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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岳西县海拔600米以上
的深山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每天
几百吨的高山茭白源源不断地运往全
国各大菜市场。“今年茭白总体价格很
好，目前均价在3块多钱一斤，主要销往
上海、浙江、江苏等地一线城市，市场供
不应求。”头陀镇虎形村茭白发展大户
宋本鑫每天忙碌着对接市场。岳西茭
白生长于高山冷浸田，种植面积达6万
亩，产值达2.5亿元，一般在6至9月上
市，是岳西县产业脱贫功臣、千家万户
增收的支柱产业。

江南名菜扎根深山

“我们这里地处深山，海拔高，冷浸
田多，过去田里种水稻，再怎么辛苦也
很难填饱肚子。自从种上茭白，田里的
收入年年增高。现在种茭白的技术成
熟了，一亩茭白的产值是水稻的6倍以
上。”岳西县头陀镇虎形村退休的老村
干宋华友说。

岳西县耕地面积22.9万亩，其中海
拔600米以上的耕地占60%以上。高山
区夏季温凉的气候，不适宜水稻生长，
易发生“青封灾”。

穷则思变。从2001年开始，在农业
专家的指导下，岳西县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变对抗性种植为适应性种植，在这
种条件下探索种植茭白。试种成功后，

茭白亩产值比种水稻要高几倍。
“一个产业，没有多年的扶持发展，

是打造不出来的”，岳西县农业农村局
蔬菜专家储海峰说。近20年来，岳西历
届县委、县政府认准茭白产业不放松，
先后将茭白列入扶贫攻坚六大工程和
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从组织、政
策、资金上予以保障和扶持，并将茭白
产业发展列入乡镇经济责任目标考核
内容。县财政每年安排250万元财政扶
持资金，对茭白产业的基地建设、新品
种试验、技术培训、品牌建设等方面给
予扶持，对特困户、贫困户、一般户新发
展茭白每亩分别补助 400 元、200 元、
100元。

通过不懈努力，岳西茭白实现了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性
跨越，成为岳西县农村经济发展的特色
主导产业，2017年岳西荣获“中国高山
茭白之乡”称号。

种茭白脱了贫困帽

在脱贫攻坚中，茭白是不少岳西县
深山群众增收的主导产业，据统计，全
县24个乡镇中有17个乡镇、88个行政
村发展茭白产业，很多贫困户种茭白脱
了“贫困帽”。

“我家种了5亩茭白，进入收获季
节，把茭白送到合作社就变成了现钱，

一年茭白收入3万多元。”主簿镇余畈村
的储成启笑呵呵地说。储诚启曾是村
里建档立卡贫困户。自从种上茭白后，
他家很快就摘掉贫困帽。每年收完茭
白，他还能外出务工几个月，家里渐渐
富裕，盖起了两层楼房。

石关乡马畈村李叶才以前在外地
务工，每月才三四千元收入。看到乡亲
种茭白富了，6年前也返乡，利用家里6
亩水田种起了茭白，“每亩纯收入7000
元左右，相当于一天的工资有两三百
元，比在外打工划算。”

头陀镇虎形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
困村，近年来，通过发展茭白产业，聚力
脱贫攻坚，2019年底，该村所有贫困户
全部脱贫。“我村发展茭白1500亩，人均
近一亩，茭白已成为我村发展增收的主
导产业，仅茭白一项，我村村民每年每
人增收4000元。”虎形村党支部书记王
贻福说。

像储成启、李叶才一样，全县近5万
人通过发展茭白产业稳定脱贫，98%的
茭农先后住进了新楼房，40%的茭农买
了小汽车，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茭白
楼”“茭白汽车”，岳西县茭白产业也因
此成为全国产业扶贫的经典案例。

品牌打造推动发展

茭白被誉为江南三大名菜之一，以

前大别山区鲜有种植商品茭白的记
录。“作为引进的品种，岳西茭白发展
到今天的规模，并非一帆风顺。克服
病虫害、品种的退化，品牌的打造，
都是需要持续不断攻关的课题。”储海
峰说。

