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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初秋时节，岳西县包家乡石佛村
仲春家庭农场内，153亩有机茶园层绿
叠绿，茶垄成行成排，茶香沁人心扉。
茶园间，茶农忙于修剪，施放肥料。

石佛村茶园组地处大别山最高峰
白马尖南坡，海拔近千米，昼夜温差
大，土层深厚肥沃，非常适宜有机茶叶
生长，自古流传生产贡茶的说法。

农场负责人储春生原是一名“包
工头”，看准家乡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和自然气候条件，2013年，他回岳西实
地考察，成立岳西县仲春家庭农场，流
转茶园组茶园153亩，以“农场+农户”
模式发展有机茶产业。8年来，储春
生传承匠心精神，坚持有机、生态理
念，探索走绿色发展之路。

坚持做有机茶，并获得“有机认
证”不容易。储春生介绍，有机茶对
水、土、空气等周边环境有着严格要
求。种茶养茶，他不施一两化肥，不打
一克农药，不喷一滴除草剂，让茶树在
绿色生态环境中自然生长。一开始茶
叶产量下降、价格偏低、利润微薄，有
机茶的发展十分受限。

储春生和他的农场还是坚守下来
了。全过程保证有机茶的产品质量，在
春晖中醒来、朝露中萌芽、春风中成长，
采回的鲜叶经八道手工制作工序，赋予
了它“翠绿鲜活、芽叶相连、舒展匀整、
清香持久、鲜醇爽口”的品质特征。如
今，“养在深闺”的有机茶走出深山、蜚
声中外。每年大地回春，山花初放之

际，许多客商如同候鸟，从五湖四海赶
来采购新茶。茶叶鲜叶价格、采茶制茶
工资、干茶成品价格也得以逐年提升，
茶园组九户茶农全部收益。

“一棵茶树一斤油，子子孙孙不用
愁。百亩茶园万斤油，又娶媳妇又盖楼。”
茶园组朱普伦告诉记者，8年前，他靠打零
工养家糊口，全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现如
今，不用守着“金山银山”再受穷，他和乡
亲们盖起了“茶叶楼”，日子越过越红火。

岳西县仲春家庭农场成立以来，
每年付给农户流转租金20万元，其中
贫困户 10 多万元，年生产干茶 4000
斤，销售收入380万元。茶叶基地解
决8人就业，其中贫困劳力5人，带动
采茶、加工、管理等季节性用工年均

2000人次。作为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仲春家庭农场连续三年吸纳80户贫
困户，通过以扶贫贷款资金入股形式，
每户每年分红3000元。

深耕细作有机茶，靠着满山的茶
叶和传统的制茶技艺，典型的贫困村
组实现了整体脱贫。同时，仲春家庭
农场还组建茶叶专业服务队，为当地
茶农提供茶叶种植、修剪技术，向贫困
户发放有机菜籽饼肥，带动全村群众
树生态牌、走有机路，共同打造有机茶
叶专业村。仲春家庭农场现连续六年
通过有机茶叶基地认证，拥有发明专
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10项，先后荣膺

“全国三十座最美茶园”“全国脱贫示
范基地”称号。 通讯员 王节晴

细作有机茶 脱贫奔小康

本报讯 近年来，岳西县店
前镇充分发挥法治扶贫的保障作
用，坚持精准帮扶、精准施策、精
准普法的“三精准”帮扶理念，强
化“法治”在脱贫攻坚中的保障作
用，建立健全“法治+扶贫”工作长
效机制，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
战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优化普法宣传，发挥民生“调
节器”作用。店前镇坚持“法治+
精准扶贫”思路，实施“一村一法
律顾问”制度。今年以来，该镇司
法所联合法律服务所、公安派出
所结合“七五”普法工作，为11个
村培育“法治带头人”22人，“法律
明白人”866人，开展“订单式”普
法500人次，为脱贫户开展“菜单
式”普法200人次。在普法宣传上
精准发力，注重普法的针对性；在
服务资源上加强辐射，保证普法
的覆盖率。

