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沟里的秋日，太阳依旧火辣。近
日，岳西县头陀镇梓树村59岁的农民储
诚年正在采摘红心猕猴桃，喜悦的脸上
挂满汗珠。储诚年高兴地说，孩子在外
面发展，我们老两口在家靠3亩猕猴桃
和8亩茶园，加上光伏，一年3万元收入
没问题，过日子不用愁。

户户通水泥路

储诚年曾经是村里的贫困户，他的
脱贫，除了产业，还得益于交通的变化。

梓树村是头陀镇最偏远的一个
村，2014年以前，梓树村没有一条完整
的通往村外的硬化道路。“以前梓树村
到头陀镇不通车，十几公里山路得走
一天。不要说到镇上，去一趟村里都
困难，哪能不穷。”储诚年说。

“为彻底改变梓树村的贫困面貌，
就得打通出山的道路。”梓树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沈义源说，
在决战脱贫攻坚中，累计投入5735万
元，建成梓树至黄尾高速出口18公里

便捷通道、头陀镇至黄尾镇乡际连接
线等干线公路，新建或改造43公里通
村通组路，基本实现户户通水泥路。

“路修好了，村里一年一个样。”村
民项发祥说，过去交通不畅，茶叶也卖
不上价，现在自家产的竹笋、毛竹、红
薯等农产品，都可以拿出去卖，生活也
一天天富起来。据了解，2014年梓树
村贫困发生率超过40%，2019年已实
现全部脱贫，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850
元增至12100元，村级集体经济也由零
增至50万元。

工厂建到家门口

“以前在外打工，今年受疫情影响没
有外出，就进了村里扶贫工厂，只要手脚
快，一天也能挣到100多元。”脱贫户胡
心兰一边在厂里上班，一边照顾家。

2015年起，脱贫的陈春华在厂里
上班，每月在厂里能拿 1500元工资。
陈春华说：“厂就在家门口，骑电动车
10分钟就到了，白天在厂里上班，早晚

可以在家种菜、养鸡、做家务。”
2017 年，头陀镇抓住“百企帮百

村”扶贫攻坚机遇，依托安徽天有轻
纺织品有限公司，在梓树村建起全县
第一家扶贫车间，主要加工生产出口
的室内鞋、家居鞋，通过提供就业岗
位模式带动当地农户尤其是贫困户
增收致富。

“到这里来上班的都是村里的留守
妇女，她们大部分是贫困户，在家门口
能照顾老人和小孩，月工资在2000元
左右。”扶贫车间管理员储桂英说，她一
直在厂里负责计件、质量把关、工资发
放等工作，过去做梦都想不到在我们这
样的深山里还能建这样的工厂。

家家有增收产业

胡心兰家中有五口人，因病、因学
致贫，2014年进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名
单。除在扶贫工厂拿工资外，茶叶、猕
猴桃、光伏发电、养殖黑猪也是她家重
要收入来源，2015年顺利脱贫，现在家

庭人均收入超过8000余元。
要增收，产业是关键。2015年初，

梓树村引导村民发展光伏项目，每户
村民自筹8000元，政府扶持16000元，
户均年增收3000元左右，全村先后有
200户建有光伏电站。2017年，梓树
村又结合“三变”改革，流转300亩土
地，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发展猕猴桃产业，2019年猕猴桃开始
挂果。村民储诚旺依靠帮扶资金入股
合作社，当年分红近4000元，平时在
猕猴桃基地帮助剪枝、除草，一年务工
收入近万元。

有村集体和能人大户的带动，有
扶贫政策的帮扶，梓树村呈现“户户有
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发展势
头。孙家组 70 多岁的汪存善，养蜂
100多箱，同时带动周边5户养蜜蜂。
该村储成福发展茶园40亩，并将家中
旧宅改建成农家乐。今年，他又与同
村村民孙谟成合作发展50亩瓜蒌基
地，吸纳20名贫困户就业。

通讯员 徐进群 殷瑛

梓 树 盛 开 幸 福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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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岳西县河图镇多措
并举，扎实推进农村计划生育家庭
奖励扶助、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
和长效节育奖励“三项制度”工
作，持续打造优质计生服务。

该镇对2020年符合“三项制
度”的新进人员，严格按照摸底
申报、走访调查、镇村两级核
查、镇级公示、县级审核等程
序，对所需资料进行逐一检查和
完善，确保程序和资料双符合。

对往年已享受政策的对象，进行
年审，通过走访入户、电话联系
等方式进行，做到年审全覆盖，
做到应享尽享，应退尽退。

据悉，该镇2020年计划生育
“三项制度”共惠及 458 人，其
中，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441
人，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 8
人，节育奖励 9 人，发放资金
49.6万余元。

（通讯员 王岳玲 刘甜甜）

河图镇：推进落实“三项制度”