农技专家深入田间指导，帮助
群 众 科 学 用 药 ， 不 断 攻 克 技 术 瓶
颈，茭白发病率从过去的 10%降至现
在的 6%以内，亩产不断提高。汪寿
成是石关乡东冲村的一名贫困户，
过 去 一 直 在 外 务 工 ， 对 种 田 不 在
行，看见乡亲种茭白致富了，也回
乡 种 茭 白 ， 但 产 量 和 品 质 一 直 不
行。有了科技帮扶后，汪寿成的茭
白越种越好。“农技人员发现我用肥
不对，教我将复合肥改为鸡粪等有
机肥，在茭白成长前期，他又教我
如何分根和提前预防病虫害，现在
我亩均纯收入在 6000 元左右，今年
5 亩茭白纯收入三万元不成问题。”
汪寿成开心地说。

在茭白品种更新方面，岳西县坚
持抓新品种引进和提纯复壮技术推
广，5年来共引进茭白新品种 15个，
建立优质种苗繁育基地 1300 亩，引
导农户科学选种留种，推广茭白标准
化生产，全县标准化生产基地达到4.2
万亩。
通讯员 徐进群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岳西近5万人通过发展茭白产业稳定脱贫

大山深处长出“金元宝”

烈日炎炎，绿满乡野。走进怀
宁县腊树镇白石村，映入眼帘的是
水泥硬化道路两旁层次分明的树木
花草，错落有致的小洋楼，百亩蓝
莓长势喜人，蔬菜基地一片生机，
蓝色的太阳能发电板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这样一个美丽村落，之前
还是另外一番景象：村容村貌破旧
不堪，村组道路坑坑洼洼，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几乎为零。

白石村是腊树镇唯一的贫困村，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条件
差，村级集体经济一直处于落后状
态。从2014年开始，白石村紧紧抓住

脱贫攻坚政策，借助帮扶单位的扶
持，大力开发扶贫产业，先后建成60
千瓦光伏发电站、144 亩蔬菜基地、
100余亩黄桃基地、年养殖5万只麻鸭
基地、100余亩蓝莓基地等，村级集体
经济由以前的空壳村达到2019年的 18
万余元，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从无到
有、孵化出壳的新突破。2017年，白
石村成功出列，由贫困村变先进村。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起来了，受益
最多的还是村民。近年来，白石村加
大对村级基础设施建设，争取项目资
金投入400多万元，拓宽村村通5.7公
里，兴修组级水泥路14.5公里，已有16

个村民组实现了户户通；投入230多万
元，利用管网延伸项目，从太湖新仓
自来水厂一次性接通全村自来水；投
资 30 多万元，在村村通公路、小学
路、麻鸭基地实施亮化工程；投资20
余万元，在村民组安装路灯，并按
1000 元/盏实行奖补；投资 10 万余元
对 村 主 干 道 栽 种 红 叶 石 楠 2000 多
棵；投资 25 万元，对村部、村医疗
室进行标准化改造整修；投资8万元
兴建焚烧池和垃圾池，并聘请保洁员
日常清扫。

光伏发电、蓝莓、种植养殖等产
业项目持续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呈现

“百花齐放”局面。如今，白石村集体
经济犹如“一池活水”流入群众心
田。“路面硬化到家门口，一出家门满
眼都是绿色，来村里游玩的人都夸我
们村美。而且我还在家门口就业，一
年收入都有上万元。”说到村里的变
化，脱贫户方明伢高兴得合不拢嘴。

“村级集体经济才刚刚起步，我们要在
带领农户脱贫增收的同时，实现特色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壮大，力争今年实
现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白石
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赵根结充满信心
地说。

