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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雷池乡坚持环境
保护和经济发展两手抓，顺利完成了华威油
脂、万盛精细、正丰资源三家企业的关停和天
柱纸业的环保升级工作，工业经济结构逐步优
化。2020年，该乡财政收入不仅没有滑坡，还实
现了增长，财政收入完成2015万元，首次突破
2000万元大关。

孔德结是雷池乡东洲村人，从事秸秆回收
工作。他说：“去年公司交了60多万元的税收。
当然，这得益于咱们地方政府的关心。”孔德结
所说的“关心”，就是该乡持续开展的“四送一
服”工作。“之前我们不了解政策，一直是按照
工业用电缴纳电费。乡里的干部在‘四送一服’
时了解我们这个情况后，认为我们是从事农业
生产企业，积极对接供电部门，将我们的生产
用电从工业用电改为农业用电。这一块就能为
我们每个月减少1万多元的支出。”

雷池乡党委政府将这份“关心”，送到了该
乡的每一个企业。安徽百川纳公司负责人余志
才说，正是在雷池乡的积极帮助下，我们企业在
去年11月成功入规。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童小兵）

望江：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两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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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还是那片田，地还是那块
地，近年来，我市广大田地上种的
庄稼更加生态环保，产量大幅提
升。这些改变，除了各项惠农政策
推动外，一支逐渐壮大起来的新型
职业农民队伍功不可没。

新型职业农民成为致
富带头人

2月6日，太湖县天华镇画里天
华公司茶叶种植基地一派繁忙，几
十名当地村民在千亩茶园中忙着施
肥。刚刚立春，尽管气温不高，但茶
园里充满了春的气息。

“茶树根系较浅，浇水时不要
从顶部喷洒”“杂草和石头得清理
掉，避免茶树营养不良”……粗犷
洪亮的声音不时从茶树丛中冒出，
说话的是公司负责人曹双乐。

尽管是公司的一把手，但只
有手拿农具、脚踏土地，曹双乐
才觉得安心。在这里，他既是检
查、抚育茶园的农民，又是传授
种植技术的老师。

今年42岁的曹双乐是天华镇
朱河村人。2007年，26岁的曹双乐
从福建返乡创业。一开始，他养殖
生猪，因受各种条件制约，养殖规
模难以扩大。后来他发现这里家
家户户都有种茶传统，加上家乡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就把目光
盯向了茶产业。当年，在当地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曹双乐利用
该镇1000余亩山场进行茶叶种植
及加工。

由于茶叶种植方面是新手，很
快，曹双乐的事业发展遇到瓶颈，
茶叶产量不高、品质普通、规模不
大……曹双乐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一次偶然的机遇，曹双乐被县
里推荐参加农业农村部等单位组
织的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班。正是参
加这次培训，曹双乐开启了从普通
农民到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型之路。

“培训班上，能学到平时接触
不到的专业知识，同学之间也可以
互相交流。”曹双乐说，通过培训，
他深刻体会到了“要富口袋，先富
脑袋”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从那之
后，只要有培训班，我都会积极报
名参加。”

曹双乐“学成归来”，他一方面
扩大规模、完善经营，一方面与县
农广校合作，建立“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基地”，经常性开展各种培训。
2020年，基地共举办培训20余场。

“我们这里的村民都很勤劳，之所
以会发生贫困，主要是信息滞后，
技术跟不上。培训基地建立后，要
求参加培训的农民越来越多。学科
技、用科技，依靠科技发展生产的
氛围越来越浓厚。”曹双乐说。

不断学习、钻研的曹双乐慢慢

成为“种茶能手”。目前，他的茶
叶基地从 1 个发展到 3 个，累计
流转山场和田地3.2万亩，栽培茶
树 5000 万株，并先后牵头成立了
农产品合作社、大丰收农机合作
社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大力发
展茶叶、毛竹、油茶等特色种植
业，年产值达 3000 万元以上，辐
射带动了周边 14 个行政村 2000
余户农民增收致富。

