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14日上午，在潜山经济开发
区源潭刷业产业园安徽环美刷业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工人熟练操作着机器，
毛刷生产紧张而有序。

这是一家以生产扫路、除雪、洗地
等环卫刷为主的企业。近年来，企业
通过不断加大投入，实现了“退城进
园”并持续转型升级。

2018年，该公司拿地40亩，并启
动新厂区建设，于今年初正式搬进
源潭刷业产业园。公司陆续投入数
百万元采购了大孔径数控制毛机、
多工位多功能数控制毛机等进口设
备，大大提高了环卫刷生产效率。

“为求长远发展，‘退城进园’是
公司的必经之路。园区交通、物流、
环保、消防等公共基础设施配套齐
全，有利于促进公司生产管理的进一
步规范，这是公司转型升级的先决条
件。”公司总经理徐焰苗说，“转型升
级使得公司产值不断增加，今年上半
年，公司纳税已经超过2017年全年。”

在源潭刷业产业园，与环美公司
一路之隔的刷业高新创业园标准化厂
房项目一期 10栋标准车间工程正在
有序推进，其中6栋厂房主体已经完
工，项目二期也将于年内开工。

刷业高新创业园定位为小微企
业孵化平台，小微企业可以“拎包入
驻”，在这里享受公共配套服务，逐步
发展壮大。

源潭镇经发办主任黄冰冰介绍，
到2019年底，全镇已有各类市场主体

4500多家，以制刷行业为主，其中大
部分市场主体为小微型。新增或扩产
小微企业时常租不到合适的厂房，刷
业高新创业园就能解决这一问题，从
而不断壮大本地制刷产业优势，目前

“排队”入驻企业已有30多家。
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引导

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
新颖化”之路，推动建设潜山源潭、桐
城双新、怀宁马庙、望江鸦滩等一批

“专精特新”工业园。

为此，潜山市于今年 4 月专门
出台《促进经开区源潭“专精特新”
刷业产业园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从推
进集群发展、支持做优做强、强化公
共配套三个方面促进源潭刷业产业
园高质量发展。

据悉，源潭刷业产业园在建项目
除刷业高新创业园标准化厂房外，
还有 5 个独立拿地建设的企业厂房
项目。今年上半年，园区 48 家规上
制刷企业完成产值 15.33 亿元，同比
增长约12%。

黄冰冰说，源潭刷业产业园目前
发展势头良好，《实施意见》也是真
金白银支持园区企业发展，如对租
赁刷业高新创业园标准化厂房的企
业给予租金奖励，支持企业申报省、
市“专精特新”企业，根据企业纳税
情况给予梯度奖补，对企业推进技
术升级的设备投资进行补助等。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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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乡 视野村村

宿松县高岭乡双河村是省级贫
困村，曾经基础设施薄弱，脏乱差现
象突出。如今，再提起双河村的人
居环境，不仅本村村民竖起大拇
指，还吸引了周边村民前来休闲，
高岭乡不少文娱活动也在这里开
展。是什么给双河村的环境带来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8月20日午后，烈日当空，双河
村双塘组村民杨结义和老伴正坐在
院子的阴凉处择菜，站在他家门口向
外望去，是一条硬化的水泥路，沿路
有一排新屋子，乍一看，一个个小隔
间和普通的农家杂物间相似，但杨结
义告诉记者，这排房屋不简单。

“这条街原是‘旱厕一条街’，一排
新屋子是当地40多户居民家改建后
的新厕所，你看这水泥墙面、彩钢瓦
顶，再也不怕雨天漏雨了。厕所还是
水冲式的，干净又卫生。”杨结义一条
条细数着这排房屋的“不简单”。

杨结义还介绍道，双河村双塘组
的旱厕集中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土
砖结构，青瓦顶，因年久失修四面透
风，而且臭气熏天。

2018年，结合农村改水改厕，双
河村双塘组“旱厕一条街”上的旱厕
被拆除，每家每户建起了三格式化粪
池，水冲式厕所，彻底改变了原先臭
气熏天的状况。

“现在走在这条街上，再也闻不
到臭味了。”杨结义说。

顺着双塘组的这条街走向毗邻的
王岭组，便能看到一个开阔的广场。
而在之前，这里曾是一所荒废的老学
校，十多年的风雨侵蚀，使之成为危房。

“这里面积有 5 亩，属于集体土
地，最早建的是一所小学，自从十几
年前小学合并后，这里就废弃了，后
来有村民在这里种菜，老校舍东倒

西歪，这里的环境属于典型脏乱
差。”王岭组原老队长杨铁林说。

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如今的老学
校已“破茧成蝶”。色彩绚丽的文化
墙、健身器材、乒乓球台、灯光篮球
场一个不少，还配备了休闲石凳，
栽种了绿化，修建了一座公共厕
所，整个休闲广场十分气派。