本报讯 今年5月，国家发
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等部门
共同编制的 《全国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
划 （2021—2035 年 ） 》 出 台
后，岳西县古井园保护区根据
所在工程区、所在专项和实际
需求，组织力量编制完成该保
护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
工程专项建设规划，拟建内容
包括保护管理工程、生态修复
工程、科研监测工程、公众教
育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生态
综合补偿、合理利用和社区可
持续发展、生态旅游等 8 个方
面，总投资估算 8782.10 万元，
预期资金来源全部为中央预算

内投资。资金投入年限为近期
(2021-2025)4098.57 万 元 、 中 期
(2026-2030)4683.53万元。

该保护区位于长江重点生态
区内的大别山水土保持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核心区域，珍稀濒危
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是金钱豹
等 21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的主要栖息地和银缕梅、大别山
五针松等 14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的主要分布地，受改革开
放前人类活动长期干扰和改革开
放后经济建设十分活跃的双重影
响，面临栖息地萎缩和原生境退
化生态安全风险，急需加强保护
和修复。

（通讯员 王新建 刘辰）

古井园保护区：
编制完成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规划

本报讯 日前，岳西县中关
镇计生协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户
开展走访慰问，此次共走访特殊
家庭17户，发放礼品5100元。

中关镇坚持从计生特殊家庭
实际需求出发，积极探索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协会协调的关怀机
制，着重从关怀资金、心理慰藉、
保险保障、改善安居等方面，实现

计生特殊家庭帮扶全覆盖。计生
协会建立完善的特殊家庭信息
库，详细掌握年龄结构、经济状
况、健康需求，为精准帮扶提出建
议方案。安排相关成员单位和干
部职工采取“一对一”挂钩帮扶，
定期开展帮扶活动，不断提升计
生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通讯员 储青 储明珠）

中关镇：关爱计生家庭

新闻广角新闻广角

消费扶贫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连日来，岳西
县结合全国消费扶贫月活动，多措并
举对接消费扶贫，搭建产品购销桥
梁，让消费者既便利购买、又助力农
户及时销售，让售买两头各得实惠。

认定扶贫产品
销售渠道再拓宽

岳西县利用驻村扶贫工作队，向
基层发布扶贫产品认定的相关信
息。积极动员带贫企业、合作社组
织，按要求将优质农产品申报为扶贫
产品，已经通过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
有9家企业51个扶贫产品，另有5家
企业112个产品已在系统申报通过市
复核。目前，该县扶贫产品认定数量
达到100种以上，所有被认定扶贫产
品即将入驻“扶贫832平台”和中国社
会扶贫网，及时维护信息，参与采购，
为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

建好专柜平台
线上线下方便购

岳西县结合自身实际，利用已有
售货机改造扶贫专柜21台。9月份，
位于该县县城天际大酒店的岳西地
方产品馆内，旅客不时进来查看选

购，桑枝木耳、岳西茶叶、土鸡蛋等产
品成为热销品。一个月来，该展馆扶
贫产品销售额近16万元。

岳西县消费扶贫企业馆员工刘
丽君高兴地说，“这个消费扶贫月，
我们员工比往常更加忙活，一边接
待馆内顾客，一边还要为网上客户
发货”。刘丽君工作的岳西县消费
扶贫企业馆处在县城繁荣商圈茶叶
大市场，消费扶贫月中，该馆重新
布局，特色扶贫产品琳琅满目，吸
引了县内外游客进驻选购，企业馆
运营方还与“岳西融媒”、“安徽三
兄妹”、“寻岳记”等平台合作，进行
网上售卖。通过进店购和网上购双
轮驱动，一个月下来，扶贫产品销
售额达到 700 万元。该馆负责人良
中电子商务公司总经理王军说，

“我们馆现在已经入驻全县各乡镇
的特色农产品 100 多类，消费扶贫
月以来，入店人数和浏览线上人数
均是平时月份的两三倍、销售额接
近平常月份十倍”。

岳西县还依托超市和龙头企
业，在规模超市建设线下消费扶贫
专区，在邮乐购平台建设线上消费
扶贫专区；推选“扶贫 832 平台”的
供应商有 10 家，线上线下同时发
力，通过拓宽渠道，销售额也飞快
增长。

推进产销对接
滞销产品及时售

岳西县各级各部门齐发力，形成全
社会共同关注消费扶贫，大力推进农产
品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园区、进
社区、进商超、进电商、进电视、进食堂、
进深加工厂等产销对接“十进”行动。
据悉，岳西县机关事业单位近万名工会
会员采购了各乡镇贫困村、贫困户生产
的各类农副产品200多万元。通过在
全县范围内摸排统计贫困户和边缘户
待售农副产品，对130户贫困户滞销农
产品安排38家包保单位、属地乡镇帮
助销售，销售额达195万元，9月底实现
滞销农产品全部清零。

新媒体上“叫卖”
扩大影响聚人气

今年以来，岳西县多次开展官方
直播活动为扶贫农产品带货，3月21
日，岳西县县长江春生变身抖音达
人，直播带货，线上销售岳西翠兰茶
叶9804件，销售额达116万元。在一
边抓疫情防控，一边促进农产品销售
中，岳西县扶贫办牵头制作了“茶叶、
瓜蒌子、木耳、薏仁米、茯苓糕、麻饼”
等8种特色农产品短视频，入选合肥

