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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9日下午，宿松县高
岭乡高岭村三角圩，工人们忙着用船
将预制管桩运到前方的水面上，再将
这些预制管桩进行固定。这是高岭乡
一期10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建
设现场。该项目开工近2个月时间，计
划11月底全容量并网，每年可为社会
提供近1.2亿度绿色能源。

高岭乡一期100MW渔光互补光伏
发电项目是该乡 2020 年招商引资项
目，一期投入 5 亿元，占水面面积
2740亩，新建一座220kV升压站外送
至黎河变，送出线路约11公里。光伏
电站采用模块化设计、集中并网的设
计方案，共23个光伏发电分系统组成。

渔光互补项目引进以后，在土地
流转方面，租金按照每亩每年600元的
标准支付给农户；另外，除技术工人
外，其余用工都优先选用当地劳动
力。目前，项目累计用工600余人次，
给高岭乡居民就业带来便利。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优势明
显。首先是没有污染，生产绿色能源；
其次是虽然占用水面，但并不影响水面
养殖。据项目经理介绍，水上发电，水
下养殖，“一地两用”的特点能够极大提
高单位面积土地的经济价值。

（通讯员 孙春旺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宿松：“渔光互补”项目
即将全容量并网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赛口镇
大力推进“四带一自”产业扶贫，培
育一批立足于农村的经营主体，带动
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赛口镇工业园陶寓米业车间里，
机器轰鸣。正在工作的员工大都是周
边的贫困户，他们因为缺乏技术或照
顾家人等原因不方便外出务工。陶寓
米业以订单生产收购方式，带动121名
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

赛口镇还积极鼓励贫困户自主调
整种养结构发展产业。为了鼓励自主
发展产业，该镇今年举办了特色种养
业培训会，提高贫困户种养技能。目
前，特色种养业申报验收已结束，全
镇共申请1286户、1391个项目，涉及
资金172万元。

该镇将继续巩固推进“四带一
自”产业扶贫，一方面继续鼓励创
新，支持建立新的经营主体；一方面
继续培育已有经营主体，鼓励企业做
大做强，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提
升脱贫质效。

（通讯员 童军 全媒体记者 汪
秀兵）

望江：深耕“四带一自”
提升脱贫质效

本报讯 近年来，怀宁县高河镇
查湾村因地制宜、多点突破，深入挖
掘农村资源潜力，走资源综合开发之
路，努力使每寸土地、每种资源都用
得其所，发挥出最大效益。目前，该
村拥有农家乐2家、苗圃园1家、食用
菌 1 家、家庭农场 2 家、纸杯厂 1 家、
口罩厂3家、合作社2家，带动本村及
周边2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其中
贫困户有30多人。2019年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 11 万元，今年预计达到 35 万
元，明年计划突破60万元。

集体“腰包”鼓起来了，但查湾
村并不满足于此。该村将全村2200亩
水田全部流转至村集体，划分出200亩
苗圃、500亩水稻、1400亩荷花，并想
方设法引进经营主体，村民在获得土
地租金的同时，还能每年得到分红。
与此同时，村里近期投资20余万元建
起了莲子加工厂。

今年70岁的张节华是查湾村龙河
组人，从2015年起，她就在家门口的
一家生态园林有限公 司 上 班 ， 做 些
力 所 能 及 的 小 事 ， 一 年 有 近 7000
元 收 入 。 村 民 们 说 ， 现 在 我 们 村
庄 变 美 了 ， 村 里 新 建 了 为 民 服 务
中 心 、 文 化 广 场 、 乡 村 公 园 等 ，
生 活 质 量 提 高 了 ， 股 民 每 年 还 可
以得到一定的分红，这是我们以前想
都不敢想的事情。

（通讯员 怀扬）

怀宁：集体经济发展
有了“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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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乡乡 视野村村

