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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积极推动食品小作坊整治提
升。培育示范食品小作坊。选取部分基
础条件比较好、产品质量比较高、发展意
愿比较强的食品小作坊，指导开展生产
条件再提高、生产工艺再优化、生产流程
再规范工作，目前已培育13家示范食品
小作坊。建立小作坊集中生产示范园。
健全厂房、给水、排污等基础设施，完善
食品安全公共检验室等配套设施；提供
政策、资金等支持，实行集中采购、物流
配送、组团销售，推动食品小作坊产业整
体提升。打造食品小作坊特色品牌。组
织制定“怀宁贡糕”“柏兆记”等传统特
色食品相关地方标准，支持特色食品小
作坊品牌参与各类展销展览、文化交流
和宣传推介活动，不断提升品牌影响
力。开设网上商城，推进特色品牌食品
小作坊产品网上营销。完善食品小作坊
诚信体系。建立风险分级监管，确定监
管频次，实施针对性监管，对信用风险较
低、风险一般、风险较高的企业，分别采
取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常规比例
频次抽查、提高抽查比例的方式监管，
及时向社会公布食品小作坊登记、监督
检查、产品抽检结果等食品安全信用信
息，并计入企业名下。 管 轩

我市积极推动
食品小作坊整治提升

宿松县“选、育、管、用”建强基层党组
织书记队伍。广开渠道“选”。注重从现
任村“两委”班子成员、农村致富能手、返
乡创业人员、返乡大学生等群体中摸排储
备村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截至目前，已
储备各类村级后备人才450余人，把政治
素质好、群众口碑好，担当精神强、带富能
力强的优秀党员充实到农村党组织书记
队伍。多管齐下“育”。把村党组织书记
纳入全县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去年以来，
举办各类村党组织书记培训班40余期、培
训1200余人次，组织到发达地区实地考察
学习和挂职锻炼330余人次。健全制度

“管”。推行村党组织书记年度述职评议
报告制度，并接受民主评议，评议结果
作为评先评优重要依据。正向激励

“用”。抓好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用人环
节，建立健全选人用人机制，贯通能上
能下渠道，破除晋升“天花板”。2016年
以来，从村党组织书记中公开比选乡镇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13名。 宿 松

宿松县“选、育、管、用”
建强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

今年以来，望江县漳湖镇采取“四个
到位”措施确保长江流域漳湖段禁捕工
作取得扎实成效。属地管理到位。组建
了以分管领导为组长，相关部门和村为
成员的领导机构和工作专班，部署开展
打击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非法捕捞违法犯
罪专项行动，明确打击整治重点，落实属
地管辖的主体责任。宣传措施到位。在
漳湖境内长江岸线共制作横幅6块、标牌
8个、宣传单页1200份等进行宣传，鼓励群
众举报监督，完善公众监督、举报反馈机
制，营造群策群力、群防群治的良好氛
围。摸排整治到位。在全镇范围内全面
摸排长江岸线非法捕捞重点水域、重点对
象、重点时段和重点违法行为，精准打击

“电毒炸”“绝户网”及涉渔“三无”船舶、非
法捕捞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等违法行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联合执法、部门协作
机制，彻底斩断非法捕捞、运输、销售等利
益链。组织开展打击涉渔“三无”船舶专
项整治，及时拆解销毁涉渔“三无”船舶，
有效治理非法捕捞等违法行为。依法惩
戒到位。充分发挥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
职能作用，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出击、
以查促禁，依法惩戒破坏长江渔业资源
和生态环境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到目前
为止共查处非法捕捞案件4起，涉案人员
4人，达到了震慑作用。 毕召祥

望江县漳湖镇“四个到位”
确保禁捕工作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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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乡 视野村

一条条蜿蜒曲折路，穿云雾伴
河溪，犹如毛细血管般，沟通了我
市131个乡镇、375个贫困村、1141个
建制村。近年来，我市按照“建好、
管好、养好、运营好”的“四好农村
路”目标要求，将农村公路建设串
点成线、联线成网，让老百姓从“走
得了”到“走得好”，助力脱贫攻坚。