谈起曹双乐，附近村民都竖起
大拇指说，曹双乐是一个思想活
跃、有远见、敢想敢干的人。

近年来，曹双乐先后荣获全省
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安徽省农民
创业带头人、乡村致富好青年等荣
誉；2020年，他被农业农村部评为
全国“百名优秀扶贫先锋”。曹双乐
说：“下一步，仍要不断深化发展扶
贫产业项目，建设茶旅文化产业
园，带动旅游观光等其他产业发
展，通过配套餐饮、住宿、物流、商
贸等方式，为周边村民致富和乡村
振兴增添新动力。”

“90 后”小伙的无人
机飞翔路

测地、规划航线、设置参数……
一手掌握手柄，一手在遥控器上轻
点，一台无人机腾空而起。无人机
旋翼高速旋转，按照预设航线稳稳
地飞向田间，一道2米宽的“药雾”
从天而降，均匀撒在农作物上。

这一幕发生在怀宁县平山镇
高泽村一水稻种植基地，操作农业
植保无人机的是“90后”小伙子黄
其健。

黄其健是安徽芜湖人，他和
爱人一起在高泽村经营一个家
庭农场。两年前的一次农业技能
培训课上，黄其健第一次接触到
植保无人机。近年来，由于农村
大面积施肥、喷洒农药的需求越
来越高，黄其健便萌生了当专业
无人机“飞手”的想法，“植保无
人机是个新兴行业，它能够改变
和优化传统作业方式，我认为是
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尽管黄其健从小就喜欢航天
模型，对飞机十分喜爱，但要操作
好无人机却并非易事。学习初期，
由于无人机动作灵敏，黄其健常常
因操作不慎，导致无人机栽落。

黄其健坦言，刚开始，很多农
户对无人机基本持看热闹的态度，
他们好奇的也仅限于无人机能飞
多高、飞多远等。然而，随着无人机
作业效果得到认可，无人机植保服
务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现在请人打药越来越贵，还
不好请，用植保无人机打药更划得
来，短短几分钟就能飞几个来回，
迅速完成一亩地的喷药工作。而
且喷洒的药物也很均匀，且人与
药物也不用直接接触，更加健康
安全。”谈起植保无人机喷洒作业
的好处，高泽村农户杨小平赞不
绝口。

黄其健打了一个比方，之前五
个人喷洒农药，从早到晚只能喷洒
100余亩，现在使用植保无人机，一
个人一天就能作业400余亩。

由于无人机作业高效、便捷、
安全，渐渐受到广大农户的欢迎，
附近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种粮大

户邀请黄其健使用无人机作业的
次数越来越多。

黄其健说，“飞手”不能仅仅只
会操作无人机。“由于无人机操作
门槛不高，为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就要充分了解农药和农作物，采用
专业知识去开展植保服务，比如喷
洒的药量、无人机飞行高度、速度、
喷幅等参数，这些都需要长时间的
试验和积累。”

无人机的应用让农业生产高
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这一行
业。目前平山镇有植保无人机操作
员4人，平均年龄30岁以下。“两年
多的植保飞防经验让我认识到，这
个行业最需要的是人才，未来会是
新农人的舞台。”黄其健说。

电商创业者让更多农
产品“走出去”

“葛粉 30斤、土鸡蛋 10斤、腊
肉20斤……”2月2日，一条来自上
海的订单出现在怀宁县公岭镇永
新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的电脑屏幕
上，服务站负责人黄四清急忙放下
手中的饭碗，快步走进仓库清点取
货。今年以来，这个偏僻小山村不
到30平方米的电商站点已销售当
地农产品30多万元。

此前，黄四清在当地经营一家
土鸡养殖场，农产品只在县域范围
内销售，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
大，优质的鸡蛋、土鸡等农产品如
何走出大山，是多年来一直困扰他
的问题。

2019年初，镇里举办电子商务
培训班，当时黄四清并不清楚电子

商务是什么，抱着看热闹的心理，
参加了培训。通过听课，那个困扰
黄四清多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当年 5 月 26 日，在村委会的
帮助下，永新村电子商务服务站
成立。可是卖什么？如何挑选？怎
样分装打包？一系列的问题接踵
而来……

黄四清没有气馁，他主动对接
当地农户，提出收购优质农产品，
帮助他们打开销路。货源的问题解
决了，售卖阶段，黄四清非常注重
产品的质量。夏天气温高时，超过3
天的鸡蛋他坚决不卖。每一个水果
他都要仔细检查，遇到有瑕疵的，
则坚决淘汰。