““看得见山水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留得住乡情。”。”如何让农村沉睡多年的秀美山如何让农村沉睡多年的秀美山
水成为旅游资源水成为旅游资源，，盘活乡村一个个特色旅游资源盘活乡村一个个特色旅游资源，，引来四方游客引来四方游客，，留住浓浓的留住浓浓的
乡情乡情？？怀宁县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怀宁县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本报讯 迎江区长风乡积极开
展“文明餐桌，光盘行动”系列活
动。乡政府机关干部职工“光盘”
热情高涨，食堂里的“光盘达人”
也越来越多，大家每天按需取餐，
彼此提醒，从一点一滴做起，拒绝

“舌尖上的浪费”。
9月30日中午11时半，长风乡

政府食堂内，工作人员忙着准备午
餐，择菜的择菜，生火的生火。餐
厅里，几张节约粮食的公益广告十
分醒目。

中午12时，到了开饭时间，乡
政府干部职工陆续来到食堂，自己
拿碗盛上适量的饭，再到窗口边盛
一点菜。中午五菜一汤，大家都是
按需取菜。

记者了解到，长风乡政府机关
现有干部职工68人，综合考虑去
市、区及下村等外出干部职工数
量，食堂现在每天中午按照40人
的标准准备熟饭、熟菜，并备一些
生的，当饭菜不够时随时烹炒。

餐厅里，干部职工正在吃饭，
厨房里，工作人员还在继续忙活
着。

“以前我们是按一定人数的量
将菜一把炒出来，现在是用小锅分
批地炒。虽然我们的工作量大一
点，但是浪费要少得多。”食堂负
责人赵小献说。

8月底，长风乡通过签订“文
明餐桌”承诺书、在食堂餐厅张贴
公益广告、发放倡议书、在微信朋
友圈推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宣传接力活动等措施，开展“文明
餐桌，光盘行动”宣传倡议活动，
要求全体机关干部职工自觉践行

“光盘”行动理念，从拒绝“舌尖
上的浪费”开始，做节约粮食的践
行者、示范者、传播者。

乡党政办对食堂工作人员同步
进行制止餐食浪费的宣传教育，要
求食堂工作人员遵守食品安全相关
法律法规，并提倡使用节能设备，
节约水电，提高水、电、气使用效

率，按计划定量采购和存储，不因
过量、重复采购而浪费。

“光盘”行动开展后，赵小献
有了切身感受：“以前大家吃完
饭，碗里多少还剩一些，现在收碗
时轻松得多，不用再去倒剩菜剩饭
了，碗就直接垛起来送去洗，泔水
桶几天都装不了多少。”

在食堂外墙上，贴有一张“光
盘”行动海报。海报显示，由乡
党政办发起，从 9 月 23 日至 30
日，该乡在食堂开展为期一周的

“光盘”集卡活动。期间，在食堂
就餐的乡政府机关干部职工每天
午餐“光盘”即可领取一张“光
盘点赞卡”，集满5张卡即可兑换
小礼品一份。记者采访时，该乡
已有十几人领取了抽纸、牛奶等
小礼品。

乡党政办主任龙宝贝说，系列
活动开展以来，全体机关干部职工

“光盘”热情高涨，对拒绝浪费有
了更深认识，食堂里的“光盘达
人”也越来越多。大家每天在食
堂按需取餐，彼此之间互相提
醒，从一点一滴做起，拒绝“舌
尖上的浪费”。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金姝婉）

“光盘”行动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本报讯 桐城市文昌街道多
措并举，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强化宣传引导，倡导“舌尖
文明”。通过电子显示屏、微信、
张贴公益广告、组织志愿者上门
入户等形式，全方位多领域深入
宣传“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
浪费”“节约光荣、浪费可耻”

“文明就餐、杜绝浪费”等观念，
引导群众树立爱惜粮食、理性消
费的理念，自觉抵制“舌尖上
的浪费”。广大党员干部率先垂
范、厉行节约，各餐饮企业纷
纷实行“N-1”“小份菜”“半份
菜”点餐，推行公筷公勺、提
倡剩菜打包。截至目前，共发
放倡议书 20000 余份，文明就餐
卡3000余份。

签名承诺接力，抵制“舌尖
浪费”。持续开展全民节约进机
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
进校园、进家庭、进餐厅“七
进”宣传教育、承诺签名活动，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餐饮企业经
营人员、中小学生切实履行文明
义务，让“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家喻户晓的同时，引导孩子
从小养成文明就餐、节约粮食的