带富一方百姓

在岳西县巍岭乡夹河村金榜
组，脱贫户储茂艳刚刚度过了一个
忙碌的暑期，“我们这儿海拔高，凉
快，每年夏天都会有很多游客来避
暑，我在家办民宿、卖土特产，一年
能挣五六万元呢。”

储茂艳是村里第一个靠发展
民宿脱贫致富的贫困户，他说，
这得益于通村到组的水泥路，游
客越来越多，他和乡亲们吃上了

“旅游饭”。
储茂艳家所在的金榜组，山高

岭大，过去，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
往外界，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不
留神就会滑倒，老乡们建房所需的
材料拉不进来，用的都是自家烧制
的土砖土瓦。想去趟乡政府办事，
在路上就得花四五个小时。

十几年前，修了条土路，终于
可以骑上摩托车出行，但因路面狭
窄又无人管护，在阴雨天仍然难通
行。2015年，同村民组的大学生储
杰回乡兴办农家乐，村里人都不看
好，“这样的山里，谁会来？”

近几年，通过畅通工程建设、
扩面延伸工程的实施，巍岭乡修通
了到村到组的水泥路，金榜组户户
都通了水泥路，路边还安了路灯，
来村里避暑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金榜组 12户居民在储杰的带
动下，抱团发展农家乐，年营业收
入达到了100多万元。“我是第一个
加入的，2018年就将家里的房屋改
造出了7间客房，每年夏天都会住
满呢。”储茂艳说。

在大山深处的岩河村，贫困户

储银娣每天骑着车上下班，从农民
变成了扶贫车间里的纽扣工人，一
个月能挣3000多元。这同样是得
益于道路的通达。

2012年，在外打拼的岩河村村
民王泽汉返乡投资，将纽扣定型车
间搬回了家，但因家乡交通不便，
物资难以运进来，产品也难以运出
去，他为此一筹莫展。

后来，岳西县实施农村道路扩
面延伸工程，进入其厂区车间的道
路扩为5米宽。道路通达，解了王
泽汉的难题，他将工厂扩建至6000
平方米，实现了纽扣生产定型到成
品的全生产线，还吸纳了周边62名
村民进厂上班，其中贫困人员31人。

“四好农村路”工程建设，满足
了扶贫车间建到边远贫困村的条
件。目前，岳西县已有29家企业，
到20多个村投资建设了31家就业
扶贫车间，带动周边1208名村民就
业，其中贫困家庭成员563人，帮助
500多户贫困家庭实现了增收致富。

修通一条路，激活一片景，带
富一方百姓，在岳西县，因路摆脱
贫困走向富裕的故事在每个村都
能寻见。

改革开放初期，岳西全县仅有3
条全长170公里的砂石路，“出门三
步羊肠道，百里千斤靠肩挑”是当
时岳西的真实写照。随着脱贫攻
坚战的全面打响，岳西把建好“四好
农村路”作为脱贫攻坚的着力点和
突破点，完成农村道路畅通工程
2053公里、农村公路扩面延伸工程
2008公里，在全省率先实现组组通
硬化路。2018年8月，岳西县正式
退出贫困县序列，成为安徽省内第
一个成功“摘帽”的国家级贫困县。
2019年，岳西县还被交通运输部、农
业农村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命名
并授牌“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连通一片景区

怀宁县黄墩镇栗山村是远近
闻名的蓝莓村，在这里，一条公路

穿境而过，环绕着山间，连接着蓝
莓园和农家院落。这条长698米的
沥青路今年4月完工，已成为一条
蓝莓旅游观光特色致富路。

过去农村路不好走，每到收获
季，蓝莓的运输就成为难题。而现
在，路通了，大型的物流车辆能直达
蓝莓园内，省时又省事。“‘四好农村
路’给我们企业发展带来了实惠，别
的不说，光是运费就省了近两成。”
一家蓝莓企业的负责人陈为德说。
该蓝莓企业有蓝莓种植基地 500
亩，还利用山地种了100亩猕猴桃，
并辅有多种果树，形成了一片“四
季果园”。陈为德还在当地建有农
家乐，目前正在开发观光旅游。