深化法治保障，发挥经济“助
推器”作用。该镇聚焦群众需求，
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咨询、纠纷调
解等工作。依托“党建+三治”，推

进村文化阵地建设。注重人民调
解质效，为贫困户开启人民调解
绿色通道，降低贫困户法律援助
门槛。今年以来，店前镇法律顾
问开展“法律体检”33次，审核村
级各项合同文件69件，提供法律
服务108人次，及时解决了阻碍产
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难题，同时
帮扶贫困“两类人员”30人次，确
保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乡村振兴
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

强化平安护航，发挥社会“稳
定器”作用。该镇结合创建“平安
店前”行动，严厉打击涉贫领域黑
恶势力。践行新时代“枫桥经
验”，建立基层调解组织，有效预
防化解家庭、婚姻、赡养、合同等
各类纠纷。创新社区矫正、安置
帮教两类重点人群“量化监管”模
式。今年 1至 8月，该镇司法、公
安等部门开展矛盾纠纷排查30余
次，摸排苗头性矛盾纠纷16件，成
功调解矛盾纠纷15件，调解成功
率 94%。（通讯员 佘静 王云
志 朱琴）

岳西店前镇法治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岳西县河图镇四措
并举、靶向发力，带领全镇群众走
上幸福路、致富路。

补短板，促提升，保障“高品
质”。河图镇抢抓国家实施脱贫
惠民政策的良好机遇，全镇饮水
安全、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得到不断完善。扩面延伸工程、
农村道路畅通工程、农村道路安
全生命防护工程、防洪工程等等，
让家家户户通上水泥路、饮用安
全水，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了极大
保障。

融产业，促发展，创造“高收
入”。近年来，河图镇把深入推进
产业扶贫作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关键措施和主攻方向。推动
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绕发展特
色农业，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构建
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农
民增收。

兴文化，惠民生，共享“高质

量”。该镇全面提升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积极争取公共文化
服务项目，完善各村文化广场建
设，成功举办“杜鹃花文化节暨登
山大会”“旅游嘉年华”“体育休闲
运动月”农民运动会、送戏下乡等
一系列主题活动。各村文化广
场、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文化
体育设施相继建设完备，群众茶
余饭后的生活日益丰富。

改村容，换新貌，打造“高颜
值”。河图镇扎实开展人居环境
整治，通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
方式，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
点整治村庄“脏、乱、差”问题，实
现村庄道路整洁、环境优美、乡风
文明。在基层治理中，通过党建
引领，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出台

“村规民约”，强化村民自主意识，
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呈现社
会治理共建共享的新格局。

（通讯员 刘甜甜 胡琴）

河图群众的幸福之路

岳西五河镇村级健康指导员
为群众测量血压，提供健康指
导。近年来，五河镇在全镇12个
村各配备一名健康指导员，每月
分批次上门为群众普及卫生知

识，提供健康保健服务，实实在
在为群众发挥指导员作用。据统
计，今年来，该镇共上门为群众
提供健康服务 70 余次，服务 500
人次。 通讯员 王昕 摄

五河镇提高群众健康生活意识

夏末初秋，沿着蜿蜒的山路驱车
来到岳西县石关乡东冲村，四周山
风袭来，凉意扑面。眺望东冲村，红
瓦白墙的新房，碧绿连绵的茶树，星
罗棋布的茭白田，呈现一幅现代新
农村的和谐画卷。近年来，该村“两
委”紧抓茭白产业发展，蹚出一条致
富之路。

引进之路，村民搭上“致富车”

东冲村处于高山地区，平均海拔
880米，耕地较少，水田居多，如何让
水田发挥最大效益，当地村“两委”一
直在思考探索。“我村是石关乡较早一
批种植茭白的村子，2003 年开始引
进，2008年在全村全面铺开。”东冲村
党支部书记徐江庭告诉记者。

