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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笔者来到岳西县姚河
乡马石村看到，红瓦白墙的小洋房错
落有致，云雾掩映，仿佛一幅泼墨山
水画卷。近年来，姚河乡马石村在县
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按照乡党
委政府决策部署要求，扎实开展脱贫
攻坚等各项工作，通过广大干群的共
同努力，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以前马石根本没人来，山高岭
大，交通闭塞，想发展太难了。”马
石村群众说。马石村地处姚河乡西南
部，属“边远区”“高山区”“闭塞
区”，交通不便利，产业不兴旺，老
百姓的收入不高，当地很多群众选择
外出务工解决生计难题。

为了破解老百姓的痛点和难点，
马石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党员率先垂范，支持乡村发展，

为乡村发展献计献策。茶产业是马石
村的传统产业，因产量不高导致收入
涨不起来。村“两委”班子到外地取
经学习考察，认为发展山蕗的产业路
径切实可行。回来以后，村“两委”
召集村民代表开会，听取群众的意见
和建议，全村大部分群众支持引进发
展山蕗。说干就干，村“两委”将村
里的抛荒田和闲置土地有效利用起
来，种植 1800亩山蕗，当年种植当
年见效，1800亩山蕗实现增收220万
元，山蕗主要销往浙江，出口韩国、
日本等国家。

马石村除了新兴产业山蕗以外，
还是茭白、桑枝木耳、茶叶等传统产
业，四大产业的“抱团发力”，为马
石村社会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
膀。该村现有高标准茭白基地 1488

亩，年产茭白2200吨，茭白总产值
741万元，人均茭白收入4308元。马
石村是姚河乡茭白种植专业村，也获
评安庆市“一村一品”专业示范村。

近年来，马石村日新月异的变
化离不开各级的大力支持，也得益
于乡党委、政府的有力指导。马石
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姚河乡创
新发展的一个缩影。“‘十三五’
马石村变化明显，成绩斐然。‘十
四五’是马石村奋勇超越、乡村振
兴关键五年和战略机遇期。下一
步，马石村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
县委、县政府，姚河乡党委政府坚
强领导下，团结拼搏，克难攻坚，
以必胜信心，全力打造美丽乡村升
级版，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建设水

平，争取全面实现‘家家都有致富
门路，人人共享美好生活’，努力
早日建成‘别山丽水、画上马石’
的美丽富裕新乡村。”姚河乡党委
委员、副乡长、马石村包点干部彭
润潜如是说。

“‘十三五’期间，马石村取得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脱贫攻坚、基础
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2021年，我村继续做好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按照省委书记李锦斌的要求，努力将
我村建成‘山水相融村庄美、兴业富
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幸福新山村。’”姚河乡马
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廖远清
告诉记者。

通讯员 王云峰 储翔

姚河乡盘活闲置土地发展特色产业

生态好、产业兴小山村子靓起来

本报讯 3月12日，岳西县莲
云乡莲塘村召开2021年度莲塘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成员代表大会。大
会审议表决通过了《2020年度莲塘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收益分配方案》，
从而实现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首次
向全体成员(村民)分红。

据了解，首次分红成员股
3829股，分红4.5642万元，每股分
红11.92元。近年来，莲云乡莲塘
村大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2020年，通过努力，村级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首次突破百万元，达
到136.2万元，从而为股份经济合
作社实现首次分红奠定了基础。

“首次分红金额虽然不多，但
这让全村村民享受到了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的成果。下一步，我们
将更好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进一步发展乡
村产业，让群众享受更多的发展
成果，共享更多的分红红利。”莲
塘村党总支部书记储身玉说。

（通讯员 刘和奇 王节晴）

莲云乡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首次分红

最是一年春好处，岳西县五河茶
园茶清香。惊蛰时节，在岳西县五河
镇百步村的一茶园里，数十名农户和
学雷锋志愿者伴着初春的暖阳在郁郁
葱葱的茶园内采摘茶叶。采茶人灵活
的指尖飞舞着，一颗颗饱满的茶芽就
离开了枝头，跳进了竹篓。

百步村是茶产业大村，全村大多
农户都有自家茶园。2017年底，王先
朝选择回乡创业，创建熙悦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从农户手中连片流转 100
亩土地创建以茶园为主要产业的生态
农业基地，雇佣周边村民对基地进行

集中管理。
每到采茶季，村民到茶园务工，将

茶叶采摘下来，王先朝以高于市场的
均价再从村民的手上收购，统一生产
制作后对外销售。通过集中管理，茶
园一改往日茶园分散、茶质欠缺、茶农
收入不佳的状况，并形成品牌，不仅让
产出的茶叶质量进一步提高，价值也
随之提升，还有效降低了农户的生产
风险。