在该镇的谷泉村，穿村而过
的谷泉路，不仅是通村入组的“四
好农村路”，还是马拉松廊道的重
要组成部分。去年，怀宁蓝莓之
乡国际马拉松赛事和怀宁县首届
国际自行车赛的成功举办，吸引
了外地游客纷至沓来。谷泉村利
用优势资源，把时尚的汽车越野
活动带进小山村，吸引了各地的
汽车越野爱好者前来体验这条
独特的赛道，为该村乡村旅游吸
引了人气。

9月9日，从318国道进入岳西
县南河村，7.5米宽的沥青路盘山而
上，直达海拔 1000 多米的妙道山
庄。道路两侧，郁郁葱葱，栽有红
叶李、紫薇等苗木，沿路还设有停
车场、休息区、观景亭等。

在山腰处，记者看到了正在拿
着扫帚清扫路面的护路员王木托，
他告诉记者，这条妙道山公路全长
约13公里，是一条村级道路，也是
一条旅游公路，连接天峡和妙道山
两个4A级旅游景区，是“安徽省农
村公路品质示范路”。

“这山间常年云雾缭绕，景色
可美了。每到周末，都有几十人沿
着这条路自驾游，还有人来这骑行
呢。”王木托说，过去，这条路不足5
米宽，破损严重，到处坑坑洼洼的，
没多少人愿意来。2017年实施道

路畅通工程，2018年建成通车，道
路完全变了样，不仅路面宽了，全
线安保、绿化、亮化、停车带、休闲
区等附属设施齐全。

“今年8月份，我家的8间房住
满了来自合肥、安庆等地的游客。
我家侄子现在正在建房屋，还要扩
大住宿规模呢。”在海拔1000米的
南河村上坪组，村民储茂宋看着路
上的游客越来越多，在家办起了农
家乐。王木托附和道：“经常也有
游客到我家去问能不能住宿，这附
近还有客商来开发康养旅游区呢，
小山村是越来越热闹了。”

车在路中走，人在景中行。近
年来，我市建成旅游扶贫路1000余
公里，连接产业园区近100个、种养
基地近1000个，公路沿线新增采摘
园、农家乐等300余家。“四好农村
路”建设将农村的环境资源优势转
变为经济发展优势，为全市实现所
有贫困县有序脱贫摘帽奠定了基
础，为贫困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
每年按期举办的岳西映山红节、望
江油菜花节以及宜秀区梨花节，与
山水美景交相辉映，已初步形成“一
路一风景、一村一幅画、一地一特
色”的乡村品牌，吸引了大量省内外
游客，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
值。走在乡间小路上，能看得见青
山，望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

公交通到了家门口

初秋的傍晚，天气微凉。在桐
城市吕亭镇平坦村，76岁的吴义政
老人拎着一篮子自家种的蔬菜，在路
边等车。不一会儿她就坐上了去桐
城市区的202路公交车，只花了半个
小时，就到了住在市区的女儿家。

“前几年，路修好了，通了公交
车，我经常傍晚坐公交到女儿家，住
一晚再回来，可方便了。而且，我们
70岁以上的老人乘公交还免费呢。”
吴义政老人说，以前想女儿了，她得
等女儿回来看她，现在公交车通到
了村里，她随时都能进城了。

“以前没有开通公交，我们想
要出一趟门真是太麻烦了，我年纪
大了不会骑车，每次去镇上就只能
步行，往往是早上出门，下午才能
回来，在路上要花费好几个小时，
现在公交车开到了家门口，我们住
在山区的老百姓也能像城里人一
样出门就能坐上公交车了。”家住
桐城市青草镇铜锣村中心组的桂
绍义老人也念叨着公交车通到家
门口的好。