地铁消费扶贫专列进行推广；岳西融
媒制作的“岳西豆粑”短视频入选新
华社《小康中国·千城早餐》微纪录片
展播，并在新华社北京站户外大屏上
滚动播放，提升了岳西特色扶贫农产
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带来了新销
路。县委宣传部主办、融媒体中心策
划“寻找岳西美”网上直播活动，在全
县24个乡镇各选一个特色村，从消费
扶贫月活动开始到年底进行系列直
播，持续向外宣传推介扶贫产品，现
已开展直播活动6期。岳西县各乡镇
还依托形式多样、类型丰富的丰收节
活动，继续拓展农产品的销路。

据统计，2020年岳西县计划销售
扶贫产品1.43亿元，截至9月30日完
成扶贫产品销售额1.58亿元，超额完
成销售计划。在消费扶贫活动中，岳
西县注重依靠市场“无形之手”，又用
好政府的“有形之手”，让扶贫产品在
政策支持下打出去，通过自身品质得
到市场青睐，从而促进了消费扶贫产
品从“火一时”到“一直火”。该县扶
贫办副主任储著文表示，“岳西县将
继续做好‘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的
形式参与消费扶贫，推进企事业单位
与农产品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的农
产品供销关系，全链条推动岳西县扶
贫产品从田间地头走向餐桌。”

通讯员 王淼 储方彬

消 费 扶 贫“ 购 ”出 新 生 活
——岳西县架起扶贫产品购销桥梁助力脱贫攻坚

◀日前，游客们在岳西县温泉
镇榆树村的百亩格桑花田里拍照，
榆树村里的格桑花、百日菊，在光
影的渲染下，色彩斑斓、美不胜收。

近年来，榆树村大力发展

乡村休闲旅游、田园采摘，冬
桃、蓝莓基地如雨后春笋一般
拔地而起，带动了当地经济蓬
勃发展。

通讯员 王云峰 储昭强 摄

秋日花海胜春朝

本报讯 10月 11日，岳西县
菖蒲镇水畈村大塘组村民吴海青
正准备洗菜做饭，他拧开水龙
头，清水哗哗流。“你们看，这
自来水多干净多方便，现在我们
再也不用为吃水犯愁了。”吴海
青笑着说。往年，大塘、水畈、
储屋村民组居民一逢天旱和枯水
期，用水难以保证，十分揪心。

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问
题。针对群众反映的实际困难，
2020年5月，水畈社区协商委员
会委员张跃武和其他成员多次实
地走访，广泛听取村民代表及利
益相关方的意见建议，随即召开
协商委员会会议。经大家协商，
最终确定了解决方案。该村整合
水利扶贫项目资金40万元，实施
大塘、水畈、储屋村民组无塔供
水饮水工程，供应三村民组72户
近270位居民用水。

在无塔供水饮水工程管理
房，供水及消毒设备一应俱全，
水厂将水井里的水抽上来，再经
沉淀、过滤、除氟等多道程序，
保证了水源可靠、水质安全。张
跃武说：“目前，我村还组建了村
民理事会，推荐当地一位懂技
术、善管理、肯奉献的热心村民
进行管理维护，有效保障饮水工
程长期发挥效益。”

作为安徽省第三批城乡社区
协商示范村，水畈村大力推动基
层民主协商实践，成立社区协商
委员会，充分调动广大居民参与
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民主
协商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实施
漂流项目及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群众解决了
一批“急难愁”问题，受到社会
的广泛赞誉。

（通讯员 王节晴）

菖蒲镇：居民来协商 清流润心田

▶10月11日，岳西县菖蒲镇水
畈村储屋组村民储李送家院子里，
储李送夫妇正在晾晒面条。

储李送夫妇手工制面有 30 多
年历史。挂面以面粉为原料，有和
面、开条、上筷、拉扯、晾晒等十
几道主要工序，其中炒粉这道工序
最为讲究，这也是其手工制面的绝
妙所在。因手工制面工艺独特，成
品色泽偏黄，散发自然清香，受到
众多前来体验乡村游的人们青
睐。 通讯员 王节晴 摄

手工制面扬清香

本报讯 连日来，岳西县店
前镇围绕“决胜全面小康 践行
科技为民”主题，组织科普志愿
者深入各村、社区和单位开展系
列科普宣传活动。

在 银 河 村 举 办 的 培 训 会
上，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
科普志愿者向村民讲解新冠肺
炎的预防知识，农业中心专业
技术人员为大家传授油茶栽植
技术。随后，又深入银河村养

殖场，现场指导农户掌握生猪养
殖方面的专业知识。

店前中心学校安排各班级
举办了科普主题班会及科普实
践活动，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
播 种 下 爱 科 学 、 用 科 学 的 种
子。科普志愿者还向居民及发
放节约用水、制止餐饮浪费宣
传 资 料 ， 大 力 提 倡 科 学 、 文
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通讯员 王云志）

店前镇：开展系列科普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