环境美了，村里文化娱乐活动多
起来了，双河村还成立了广场舞队、
篮球队、舞龙队，休闲广场成为全村
最热闹的地方。连高岭乡也借助这
个平台，开展一些文化娱乐活动。

“一到晚上，带着孩子来玩的、跳
广场舞的、打篮球的，每天都有不少
村民在这里休闲娱乐。”在广场对面
开店的老板唐良兵说。

在双河村，人居环境治理仍在
持续推进。今年 4 月，双河村“两
委”、各村民组组长带着村民大干一
个多月，20 亩当家塘完成清淤，清
理了周边山林里的垃圾和杂物，修
建了污水管道，原先的垃圾塘如今
水质清可养鱼，为下一步发展养殖
和旅游奠定了基础。

环境美了，村民们自觉维护环境
的意识也提高了。

对于双河村的变化和村民的卫
生习惯，65 岁的保洁员唐秀枝感受
最深：“以前村民没有垃圾入筒的习
惯，平时手里的垃圾就往路边一扔，
我们经常沿路清除垃圾，现在 90%
以上的村民都知道垃圾要投放到垃
圾筒里，路上环境卫生干净多了。”

“全村各组的通户路、村庄的绿
化、路灯等基础设施还要完善。”“计
划修建一个老年活动中心。”……目
前，双河村还在为提升人居环境做
着新的谋划。
全媒体记者 常艳 通讯员 孙春旺

双河村人居环境“内外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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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浙江客商谈合作、租地种贝
母、往池塘放甲鱼……8 月初，在
正式告别从事十年的野生动物养
殖行业后，望江县养殖户王世发
迅速调整发展方向，往种植业和
水产养殖上转型，开启了人生中
的第二次创业。

“禁野令”下，退养野生动物，
势在必行！告别赖以生存的野生
动物养殖营生，告别熟悉的生活方
式，另谋生计，是所有禁食野生动
物养殖户都要面对的问题。何去
何从？有人有了新的工作，有人正
在谋划转型，在我市，像王世发这
样，积极转型转产的养殖户，已经
越来越多。

养殖户王世发：转型种
养业，二次创业劲头十足

8月初，在望江县华阳镇司阁村
王世发的养殖场里，9000多只斑嘴
鸭、200多只鸿雁被带走，放回了大
自然。至此，43岁的王世发正式告
别了野生动物养殖营生。

“虽然退出野生动物养殖，但是
我还能干点别的。”退出养殖后，王世
发获得了110余万元补偿金，他调整
发展方向，又开启了第二次创业。

10年前，在外打工的王世发决定
回乡创业，承包了 100亩荒地，养殖
斑嘴鸭和鸿雁。他承包的荒地，以前
一下雨就会被淹，他挣了钱就完善基
础设施，在累计投入四五百万元后，终
于建成设施完善的养殖基地，可孵化、
可养殖、可加工，还注册了自己的商

标、将产品做了有机认证。
斑嘴鸭和鸿雁，每年养一两万

只，可净挣四五十万元，王世发对养
殖的收益很满意。

春节前后，本是斑嘴鸭和鸿雁的
销售旺季，但今年受疫情影响，王世
发收到了林业局发来的禁售通知。
转眼到了3月，又是孵化的时候，每年
他都要孵化两三万只苗，卖给周边养
殖户。他不确定斑嘴鸭和鸿雁以后
能不能养，但还是孵化了一些。

自从禁止交易以来，没有销售收
入，还要天天喂养，从种禽到孵化的
苗，每天投入的钱从五六百元陆续增
加至了两千元、三千元。王世发刷爆
了信用卡，还跟亲戚朋友借了钱。

后来，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斑嘴鸭和鸿雁
不在名录内，这意味着斑嘴鸭和鸿雁
将被禁止养殖。有了确定的消息，王
世发也松了口气，他支持国家政策，
毅然退出了养殖，并早早开始谋划转
型新出路。

为了闯出一条产业扶贫新路子，
让家乡的土地增产增值，去年，王世
发试种了2亩贝母（中药材），今年收
获后测算，每亩纯收益能达3000元，
效益可观。而且，他种出的贝母产量
高、品质好，颇受浙江客商青睐。

“转产之后干什么？那不正好可
以种植贝母么！”王世发寻思着，空出
的厂房，正好可以做贝母的加工车
间。他还打算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
种植贝母，将贝母产业做出规模来。
目前他正在同浙江客商谈合作，并寻
租合适的土地，一切办妥后，10月就