铜锣村位于桐城市西南边陲
山区，西部与潜山市交界，距离镇
区约13公里。多年来，闭塞的交通
一直制约着村民出行。近两年，该
村多方筹措资金，拓宽和硬化了到
镇的道路，并瞄准时机推进交通出
行公交化。今年8月，在上级部门
的批准下，桐城市公交客运公司正
式开通了来往于铜锣村和青草镇
区的307路公交线路。

“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
“四好农村路”建设要求，农村公路
在“建好、管好、护好”之余，还要

“运营好”。为全力运营好农村公
路，桐城市努力推进惠及城乡、安
全便捷、全民共享的城乡公交一体
化服务体系。今年，在已开通18条
城乡公交线路的基础上，又陆续开
通12条镇村公交线路，同时对7条
城乡公交线路进行优化，所辖196
个建制村已实现村村通客车。

同时，构建三级物流体系。在
桐城市建物流中心，在各乡镇建交
通综合服务站，在各村设立交通综
合服务点，“资源共享，多站合
一”，将客运、货运、物流、邮政、快
递、供销网点、电商等多种服务功
能整合融为一体。

记者从市交通局了解到，今年
7月，我市 1141个建制村已全部通
客车，其中，通城乡公交477个，通
客运班线642个，通预约响应式客
运班线18个，区域经营式客运班线
2个，通渡船2个，已基本形成以城
乡公交和农村客运班线为主，预约
响应为辅的城乡交通出行网络。

““四好农四好农村路村路””通达幸福深处通达幸福深处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查查灿华灿华 通讯员通讯员 毕锋毕锋 乔刚乔刚

“7月到9月，鱼苗长得快，每天
都要喂食。像这种草，就是鱼最爱吃
的。”9 月初，在怀宁县三桥镇金闸
村，产业发展指导员程玉英又一次来
到村民陈一六的鱼塘，查看他的生产
记录，并指导他如何投喂鱼食。

“今年承包了5亩水面，在家发展
养鱼，鱼儿长势很好，到年底就能卖
啦！”陈一六，这个曾经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谈起自主发展养殖，信心十足。
陈一六说，有国家政策支持，又有产业
发展指导员的帮助，他今年肯定能将
鱼养好，纯赚8000元没有问题。

早些年，为了供养两个孩子上
学，陈一六和妻子常年在外打零工，在
饭店干些洗碗、洗盘子的活儿。收入
微薄，而家庭开销大，日子过得清苦，
2014年他家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孩子上学有了教育扶贫政策的帮
扶，陈一六负担轻了很多，再加上夫妻
俩勤劳能干，2016年他家就脱了贫。

这两年，陈一六身体不好，没法
再打工，夫妻俩回到了家乡。但回来
能干什么，两人都很迷茫。正在发愁
时，程玉英来到了陈一六家。程玉英
是三桥镇农业站站长，2017年，她主
动请缨，担任三桥镇金闸村第一书记

和扶贫工作队队长，2019年又被选派
为产业发展指导员。

产业发展指导员的职责是入户
指导贫困户产业发展。程玉英根据
陈一六的情况，拟先让企业带动其发
展，为他和村里的草莓种植企业建立
利益联结机制。陈一六投入3000元，

入股草莓种植企业，每年可获得保底
分红600元，他还能在草莓园打零工，
一天60元，去年获得收入2000多元。

“贫困户要实现稳定脱贫，还需
自主发展产业。”程玉英说，今年村

“两委”决定引导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自主发展产业，于是将村集体承包

的近40亩水面让出来，给有意愿的
贫困户发展养鱼。

3月份，程玉英来到陈一六家，为
他带来了这个好消息，并给他算起了
养鱼的收益，“现在放鱼苗，到年底，
每条能长到2斤多，一斤可卖4元，一
条鱼大概能卖10元。5亩鱼塘，最少
也能收益8000元。此外，还可获得
产业奖补2000元。”