通讯员 檀志扬

一个贫困村的新起步

本报讯 为增强全体干部
职工勤俭节约的良好意识和优
良习惯，宿松县司法局致力打
造“勤俭节约型”文明机关。

节约用纸。随着各部门对
内对外传递文件、资料数量逐
渐增多，办公纸张消耗日益增
大。为避免纸张浪费，该局在
本单位全力推进网上OA办公
系统运用，避免复杂的纸质文
件传输；确需打印的文件，提
倡双面用纸，降低纸张消耗，
减少重复打印、复印次数，注
重稿纸、复印纸的再利用。

节约用电。该局已全部使
用节能灯替代普通白炽灯泡；
并要求办公室空调夏季温度设
置在26度或以上，冬季温度设
置不高于20度，同时呼吁全体
干部职工在空调开放期间进出
办公室随手关门和养成人走灯
灭、随手关灯的良好习惯。

节约用水。该局要求全体
干部职工节约水资源，喝多少
打多少。废水倒入有专门的废
水收集桶里，用来洗拖把、冲厕
所，尽可能将水资源充分利用。

（通讯员 吴翔宇）

宿松
致力打造“勤俭节约型”文明机关

8月25日，怀宁县公岭镇永兴村
电商扶贫基地工人在为土鸡鸭喂
食。像土鸡鸭这样的特色产业，怀
宁县还有蓝莓种植、无花果种植、
茶叶种植、山猪养殖、绿头野鸭养
殖、乌鸡养殖等特色种养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400多个，它们已经成为当
地贫困群众实现精准脱贫的“助推
器”。

通讯员 怀扬 王孝权 摄

生态种养

助精准脱贫

党报微博
http://weibo.com/aqrb
主持人：何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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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多个爱心休息站点
基本覆盖了安庆城区

环卫工人们清扫道路、搬运垃

圾、洒水降尘，为美化城市环境付
出了辛勤汗水。在这高温天气下，
安庆各企业、单位以及个体商户主
动建立的“爱心休息站”，为我市
2200 名一线环卫工人提供歇脚的场
所。这如繁星点点般的“爱心休息
站”，就是一个个爱的港湾，为劳动
者护航。

网友微评
千千阙歌的阕：我有时在想，一个

城市的文明究竟体现在哪里？每个生活
在城市中的人，每日不停地在钢筋水泥
丛林中穿梭，在奔腾不息的车流中寻
觅，渺小到如同一粒尘埃。然而，正是
我们这些尘埃汇聚起来才有了城市文

明。同样，爱心休息站不大，然而，
500 多个爱心休息站点汇聚起来，就能
表达出这座城市对劳动者的敬意。也许
这座城市不够高、不够大，作为身在其
中的一份子，能够感觉到，文明让她瞬
间高大起来。

老西门环境综合整治
沙漠洲变生态公园

沙漠洲，又称沙帽洲、杉木洲，地处
城西江畔，东起石化码头，西至皖河口，
过去这里是一片风景秀美的芦苇荡。后
来，这里又成为400多户渔民赖以生存
的家园，热闹非凡却被垃圾围困。如今，
它正在褪去“过往”，悄然蜕变。今年10
月份，沙漠洲将变成一处水清树绿、生物
共生的生态节点公园。

网友微评
Ｓｕｓｏ1234：沙漠荒洲，实话

实说不算是宜居的场所。最初有渔民们
定居于这处荒洲，应该也是无奈的选
择。一方面大约是因为捕鱼作业方
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代的建筑技
术提升，让人们能够在沙漠洲做房。
但是，渔民们还是用实际体验证明，
那块地还是不适合居住。如今有了更
好的选择，渔民们肯定是乐于离开，替
他们高兴。

银湖天真派：人世间，总是充满未
知的可能。千百年里，那里都是沙
洲。沙洲自热有沙洲的美，“橹声已
出雁翅浦，荻夹喜入长风沙。”人类
的活动，无疑已经摧毁了无数类似的
美。不过好在人类还有一个优点，叫
做有错必纠。往事不可追，沙漠洲失
去的不过是野蛮的美，生态公园带来
的将是文明社会造就的美。若是古代
的诗人们见到这样的美，也会吟唱出
绝佳的诗句吧。