可栽种贝母，明年5月就能收获。养
殖基地的水面，他也寻得了新的用
途，拟用来养殖甲鱼、白鲳鱼等中高
端水产品。

对于养殖户来说，转产是一条出
路，却也意味着要学习技术、适应市
场。但王世发肯学习、爱钻研，二次
创业，他干劲十足。

记者了解到，在王世发所在的望
江县，有6家斑嘴鸭、赤麻鸭、鸿雁、
灰雁、蓝孔雀等特色养殖户，目前已
有2户转产水产养殖业，4户转产畜
禽养殖业，告别熟悉的生活方式，他
们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脱贫户黄德青：当上护
林员，脱贫路上继续努力

苦撑数月，初闻滑鼠蛇、王锦蛇
被禁养的消息时，潜山市养殖户黄
德青长舒了一口气：“饿了数月，许
多蛇都饿伤了，这一季注定是亏
损，如果此时退出养殖，能够止损，
还能获得相应的补偿。”

7月初，经过核算，黄德青养殖的
50只鸿雁，3091斤滑鼠蛇，1395斤王
锦蛇，获得补偿金468600元。考虑到
他是脱贫户，林业部门还给他安排了
护林员的工作，一年工资1万多元。

有了补偿金，还获得了新工作，
黄德青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黄德青干养殖已经5年多了，养
殖让他摘掉了“穷帽”，也让他在今年
备受困扰。

黄德青的妻子患有肌无力症，他
自己曾遭遇车祸，摔断三根肋骨，无

法再干体力活，更无法外出打工。在
朋友们的资助下，2015年，他开始在
家发展养殖，起初以养鸿雁为主，后
来听说养蛇效益好，便建了三间蛇
室，养了两三百条蛇（食用的滑鼠蛇、
王锦蛇），当年就挣了近万元。

尝到甜头后，黄德青决定扩大养
殖规模，又投资建了30间蛇室，并买
来孵化箱、冰箱等，自己孵化大雁和
蛇。“养蛇虽然投入大，但经济效益很
可观。”他给记者算了笔账，一条种蛇
能下约20个蛇蛋，一个蛇蛋能卖50
块钱；他养的蛇几乎全销往外地，一
斤能卖120元左右。

“挣了钱，2017年，我家脱了贫，
还因发展突出，获得了‘潜山县脱贫
示范户’称号。”说起当年的情景，黄
德青很自豪。

“禁野令”实施后，黄德青家里
的 1000多只鸿雁蛋也没再孵化，如
果孵化，养育雏鸟的饲料、温控、药
品又是一大笔支出，实在承担不
起。一只鸿雁蛋能卖六七十元，有
人来买，他也没卖，因为林业部门
通知了，不准交易。

如今，黄德青终于等来了政策落
地，他欣然退出了养殖，将蛇和鸿雁
放归自然，并获得相应的补偿。

告别赖以生存的野生动物养殖营
生后，黄德青成为了一名护林员，他想
凭借自己的努力，继续将生活过好。

记者了解到，潜山市在完成辖区
内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处置工作后，目
前也在积极做好养殖户的后续帮扶，
帮助养殖户转产转型，不让养殖户因

“禁”致贫或返贫。

养殖户退养野生动物后

转产转业谋新路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朱礼普 嵇奕华

本报讯 8月 15日上午，国网安
庆供电公司举行 2020 年扶贫扶智

“阳光少年”暑期素质拓展培训开营
仪式。这是该公司第三次组织开展
该项活动，助力脱贫攻坚。

当天，共有 27 名家庭较困难的
中小学生参加活动，他们均是安庆
供电公司与宿松、潜山、岳西、望江
及滨江苑社区对口帮扶的贫困村和
单位对接征集而来，年龄在7至14岁
之间，将前往黄山开展为期一周的

“阳光少年”暑期素质拓展培训。此
次拓展培训突出“志智双扶”，既强调
智力帮扶，更突显志向的引导及信心
的鼓励，积极引导贫困学生改变自己

的命运，改变家庭贫困状态。
“我是第一次参加夏令营活动，

希望能在这次研学活动中开拓视野、
增长见识、磨炼意志。”来自宿松县柳
坪乡大板村的初一学生邓松洲说。

据悉，自 2016 年以来，国网安
庆供电公司围绕贫困村电网改造、
光伏扶贫及定点帮扶，全面实施

“助力脱贫攻坚阳光行动”，充分发
挥公司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在服务脱贫攻坚战中当排头、
做表率，荣获安庆市 2019 年脱贫攻
坚“十大工程”先进集体。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
员 方孙伟）

“志智双扶”助力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