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乡村振兴、群众增收，产业兴
旺是重点。在望江县，“稻、虾、渔”综
合种养模式闯出新路子。该县通过大
力推进高效生态农业建设，逐渐实现
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的转变，获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成为助力乡村振兴
的新引擎。

眼下水稻即将进入抽穗期，望
江县大治圩 15000亩稻田一片葱绿，
水稻长势正旺。2017 年,在该县农
业农村局渔技站的指导下，这里近
八成的种植户开始尝试稻虾连作。
沿着田间小道，来到种粮大户史之
映的 200 亩基地，围着田边的是条
宽 1.5米、深约2米的U字型河沟。

“今年的成虾捕捞已经结束了，剩
下的种虾，都在这个河沟里”。史之映

介绍说，今年龙虾前期受疫情影响，价
格不好，但后期回暖，加上龙虾产量
高，他依然赚了个盆满钵满。在他看
来，稻虾连作，不仅产出的小龙虾个
体大肉质紧，同时直接改善稻米品
质，节约成本。“虾子吃掉了稻飞虱等
害虫的虫卵，排泄物就是现成的肥
料，我们稻田养虾每亩能省30%的肥
料，农药也能省一些。”史之映说。

稻田里如何养虾？史之映介绍，每
年十月稻子收割完后，稻田开始上水育
虾苗，来年四月底开始陆续捕捞，六月
中旬捕捞结束，又开始插秧种田，往复
循环。从过去单纯种水稻，变成‘一虾
一稻一苗’种养，模式一变，效益翻倍。

“我以前种一季稻子，亩产量是
1500斤左右，每亩纯利润大概在500

元。现在育一季虾苗育一季成虾，种
一季稻子，每亩纯利润达到2500元左
右。也就是说现在种一季稻子相当于
以前种5年稻子，效益翻了5倍。”史之
映说。

同时受益的还有洪湖村的贫困户
吴兆九，他在这里帮忙打理稻田的日
常杂务，每月都有固定的收入，去年已
经顺利脱贫。已脱贫的吴兆九说：“我
现在在这里打工工资是150—160元一
天，一年大概能拿4万元左右。学到
技术后，我也准备自己流转土地搞稻
田养虾。”

今年，望江县稻田综合种养面积
达到9.5万亩，全县十个乡镇均有稻渔
综合种养产业基地，仅龙虾今年总产
量就达8900吨，产值2.1亿元。望江县

农业农村局渔技站站长曹学志介绍，
稻田养虾给排水必须便利，否则遇到
干旱或者暴雨就会造成重大损失。望
江县水稻田面积57万亩，其中30万亩
冬闲及低洼稻田适宜发展稻渔综合种
养，县农业农村局优先选择中低产田、
低洼田块、冬闲田等建设稻渔综合种
养基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优化区域
布局，整体成片推进，形成规模效应。
同时推动大米加工龙头企业和种植大
户对接，联合生产稻虾米。“这样既解
决了种植户缺乏品牌和加工销售能
力，无法挖掘稻虾米价值的问题，又解
决了特色产品加工的规模问题，有了
稳定可靠的稻谷供应，企业也能放心
打品牌、扩销量。”曹学志说。

通讯员 俞永来 叶磊

综合种养推进高效生态农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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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望江县华阳镇磨盘村，洪
水围村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不少人
还在清理蓄水保坝时家中损坏的家具
和散落的垃圾，抢种补种、恢复重建
工作就已紧锣密鼓地提上日程。“水
退一寸、人进一寸，补种改种、就是
现在！”

笔者走进磨盘村，一名正在弯腰
耕种的农民映入眼帘。他叫鲍万生，
是名贫困户，洪水过后，他立即购买
了种子化肥，计划种上四亩蔬菜。满
打满算，全部播种完毕需要四到五
天，为了抢抓时间，老鲍起早贪黑，
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

在磨盘村，像鲍万生这样自主自
发、第一时间就投入抢种补种工作的
贫困农户还有不少。“要挽回损失、
脱贫致富，就必须争分夺秒！”鲍万
生们用勤劳的双手，让灾后的土地重