良好习惯。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和
公民道德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把自觉勤俭节
约、艰苦奋斗、合理膳食的理念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9月30日
上午，文昌街道在市民广场举行
了“光盘行动新‘食’尚、双节
劲吹节俭风”主题宣传和“厉行
节约人人有责，光盘行动从我做
起”集中签字承诺接力活动，街
道全体机关干部、辖区内餐饮企
业负责人和居民等签字承诺，一
起向餐饮浪费说“不”，欢乐节俭
过“双节”。

建立长效机制，传承“舌尖
美德”。文昌街道多次召开“开
门纳谏”征求意见座谈会，寻求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节俭良
方”，建立长效机制，巩固和深
化厉行节约、坚决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见成效，切实让中华民
族勤俭节约传统美德传承和发
扬，让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文
明 用 餐 从 “ 舌 尖 ” 深 入 “ 心
间”，让勤俭成为一种习惯，节
俭成为一种新时尚。

（通讯员 汪华 全媒体记
者 汪秀兵）

让文明用餐从

“舌尖”深入“心间”

怀宁县秀美的乡村风光 檀志扬 摄

近年来，怀宁县挖掘古村古
镇、山水生态、农耕文化等地域文
化资源，按照“一镇一特色、一村
一风韵”的思路，大力发展乡村全
域旅游，为助推脱贫攻坚、加快经
济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小山村吃上“旅游饭”

“附近乡镇、周边县城来的游
客都有。”刘书生一边忙着接待游
客一边说，“今天来游玩的客人有
上百人。”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10月2
日，利用废弃校舍改建的农家乐，
迎来了来自合肥市的一帮客人，他
们是事先和怀宁县石镜乡邓林村党
支部书记刘书生预约好的，特地来
小山村吃“杀猪饭”、农家菜，体
验农家风情。“虽然农家菜土得掉
渣，但很暖心，勾起了乡愁，而且
这里风景好、空气好，有得看、有
得玩、还能住，来了就不想走。”
游客李先生高兴地说。

邓林村海拔近400米，优美的
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人文景观相互辉
映，令游客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以前呀，我们这里的村民傍山散
居，种地为生，收入微薄。现如
今，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改造老房旧院，开办起了
农家乐，当起了老板，收入很可
观。”刘书生说。

这些变化，缘于邓林村探索和
试点“农村三变+乡村旅游”模
式，发展独具乡村特色农家乐，突
出“微田园、生态化”，按照“去
硬化、去城市化”的理念，种树、
养花，确保“春有花、夏有景、秋
有果、冬有绿”的独特景色。在这
个村子里，各种树木有上百万棵，
仅望春花树就有20万棵。“不光是
种植大户爱种树，我们村一共有
487户人家，平均每户在房前屋后
和山场种植望春花等各种树达100
多棵。”刘书生说，我们在推进乡
村旅游发展进程中，将自然景观与
观光农业、“风车森林”巧妙结
合，发动农民利用自家的住房、果
园、菜地、水塘、山场等，兴建旅
游设施，发展采摘、餐饮、垂钓、
休闲等多种业态。以前，村民主要

是靠种植农作物赚钱，收入有限，
现在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村民或者
以山地、山林等资源入股，摇身一
变成为股民，或者开农家乐，或者
在基地上务工，收入比以前增长了
好多倍，全村45户126个贫困人口
全部实现脱贫摘帽。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走农旅融合发展的路
子，让田园变景区、农家变客舍，
让“美丽风景”变身“美丽经
济”，怀宁县让乡村旅游由“风
景”变成了“钱景”。

小蓝莓拓宽“旅游路”