为保证茶叶质量和口感，王先朝
坚持只做“明前茶”，同时积极探索发
展模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

力发展立体生态种养。王先朝介绍，
他目前还在茶园放养土鸡数百只，利
用土鸡来除草灭虫，而鸡粪又是茶园
最好的肥料，于是产出的鲜叶嫩度
高。随后通过手工炒制，茶香更是沁
人心脾，回甘无穷。

“鸡茶共生”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初显成效，茶园做事的农户平均增收
能达到20%以上，腰包渐渐“鼓”了起
来。

“现阶段正在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推动乡村振兴，我村将更多地吸引和
培养像王先朝这样的能人大户，加入

我村的乡村振兴事业中。”五河镇百步
村党支部书记王先锋说。

下一步，王先朝将充分利用茶园
的区位优势，建设和发展文化生态旅
游，探索“休闲农业”发展模式，打造优
字招牌。

“2017年从江苏回乡，流转100余
亩土地发展生态农业，目前建设有茶
园、桃园、鱼塘等，下一步还将拓展餐
饮、民宿、采摘为一体的生态农业，为
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说起未来，
王先朝信心满满。

通讯员 储青 程暑炜

“ 金 叶 子 ”铺 就 致 富 路
——岳西五河镇发展生态农业带动乡村振兴

本报讯 3月 11日，岳西县
茶业协会决定启用《岳西翠兰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准用证书》，安
徽省梦之村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等25家茶企领取了准用证书。
岳西翠兰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是中国驰名商标。近几年，
茶叶市场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
现象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岳西

翠兰形象，为规范“岳西翠兰”
的生产、经营，提高“岳西翠
兰”质量，维护和提高“岳西翠
兰”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国内外
市场的声誉，保护使用者和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岳西县茶业协会
决定启用《岳西翠兰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准用证书》。

（通讯员 董德景）

《岳西翠兰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准用证书》正式启用

本报讯 “村级基层党组织的
主体责任压实不够，日常监督思路
不开阔……”、“同级监督方法不多，
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不足……”

近日，岳西县纪委监委组织
召开2020年度述职评议会，结合
平时工作情况，抽选5名乡镇纪委
书记和3名派驻纪检监察机构负
责人现场进行述职述廉，其他27
名同志提交书面报告，并现场接
受评议。

为防止提交书面报告的同志
“一交了之”，县纪委监委采取“委
组织部初审+班子成员终审”双重
审核方式，看汇报材料是否符合
工作实际，述责述廉内容是否存
在“假大空”、偏离主题等形式主
义问题，对不符合要求的一律退
回重新修改后报送。

“一些乡镇在案件质量、巡视

巡察整改、纪检监察外网建设等
工作中积极作为，有力有效推动
全县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但也存在监督办案能力还不够到
位，主责主业还不够聚焦，运用信
息化、大数据手段开展监督办案
能力还有待提升等问题。”会上，
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对各乡镇和
派驻(出)机构履职情况进行点评，
既提出亮点成绩，也指出问题短
板，达到红脸出汗的效果。

“现场述职，一来可以给基层
适度增压，二来可以相互借鉴学
习，同时还有助于乡镇纪委和派
驻机构在年初理清工作思路，抓
住工作重点，确保全县纪检监察
组织聚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监
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
用。”岳西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
说。（通讯员 蒋姗姗 王节晴）

岳西县加强纪检监察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
安全工作，增强校园师生的安全
意识，提高自救防范能力和安全
逃生意识，在全国中小学安全教
育日来临之际，3月23日，岳西
县莲云中心学校组织开展防震疏
散安全演练。

当日上午10时，随着警报哨
声响起，防震疏散演练正式开
始，各岗位人员快速到位，各班
级老师立即告知学生“地震了，
不要怕，不要慌”，并指挥学生
紧急避险。通过此次防震演练，
全校师生及时了解了地震发生时

的应急避震知识，掌握了初步应
对地震发生时采取的防护措施和
方法，师生紧急避险、自救自护
的应变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我们学校每年都对学生进
行各种安全知识教育，同时更开
展像防灾、防火等各种应急逃生
演练，通过这次演练，增强学生
的一种避险能力，增强他们的一
种在紧急情况下，如何保护自
己，如何紧急疏散，更好的保证
我们校园的平安稳定。”莲云中
心学校校长黄大炳介绍说。

（通讯员 余飞 储翔）

岳西：
开展中小学安全教育日系列活动

李作念是岳西县店前镇徐良村一
名普通的农村党员，今年 56 岁，
2001年入党，有着近20年党龄。他
乐于助人，热心公益事业，有人说
他:“爱操闲心，爱管闲事，好了别
人，亏了自己”。他却这样回答：“人
一辈子就几十年光景，多做点对大众
有益的事，无论对人对己都是值得
的”。最近，李作念被安庆市文明委
命名为2021年2月份“安庆好人”。