“村里帮我协调水面，谈好租金，
还帮我购买了鱼苗，产业发展指导员
从鱼塘消毒、投放鱼苗，到投喂鱼食，
全程手把手教我，还承诺年底帮我销售
鱼，我是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啊！”陈一
六说，更贴心的是，村里还帮他购买了
特色产业保险，今年7月，频繁的暴雨
将他的鱼冲走了部分，程玉英帮助申
请水产养殖保险理赔，他获得 873.6
元；农业部门还送来了19斤鱼苗，这
让他快速恢复了产业发展的信心。

同村的五保贫困户陈路生，今年
也在程玉英的指导下发展起了种植
业。“今年种了5亩黄豆，村里帮我流
转土地，并翻耕好，还帮我采购了黄
豆种。”陈路生说，程玉英经常上门指
导他施肥、除草、打药，她推荐的化学
除草法，让他一个人就能完成5亩黄

豆地的除草工作。8月底收获后，他
的黄豆一斤卖4元，虽受了些灾情影
响，还是收益了3000多元。

“指导贫困户科学选择产业也是
产业发展指导员的职责。选择黄豆让
贫困户试种，是因为黄豆种植简单、用
工少，销路也不错。”程玉英介绍，产业
增收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主
要途径和长久之策。今年金闸村引导
贫困户自主发展产业，有8户贫困户发
展养鱼，10户种植黄豆。接下来，他们
还将继续探索，让贫困户“户户有产
业，人人有事干”，实现稳定增收。

2018年底，我市启动为375个贫
困村配备产业发展指导员工作，如今，
像程玉英这样的产业发展指导员，我
市已有877名。他们主要从驻村扶贫
工作队队员、第一书记、结对帮扶干部
及乡土专家、种养能手、致富带头人、
特聘农技员等中选聘。产业发展指
导员进村入户，向贫困户宣讲产业扶
贫政策、指导贫困户科学选择产业、协
调建立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户的利
益联结机制、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
等，解决产业扶贫“最后一公里”难题。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张文涛

贫困户有了产业发展指导员

““安徽省农村公路品质示范路安徽省农村公路品质示范路””———妙道山公路—妙道山公路，，蜿蜒山间蜿蜒山间，，串联景区串联景区，，沿路设有观景亭沿路设有观景亭、、
休息区休息区、、停车场等停车场等。“。“车在路中走车在路中走，，人在景中行人在景中行”，”，沿路沿路““美丽经济美丽经济””日益兴盛日益兴盛。。 通讯员通讯员 供图供图

在我市的广大农在我市的广大农
村村，，过去是过去是““晴天一身灰晴天一身灰，，雨天雨天

一脚泥一脚泥”，”，如今是如今是““出门硬化路出门硬化路，，雨雨
天不踩泥天不踩泥，，抬脚上客车抬脚上客车，，物流到家门物流到家门”，”，

一条条一条条““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通村畅乡通村畅乡，，成为民成为民
生路生路、、产业路产业路、、致富路致富路。。

““十三五十三五””以来以来，，我市大力推进农村公路我市大力推进农村公路
建设建设，，20162016--20182018年年，，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工程
96469646 公里公里，，实现实现 100100%%建制村通硬化路建制村通硬化路；；
20182018--20202020年年，，大力推进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建建
设设，，实施农村公路扩面延伸工程实施农村公路扩面延伸工程70487048公公
里里，，安庆市农村公路建设总里程居全安庆市农村公路建设总里程居全
省第一位省第一位。。全市基本实全市基本实现较大现较大

自然村通硬化路自然村通硬化路，，所有所有建建
制村通客制村通客车车。。

程玉英（右）在指导贫困户投喂鱼食。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