现了生机和希望。
磨盘村灾后复产重建专项会议正

在召开。会上，磨盘村党总支书记胡
启斌围绕核灾补助相关事宜召集全体
两委和村民代表展开了热烈讨论。据
了解，此次洪水造成受灾面积7572
亩、成灾面积6892亩、受灾贫困户
430户1377人、受灾合作社及家庭农
场18户。扶贫项目也不同程度遭受损
失。为此，磨盘村成立专班，对现阶
段面临问题实行建账梳理、逐项破
解，确保灾后重建工作有序推进。胡
启斌介绍，下一步将主动对接国元保
险，逐步落实赔付资金。同时利用农
业生产自救资金67万元、应急救灾资
金225万元、交通水毁修复项目资金
20万元，开展排涝电费补助、化肥种
子补贴、补种抢种改种、灾后产业修
复等工作，积极组织农业生产自救。

提供就业机会、拓宽增收渠道，
也是磨盘村当前阶段的工作重点。

“多亏了村里给我安排的公益性
岗位，让我有活干、有钱赚！”磨盘
村团结组贫困户何建民，领着刚刚发
放的 1000元岗位工资，笑眯眯地对
笔者说道。这次洪涝灾害，何大叔家
的农田也遭受了不小损失，看着“绿
洲”变“泽国”，何建民忍不住地唉
声叹气。“去年才脱贫，今天就碰上
天灾，生活会不会受影响？”了解到
何建民的顾虑和担忧，团结组片干李
敏连忙将情况报告给了党总支。经过
会议研究，磨盘村统筹利用光伏收益
面向受灾群众开发临时性公益性岗位
165个，何建民就是其中之一，承担
防汛、秸秆禁烧、人居环境整治等工
作，工钱按工时结算，按劳取酬、多
劳多得。

此外，磨盘村还加大宣传力度，
采取线下入户宣讲政策、线上推送招
聘链接双线并行的方式，全方位整合
招工信息，帮助受灾群众实现就业。
本年度新增申洲务工人员25人，其中
贫困户4人，人均月增收3000元以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安徽期间专
程看望受灾群众，动情地说受灾群众
是他一直牵挂的人。华阳镇磨盘村牢
记总书记嘱托，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
心中最重的位置，多谋民生之利、善
解民生之忧，结合村情实际推出政策
组合拳，为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增强动力。
磨盘村全体干群不等不靠，坚强传承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用泪水和汗水灌溉的土地，丰
收在望。

通讯员 童慧慧 彭旭春

华阳镇灾后重建正当时

本 报 讯 就 业 是 最 大 的 民
生。望江县人社部门在落实“六
稳”“六保”工作中，立足部门职能，
扎实做好稳就业工作，着力开展就
业技能培训，帮助劳动者掌握就业
技能，同时依托智能科技手段，搭
建好就业平台。

这两天，在望江县太慈镇沈冲
村，村民童屏珍报名参加了就业技
能培训中的养老护理员培训班，学
习掌握一门新技能，也为自己以后
务工就业多了一项选择。她说：

“对我们很有帮助，学了一门技能，
以后在外面就业就有保障了。”

今年以来，像这样的就业技能
培训班，望江县人社部门目前已开
展了38场次，共培训1818人，还开
展了技能脱贫培训10场，培训530
人次，千方百计促进劳动者外出就
业和就近就地就业。同时，人社部
门投入建设智能招聘平台，线上线
下两种招聘方式相结合，为求职者

提供就业岗位。在望江县人力资
源市场，每周三、周六上午都有现
场招聘会举行，企业可以通过平板
终端，在线发布更新招聘岗位信
息，随时查询求职者的就业意向。

目前，望江县2020年就业创业
促进民生工程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就业见习上岗人数184人，完成率
108.24%；公益性岗位上岗人数305
人，完成率 127.08%。各类公共就
业服务活动的持续开展，为人员就
业和企业用工提供了有效保障，人
社部门集中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
县人社局民生办副主任张清告诉
笔者：“一方面，我们积极开展各项
就业技能培训，努力提高劳动者的
就业本领；另一方面，我们搭建好
线上线下招聘服务平台，让求职者
尽快找到自己合适的工作岗位。
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全力做好稳就
业工作，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王翔）