得知茭白深受市场喜爱，村“两
委”一班人深入发展较好的地区学习
考察，决定做出大胆的尝试。由于种
植技术不成熟，销售渠道不畅等原因，

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村“两委”班子经常召开会议，深

入田间地头，找准问题症结所在。在
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改善技术后，茭白
的产量和质量实现大幅度提升，经济
效益越来越好。

该村种植的茭白主要销往全国各
地的商超和菜市场，由于品质好，经常
供不应求。看到家里茭白种植得如火
如荼，村民们纷纷回家发展。

破冰之旅，产业转型开新局

短短几年时间，东冲村依靠发展
高山茭白，广大农民群众实现了脱贫
致富的梦想，家家户户盖上了小洋
楼。农民群众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发
展致富的方向更加明确。

一成不变不是产业发展的终极目
标，转型改革才能让产业更持久有
力。2020年，东冲村开辟出一块“试
验田”，让有机茭白在这片山乡沃土扎

下根。该村发动村民种植有机茭白，
种植有机茭白还可以享受到政府的补
贴资金。

为了让有机茭白能够健康生长，
销售不愁，该村成立了中农种养专业
合作社，为 108亩有机茭白提供技术
指导，拓宽销售渠道。值得一提的是，
108亩有机茭白田都是利用了抛荒田，
真正达到了“变废为宝”的目的。

汪祖河是东冲村黄泥组村民，今
年他家利用闲置土地种植了5.5亩有
机茭白。他告诉笔者，发展高山茭白
已有四五年的时间，每年依靠茭白一
项收入有4万多元，家里的新房子就
是通过种茭白赚钱盖起来的。

发展之势，党建引领促脱贫

从一开始的高山茭白引进，到如
今的有机茭白再升级，东冲村“两委”
谋划在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发展有机茭白之初，东冲村党支

部召集党员群众多次召开会议，利用
扶贫与振兴夜校讲政策，挨家挨户宣
传，把政策讲深讲透。

为了让广大群众种植有机茭白更
有保障，东冲村“两委”与天配禾公司
签订协议，基地每亩投入1180元用于
技术支持，合作社按每亩4000元的收
益为村民兜底。

有机茭白日前已大面积上市，独
特的品质和口感深受市民喜爱。村

“两委”邀请南京国环有机农产品认
证中心，对试验基地进行土壤检测，
三年时间土壤转换成功，将颁发有
机证书。

下一步，东冲村“两委”计划利用
抛荒田，大范围种植有机茭白，助力乡
村产业实现稳步发展，人民群众实现
稳定增收。“相信有党委政府的坚强领
导，有老百姓的大力支持，我村有机茭
白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东冲村党
支部第一书记刘纯传如是说。

通讯员 王云峰 冯小倩

发 展 产 业 蹚 出 致 富 路
石关乡种植有机茭白助力乡村产业增收

本报讯 日前，岳西县医院麻
醉科成功开展一例超声引导下臂
丛神经阻滞麻醉，标志着县医院麻
醉技术进入精准、可视化时代。

患者女性，50岁，右手第5掌
骨骨折入院，在充分术前准备后，
麻醉科医生在超声引导下穿刺、
准确定位，顺利阻滞患者右侧正
中神经、尺神经、桡神经，复位内
固定手术术毕，患者安返病房。

“可视化麻醉”技术，避免了
患者解剖个体差异带来的阻滞困
难，可实时监测注药过程、观察局
麻药扩散范围，减少麻药用量与
并发症的发生，其成功率和质量

均高于传统方法，实现了“指哪打
哪”精准化麻醉，成为麻醉医生

“第三只眼睛”。
医院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

学技术支撑和学科人才的培养。
岳西县医院麻醉科医生先后到三
甲医院，重点就困难气道的处理、
单肺通气技术、无痛胃肠镜、无痛
分娩、小儿吸入全麻等10余项新
技术进行学习培训，让超声引导
下外周神经阻滞可视化麻醉技术
的应用在岳西得到实践，填补了
县内此项技术空白，为患者提供
更加精准、有效、多样的无痛选
择。（通讯员 陈庆鹏 刘绍贤）

