反映了情况，很快便得到了回应。

源潭镇建设管理分局将每个摊位
前的路沿石撤除，用水泥铺成一个
1.5米宽的缓坡道。这样，摊主的早
点车就可以轻松上下了。

难题被解，摊主们很是感激，3
月21日，他们专门向源潭镇建设管
理分局送上了一面锦旗，上写“尽
职尽责，为民解忧”。

“我在这儿摆摊，每天早上能
挣二三百元，这可是我家的主要经

济来源。”今年 42 岁的徐祥曾经在
外打工，后来患了慢性病，只能回
家休养，生活也陷入了贫困，夫妻
俩决定摆早点摊维持生计。“以前
推着小车，随意摆在马路上，既不
安全，又经常被撵，今年源潭镇为
我们设了临时早点摊位，我们再不
用东躲西藏，生意也比以前好多
了。”徐祥说，同他在一起摆摊的五
六个摊主，都是低收入困难家庭。

设立早点摊位，降下路沿石，
在改善占道经营的同时，还让低收
入困难群众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源潭镇建设管理分局的人性化管
理，让群众颇感暖心。

在管理街边车辆乱停乱放时，
源潭镇建设管理分局从解决根本
问题入手，将停车泊位建设列入文
明创建内容，加大建设力度，积极
发掘镇区各类停车资源科学合理

规划，充分利用镇区主干道的人行
道、商贸生活区的空地划出机动车
停车泊位和非机动车泊位线，方便
居民出行和生活需求。去年，在原
有的100多个停车泊位的基础上新
增停车泊位200多个。据不完全统
计，源潭镇区共建有 300 多个停车
泊位，有效缓解了镇区日益凸显的
停车难问题。同时，源潭镇还加强
监管，强化宣传教育，引导群众规
范停车，培养良好的出行停车习
惯。如今，走在这座以刷业闻名的
特色小镇上，只见街道繁华，停车有
序，镇容整洁，宜居宜业更宜人。

记者 查灿华

路沿石改为缓坡道 为民解忧暖人心

柳坪乡邱山村村民在采摘雨花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