提升就业技能 搭建就业平台

本报讯 日前，望江县图书馆
在“书香安徽”系列活动评比中荣获
安徽省“十佳阅读推广空间”称号。

望江县图书馆积极作为，每年
以开展纪念“4.23世界读书日”活动
为契机，大力推进全民阅读，群众参
与广泛，充分发挥了社会阅读主阵
地作用，积极打造“书香望江”。一
是狠抓广大读者阅读服务工作。县
图书馆常年对外实行免费开放，积
极为广大城乡群众开展阅读服务。
特别是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和提升
文学素养，针对青少年暑期空余时
间多的特点，积极向青少年推荐阅
读古今中外名著，让他们充分汲取
知识营养。二是注重特殊群体阅读
服务工作。为老年人、农村留守儿
童、农民工开展了送书进社区、进农
村、进校园、进企业活动，为残障人

士专门设立阅览服务室，打通了阅
读服务“最后一公里”。三是大力推
广数字化阅读。购置了电子图书借
阅机，广大网民通过微信扫码，可免
费下载电子图书阅读。与此同时，
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定期发布新书
推荐，并建立了数字图书馆。另外，
每年购买数字资源电子书 5 万多
种、期刊1万多种。四是积极开展基
层业务指导工作。每年县图书馆选
派专业人员赴10个乡镇文化站分
馆，对135个村（社区）农家书屋及乡
镇分馆管理员进行业务培训。通过
培训，农家书屋管理员对加强农家
书屋日常管理工作、提升服务效能有
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而更好的为广大
农村群众服务，让“农家书屋”这项文
化惠民工程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
有的作用。 （通讯员 任节文）

望江县图书馆荣获
省“十佳阅读推广空间”称号

本报讯 长岭镇新桥村年过七
旬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汪焰落，2016
年儿子在外务工触电身亡，儿媳随
后也改嫁外地，留下唯一的孙子与
其老夫妇相依为命。今年8月，孙
子以572分的高考成绩被大连医科
大学录取后，这家人可谓喜忧参半，
喜的是如今孙子不负众望，以优异
的成绩考上了大学，然而短暂的高
兴之后，汪焰落老夫妇又为高昂的
学费发起愁。“如今，开学在即，该从
哪筹措这笔学费呢？”。

汪焰落家的困难，牵动着长岭
镇关工委老干部们的心。8 月 19
日，他们为汪焰落的孙子送来了
2020年资助贫困大学生推荐表，帮
助他填写相关材料，并积极报送给
爱心企业，争取资助资金3000元，
并鼓励他要安心学习，不用为学
费、生活费担忧。

为进一步解决贫困家庭子女
上学难的问题，在脱贫攻坚中充分
发挥关工委作用，7月份以来，长岭

镇关工委高度重视“金秋助学”工
作，早谋划早部署，充分发挥镇村
两级关工委和“五老”作用，扎实开
展助学工作。他们冒着高温酷暑，
走村串户，宣传教育资助政策，全
面了解从小学到大学各个阶段困
难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和困难原因，
建立了2446名在校贫困学生台账、
2020年47名贫困本科新生台账和
49名大专新生台账。同时千方百
计动员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资助
贫困学生活动，倡议各企业和各界
爱心人士”以拳拳爱心为寒门学子
撑起一片蓝天，用爱心点亮明天的
希望”的倡议书千余份，营造了全
社会关爱贫困学生的氛围，取得良
好的社会效益。

据悉，从2019年以来，全镇共
筹措6万余元资金，资助16名贫困
学生梦圆大学，今年8月份已资助
贫困学生5人，预计还有10余名贫
困大学生获得资助。

（通讯员 王保花)

金秋助学 关工助力

本报讯 望江县凉泉乡太华
村陈应平家小女儿陈莎莎今年高
考以文科587分的高分被安徽大学
录取，说起女儿，陈应平的脸上满
是幸福的笑容。

陈应平一家共4人，自己患肺
病，劳动能力不强，曾经三个孩子
读书，妻子在孩子幼小时离婚，一
年的收入难以维持家庭生计，三个
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得靠东挪
西借才能凑齐。

陈应平，2014年被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2016年根据国家政策重
新识别为低保贫困户。陈应平家
中4人，去年大孩子大学毕业，今年
下半年二孩子进安徽大学学习，三
孩子读高中二年级，陈应平本人身

患肺部疾病，劳动能力不强。
前期因面临三孩子读书而被迫

离家务工，家中年迈的父母担负起
监护孙子孙女的责任。孩子们的自
觉努力学习使得陈应平倍感欣慰，
去年大孩子读完大学前往深圳务
工，家中的收入来源多了一份保障，
在党和国家扶贫政策的帮助下，在
帮扶干部、村包片干部和社会爱心
人士帮助下，2019年顺利脱贫。