“真没有想到怀宁县的乡村风
景如此美，在蓝莓大道里骑行是一
种享受。我们这些骑行者又多了一
个骑行的好去处。”来自合肥的王
先生高兴地说。

国庆节前夕，怀宁县举行第2
届怀宁蓝莓之乡自行车赛，来自省
内多个地市的近500名自行车爱好
者参加。赛事全程围绕秀“莓”怀

宁迎国庆的主题，在举行自行车赛
的同时紧密结合怀宁的自然生态和
历史人文特点，赛道沿途经过怀宁
县众多美景，让参赛者在比赛中享
受怀宁县的自然风光。

近年来，怀宁县着眼文旅优
势，依托蓝莓之乡、独秀故里、海
子故乡、黄梅戏发源地等城市特色
标签，将体育产业与旅游业紧密结
合，有效推动各类体育精品赛事和
户外运动蓬勃发展。2020年第2届
怀宁蓝莓之乡自行车赛融合旅游元
素，全面展示了蓝莓之乡——怀宁
县的生态魅力，倡导健康、绿色、
低碳的生活方式，是疫情防控常态
化背景下文体旅融合升级的一次尝
试。

蓝莓是怀宁县的一张靓丽名
片，当地蓝莓种植面积达 5.5 万
亩，集聚蓝莓生产企业176家，加
工企业5家，初步形成良种繁育、
规模种植、休闲采摘、加工体验、
预冷保鲜、精深加工等较为完整的
产业链条，成为长三角最大的蓝莓
种植区、深加工交易集散研发中

心、重要的蓝莓元素休闲旅游区和
乡村振兴示范区。已连续成功举办
了集观光、旅游、采摘、文化于一
体的四届怀宁国际蓝莓文化旅游
节。该县通过蓝莓产业“四带一
自”发展模式带动全县贫困户3597
户次，带动贫困户增收1185万元，
户均增收4780元。

怀宁县围绕乡村自然景观、文
化遗产等旅游亮点，因地制宜、就
地取材建设农耕园、乡村记忆博物
馆等场所，用旅游元素、艺术手法
改造农田、村社等乡村资源，推动
乡村面貌重构，乡村气质重塑，打
造“农业观光+农业娱乐+民宿民
居”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让更多
游客在乡村旅游中感悟乡愁，留下
记忆。从资源优势到富民产业，从
传统农业到全域旅游业，怀宁县的
每一次嬗变，皆在青山绿水间，坚
定走来……

小景区成为“旅游地”

中秋恰逢国庆，10 月 2 日一

早，怀宁县小市镇通往孔雀东南飞
影视城景区的平小路两侧，整洁的
人行道、崭新的路灯、茂盛的绿植
让人心旷神怡。景区门口，新悬挂
的红灯笼彰显着国庆的喜庆氛围。
一进景区，30余只孔雀映入眼帘，
它们闲庭信步，与游客亲密互动，
伴随着远处黄梅戏的优美唱腔，
不时展开尾屏，展现自己的美
丽。在主街道右侧的黄梅戏馆
内，经典的黄梅戏选段一一上
演，《天仙配》《女驸马》《小辞
店》，游客们驻足欣赏，更有业余
爱好者现场点歌，上台献艺，台下
不时响起一阵掌声。

不远处的各个建筑内，“绣楼
相亲”“新娘献茶”“升堂断爱”等
情景再现，将游客们带到《孔雀东
南飞》故事发生的时期，大家在观
赏情景的同时，共同回忆诗歌内
容，探讨背后的艺术价值。“听说
节日里，影视城安排了黄梅戏表
演，还有 《孔雀东南飞》 情景再
现，作为土生土长的小市人，想带
着孩子来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家住小市镇受泉村的李文军
说。李文军常年与妻子在上海务
工，与孩子聚少离多，对于趁着节
假日赶回家的他来说，周边景点成
为首选。

近年来，怀宁县把发展全域
旅游产业作为拉动县域经济快速
增长、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
抓手，加快旅游资源开发，加强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旅游宣
传推介力度，使旅游产业从无到
有、由小到大、由点到面，产业
规模进一步扩大，实现了处处有
景，四季能游。该县还围绕“全
域、全民、全产业链”谋划发展
全域旅游，带动发展田园综合
体、农耕文化园、民俗体验馆、
休闲度假区、农业示范园等旅游
产品，精心做活“慢生活”这篇
文章，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放慢了
观光的脚步。

“美丽风景”变身“美丽经济”

吃上旅游饭吃上旅游饭 风风景变景变““钱景钱景””
通讯员 檀志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