本报讯 “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文明用餐、反对浪
费”“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月中旬以来，岳西县城乡刮
起“制止餐饮浪费”之风，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意
识深入到单位、家庭和每个餐
馆，够吃就好、光盘行动逐渐
成为人们的习惯和时尚。

岳西县强化宣传引导，拟
定郎朗上口的宣传标语和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的倡议书，传送
给各乡镇、县直单位、各餐饮
实体，倡导干群摒弃“爱面
子”“讲排场”的陋习，拒绝
餐饮“剩宴”，提倡剩餐打
包、绿色消费。

该县广大党员干部带头制
止餐饮浪费，签订“拒绝餐饮

浪费”承诺书，开展“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党课活动。各
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
愿者到辖区内的各单位食堂及
饭店、农家乐进行宣传，号召
他们理性消费、节约用餐；职
工食堂要按需点餐、按就餐人
数购买食材；饭店、农家乐要
主动提供“半份、半价、小
份、适价”服务，带头不使用
一次性餐具，提供环保打包服
务。岳西县实验小学从娃娃抓
起，通过微信群教育孩子深刻
领会“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的涵义，引导少先队员通
过制作主题海报，书写主题书
法和主题作文，传递节约理
念，做“光盘行动”的宣传使
者。 （通讯员 徐进群）

岳西
刮起“制止餐饮浪费”之风

每日里虽然早市已过，但在
桐城市老城区和平路菜市场附
近，一间“黄牛肉专卖店”生意依
旧红火。

“老王，给我来两斤牛肉。”
“好嘞！”只见王兴年操起刀具，

麻利割肉、装袋、称重一气呵成。
现年65岁的王兴年，家有4

口人，是桐城市龙腾街道蒋山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长子王贤志
身弱，无法干重活，只能在家门
口打点零工，收入微薄；次子王
成琳重度精神残疾，常年由母亲
汪凤英照料。

2014年，王兴年被列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于是乎，诸多民生
工程政策飞进这寒门。王兴年
全家4口当年享受低保补助共计
4800元；全家8.3亩土地流转，每
年获地租2500多元；长子也被帮
扶人介绍到企业稳定务工，每年
有3万元工资。杂七杂八收入，
全 家 当 年 就 实 现 稳 定 脱 贫 。
2016年该户又享受农村危房改
造民生工程，政府补助2万元，扒

掉3间土坯危房，盖起3间砖瓦
房。次子王成琳每年享受重度残
疾人生活及护理补助1520元。该
户4口享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且汪凤英及两个儿子每人每年
200元养老保险费由政府代缴。

如何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让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帮扶
人及该村两委成员了解到王兴
年有多年养殖肉牛技能，便上
门反复宣传产业扶贫相关政
策，打消王兴年因多年未经营
害怕经营不善亏本的顾虑。并
帮忙选择养殖场地，邀请畜牧
养殖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服务。
去年王兴年养黄牛5头，获产业
扶贫相关奖补5300元，出售牛
肉净赚1.5万元。因王兴年擅长
宰牛，又被帮扶人介绍其到这
家“黄牛肉售卖店”常年务
工，每年有2万元工资。如今的
王兴年赶着黄牛，领着妻儿过上
了幸福生活。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
员 姜海飞

桐城
王兴年：幸福生活“牛”起来

本报讯 8 月 25 日，望江
县农业农村局关工委组织对口
帮扶村的贫困大学生和本系统
职工子女准大学生共 36 人，
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放飞
青春梦·奋斗强中华”主题演讲
活动。

与会大学生们怀着感恩之
情谈理想人生、叙乡音乡愁、
家风传承……

通过主题演讲活动，增强
了同学们知恩感恩的情怀，激
发了同学们克服困难，积极向
上的精神。（通讯员 赵焰平）

望江
举办“放飞青春梦·奋斗强中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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