今年二孩子考入安徽大学又是
一件让人幸福的事情，陈应平说：

“感谢党和国家，感谢帮扶干部、村
包片干部和社会爱心人士。我家于
2019年顺利脱贫，大孩子也到深圳
务工，将来生活会越来越好。”

（通讯员 金国泉 储南生）

贫困户家中飞出了“金凤凰”

走进望江县雷池乡沟口
村，整洁宽阔的乡村大道，映入
眼帘的绿树、红花、白墙、青瓦，
设施齐全的健身广场……整个
村庄充满着和谐、生动的气息。

从2015年开始，沟口村就
整合扶贫、发改、文化、土地增
减挂等项目资金350余万元实
施了漳莲路两边的下水道项
目；开展了危房清零工作，拆
除危旧房屋85户、废弃猪圈18
个、砖木厕所 11 个；完成改厕
任务 575 户；实施了中心村项
目建设，新建了道路绿化带
1800 平 方 米 及 公 共 厕 所 一
座；清理了房前屋后和河塘的
垃圾；新建了文化服务中心。
通过环境整治，沟口村昔日的

“脏乱差”变成了现在的“净靓
美”，村容村貌焕发出了靓丽
的新姿。通讯员 徐罕 摄

改善人居环境
小康生活更美好

沟口村村景一角沟口村村景一角
抗旱渠整修抗旱渠整修村休闲文化广场

望江县坚持“三向发力”，着力夯
实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础。目前，全
县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770家，家庭
农场注册登记1126家；建有省级休闲
农业示范点1个、市级14个；省级“一村
一品”专业示范村5个、市级40个。

在巩固提升国家战略产业上发
力。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加快长三角
地区粮食生产核心区和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高产、高品质中心产区建设，切
实扛起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打响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品牌，创建全国优质糯米基地，确保全
县绿色稻米种植面积达36万亩、双低
油菜种植面积50万亩。与此同时，建
立现代农业生产、加工、服务体系，安
徽联河股份有限公司入选长三角绿色

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158”
行动农产品加工重点企业名单。合成
圩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转型升级为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全县农机总动力
44.4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水平达80%。在全市率先建成全域秸
秆禁烧视频监控系统，示范推广了农
业物联网、“智慧动监”、益农信息社等
互联网信息服务。

在做稳做强主导产业上发力。全
县培育产值30亿元以上的食品加工
产业集群和100亿元以上纺织服装产
业集群各1个，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跻
身2019年度全省农产品加工业“五个
一批”工程20强。在重点推进凉泉融
园、温氏集团4000万羽番鸭和省农垦
集团50万头安庆六白猪以及两个产

业综合体等全产业链项目建设的同
时，大力发展“稻渔”经济、“菜花”经
济、“林下”经济等。建有稻渔综合种
养省级千亩示范基地4个，千亩连片
基地14个、百亩以上基地131个；连年
举办油菜花系列赏游活动，打造沿江
油菜花景观名片；全县建有木本油料
基地7万亩，林下种养3.2万亩。以联
河股份、天河食品、风酿调味品、现代
养殖等企业为龙头的绿色食品加工
业，正朝百亿产值目标迈进。

在做细做优特色产业上发力。深
化“县院”合作，加强与中棉所、中油所
合作力度，共建中棉所长江科研中心、
乡村振兴科技示范县，建立了“中国农
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望江综合试
验基地”。突出望江产业特色，着重打

造“六金”工程，即围绕“安庆六白猪”
品牌，打造“金猪”工程；发挥全国生态
网箱养鳝第一县优势，打造“金渔”工
程；推广温氏肉鸭养殖，打造“金鸭”
工程；建设食用菌生产基地，打造“金
菇”工程；推进稻渔综合种养，打造

“金米”工程；推广菜油两用生态旅游
经济，打造“金油”工程。今年力争实
现安庆六白猪出栏5万头，番鸭1500
万只，草菇、平菇种植24万平方，黑木
耳、香菇20万棒以上，稻田综合种养
达到15万亩。同时，创新“乡村产业+
文化+乡愁+数字+旅游”等模式，着力
打造湿地小镇、童装小镇、挑花小镇、
酵素小镇、民族村落以及产业综合体
等一批特色品牌。

通讯员 江兴旺

“三向发力”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