岳西县医院引进新技术

在刚刚落幕的第十三届安徽国际
茶产业博览会上，岳西县取得丰硕成
果：由岳西县农业农村局、黄尾镇人
民政府和包家乡人民政府共同推荐的

“亲山茶路、云上之旅”以总分第一的
成绩，被评为安徽省首届十大最美茶
旅线路。“2020首届长三角名茶评比大
赛”岳西独揽十大金奖。此次茶博会
上，岳西县还成功签约1.5亿元茶叶精
加工项目，该项目依托湖北母公司实

力，福建武夷山茶品牌运营经
验，拟收购五河镇妙道山村云林
茶叶基地，实施智能化改造，通
过线下定制出口，线上专店推
介，着力打造大数据时代岳西名
优茶物联网项目样板。

通讯员 储翔 摄

好山好水出好茶
茶博会上竞芳华

在岳西县的山山凹凹里，曾经人
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如今，依托美丽乡
村建设，以优美的生态和清凉的山风
让游人赞不绝口。今年夏季，岳西县
包家、石关等乡镇的农家乐“一房难
求”，全县800多户农家乐的主人笑得
合不拢嘴。

位于皖鄂两省三县交界、有着
“红色鹞落坪”之称的鹞落坪村，山高
林密，流水潺潺，生态保存完好，平均
海拔1100米，是红28军的大本营，在
这里依然留存着当年红军的实物、资
料、遗迹，更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
事。曾经在大山深处，世世代代靠伐
木为生的农民，如今，在县乡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政策支持下，有65户农民
先后办起了农家乐，全村还有240多

人在农家乐务工，占全村总人口的五
分之一。

八十年代初出生的王芳，是包家
乡鹞落坪村一名村干，也是红28军军
政旧址的讲解员。她和家人在2008
年就开始办起了农家乐，是鹞落坪村
最早的农家乐经营者。如今，她的丈
夫也不在外打工，回家当了厨师，家里
还请了当地两位大姐帮忙，每天从早
忙到晚。王芳在忙完讲解和村里的事
务之后，依然系上围裙在自家的餐厅
里忙个不停，今年她家的收入可超过
30万元。

岳西县包家乡鹞落坪村党总支副
书记、村委会主任汪天佑告诉笔者，鹞
落坪村今年接待游客将超过12万人。
去年，全村农家乐收入800多万元，今

年有望突破一千万元。
红色沃土，绿色鹞落。清新的空

气，美丽的山水，加之完善的人文景
观，乡村治理，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纷至沓来，游人们在林中漫步、跳舞、
练拳，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来自合
肥的束长崎，从 2007 年起到鹞落坪
后，每年都要来这里度假。喜欢上这
里后，她还创作了歌曲“鹞落坪之歌”，
来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

同包家乡一样，今年夏天，石关
乡、巍岭乡、黄尾镇等靠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在节假日均是一房难求。全
县 12000张农家乐床位，入住率达到
90%以上，800多户农家乐每天收入近
40万元。

岳西县农家乐的快速发展，除得

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还得益于美
丽乡村建设项目的实施、交通基础
设施的改善，更得益于对农家乐的
政策扶持。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乡村旅游发
展的实施意见》《岳西县全域旅游发
展若干政策》等文件，县财政局每年
还安排5000万元的旅游发展专项资
金，用于改善环境，并对农家乐和高
档民宿最高可给予 2000 元/平米的
奖补。同时，岳西县还通过评选星
级农家乐、岳西特色菜、创农家乐品
牌等提升农家乐的档次和服务水
平，使全县的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
的发展起来，并让越来越多的山村
农民走向富裕。

通讯员 方诗生

昔日穷乡僻壤 如今一房难求
——岳西县发展特色旅游致富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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