很快，黄四清的网店收获了一
连串的好评。2019年，站点的销售
额为63万元，到了2020年，这一数
字变成了216万元。

“家乡的土地把我养大，家乡
的特产让我致富。因此我要加倍回
馈家乡的父老乡亲。”黄四清的电
子商务服务站与当地建档立卡贫
困户19户签订帮扶协议，每年帮助
每户贫困户增收3000多元。

怀宁县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12月底，全县在淘宝、
京东等电子商务平台注册商户820
多家，主要集中在塑料制品、纸杯、
服装、蒸笼、蓝莓、茶叶等产品，从
业人数6000多人；2020年全县年
网销额17.1亿元，同比增长34%。

加强培训壮大新型职
业农民队伍

近年来，我市加强培训，不断
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2020年，
全市共培训新型职业农民4400人，
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2000人、返乡入乡创业者150人、产
业扶贫带头人300人、专业生产型
人员1150人、技能服务人员800人。
整个“十三五”期间，全市共培训新
型职业农民26859人。

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
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
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带动广大农
民增收致富，是促进农业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乡村人才振
兴、发展现代农业、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必然要求。市农业农村局科
教办主任江伟轶表示，近年来，我
市大力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
程，通过举办培训班，让一大批农
户学到了各种技术和知识，解决了
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培养了一大批
新型职业农民，一支适应现代农业
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初步形
成。“我们以后每年都会按照这种
模式，对符合要求的农民进行系统
培训，以培育更多的新型职业农
民，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新型职业农民：乡村振兴“生力军”
全媒体记者 唐飞

近年来，在我市广阔的田野上，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大显身手，发展现代农业，推进

乡村振兴。“十三五”期间，我市共培训新型职业农民2.6万余人，他们有文化、懂技术、

善经营、会管理，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生力军”。

植保无人机操作员黄其健在操作无人机。 全媒体记者 唐飞 摄

本报讯 “乡亲们，春节年年有，亲情少一
次相聚不会淡薄。非必要不返乡、非必要不出
行、非必要不聚集……”2月7日上午，桐城市
龙腾街道新桥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张明生走村
串巷，利用车载喇叭宣传疫情防控工作。

今年64岁的张明生是该村姚庄组人，2014
年精准识别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在国
家系列扶贫政策和村干部帮扶下成功脱贫。腊月
里，他主动到村委会请缨：“作为一名得到党和
政府帮助多年的贫困户，我应做力所能及的事
情来回报社会，尽我的责任……”每天一大早，
张明生就驾车在村里来回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发放宣传资料。从1月11日开始，张明生宣传工作
一天都没有落下，本组42户至少上门宣传过一
次，该村27个村民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目前，我村像张明生一样参加这次疫情
防控工作的脱贫户有6人。平时，村里的一些公
益事业，他们都很热心。这次疫情防控宣传，看
到他们这么热情地出来做事，我一点也不意
外。”该村党支部书记汪扣年说。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孙传银）

桐城：贫困户乐当疫情防控宣传员

本报讯 2月3日，岳西县城至石关乡的105
路公交车开通，石关人民的多年期盼变为现实。

当天早上，许多石关群众早早来到集镇，等候
首班公交车的到来。上午8时许，首班岳西至石关
的105路公交车从总站出发，沿线群众发糖果、舞
狮子，以最质朴的方式庆贺公交车通乡达村。

石关村小垅组李长海夫妻二人平时在家种
茭白、开农家乐，经常往返县城销售农产品。“这
是我们石关人民的大事、喜事，以后去县城更方
便了。”李长海高兴地说。

石关乡位于岳西县北部，距县城20公里，
平均海拔847米，是“夏天喝稀饭不淌汗”的神
奇之地。过去，当地村民往返县城很不方便，最
期盼的就是能通上公交车。如今，公交线路延伸
到石关乡，圆了乡亲们的公交梦。

据了解，105路公交车由城关经温泉镇到石
关乡，首站为天堂集中站，末站为石关乡站，停
靠站点29个。其中，石关乡境内设有6个站点，
首班发车时间6：00，末班发车时间17：20。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吕时润）

岳西：高山群众圆了公交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