店前镇徐良村李屋组地处深山，
交通不便。29岁那年，李作念担任
李屋组组长，看着外面的车进不来，
里面老百姓的农副产品也运不去出，
他心里也十分着急，暗下决心要改变
这种现状。为了大家出行方便，李作
念多方协调，带动全组人民修组级公
路，当有很多人不愿出钱出力，他通
过自己每天在工地上辛勤的劳作，感
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终于在他的坚
持和带动下大家利用农闲时间，历时

3年多，人工开挖出一条1500米的土
路，这条公路通往全组的每家每户，
改变了祖祖辈辈靠人背扛的命运，发
挥着积极的效益。

交通便利了，农副产品的销路也
就打开了。李作念看到农副产品很畅
销，意识这是一个商机，于是便找到
几位有旱田的农户商议发展种植茶
叶。说干便干，他与两位村民一起前
往菖蒲镇实地查看茶叶园，并订购了
5000株茶苗。种植第3年，便有了不
错的收成。他还在自家责任田开始引
种繁殖野生天麻、生姜等多种中药
材，年收获了万余元。在他的带动
下，附近农户也开始种植起来，并逐
年扩大规模，农民实现增收，生活水
平也得到极大的改变。

2000 年李作念开始从事农电
工。为了保证用户正常用电，无论是
天晴雨雪，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
要有人打电话报修，他都能第一时间

赶到，迅速为用户排查故障。他所在
的辖区内有20多户农民从事生条和
食品加工，不论谁家电路出现故障，
他都会随叫随到，凭着多年累积的经
验，任何用电线路方面的“疑难杂
症”都能手到“病”除，从来没有收
过用户的一分钱的维护费，深受村民
好评。

李作念担任农电工期间，每月都
为辖区内农用代缴电费，农户电费月
月清零，没有哪户交过滞纳金。8年
来，李作念一直为石岭组的一名五保
户无偿缴纳电费。李作念发现一名单
独居住在偏远的山头地区的老人，年
岁已高，行动不便，于是便主动帮助
老人代缴电费和代购生活物资。2019
年 12月，农电网改制，李作念不再
从事农电工作，辖区内的用户听说该
消息后都是感到不舍，他就对大伙
说：“无论以后从事哪种职业，我都
会一如既往的为大家服务！”

2017年，李屋组一个低保贫困户
进行危房改造，宅基地选址在李作念
家老房子后面，但是道路不通，无法
施工，李作念果断将自己家的老房子
拆除掉一部分，让该户修路。房子建
成后，他还帮助该户免费安装了水
电。去年春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李
作念主动请缨，去参加哨卡值班，还
担任了联防组长，帮助30多户居民
注册安康码，每天逐户排查流动人口
情况。

李作念还是调解化解邻里纠纷的
能手，村民间偶发的家庭矛盾、土
地纠纷、水源灌溉等等，大家都爱
找他“评理”，在他的调和下，矛盾
总是迎刃而解。想起这多年来付出
的艰辛和收获，李作念经常说：“我
的努力付出，‘赚’的是信任与人
心，所以我还要继续努力，争取

‘赚’得更多”。
通讯员 吴菁 王云志

李作念:村民信任的贴心人

本报讯 “今天又更换3台400
千伏安变压器，我们村茶农再也不
用担心炒茶缺电了……”看着正在
忙碌的电力工人，岳西县包家乡石
佛村党支部书记王军高兴地说。

包家乡石佛村背靠大别山主
峰白马尖，平均海拔800多米，是
当地名茶岳西翠兰的核心产区。
茶厂扩建成了石佛村发展的必然
趋势，为了使茶叶加工能够更高
效，需要全部电气化、机械化，但村
里电力供应不足，变压器无法满足
大规模生产是茶农、茶企面临的难
题。3月21日早上6时，国网岳西

县供电公司青天中心供电所党员
服务队8名队员来到石佛村，开展
同进、永革、红旗台区变压器、JP柜
更换工作，各项工作任务有序开
展。随后，队员们又来到附近茶
厂，开展上门服务，帮助排查安全
隐患，确保茶厂安全稳定用电。

春茶未采，电力先行。目前，
青天中心供电所已更换变压器6
台，改造线路2.1 千米，为21户茶
农、茶企解决生产用电难题，确保
茶农、茶企早用电、用好电，为农
业生产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通讯员 汪炅 汪晓春）

岳西县今年茶季不差电

岳西县西南的冶溪镇，号
称“大别山中的小江南”，是岳
西县重要的产粮基地。当地
种粮大户舒家中将大型拖拉
机开进水田进行耙田整地。
冶溪镇土地肥沃、广袤平整，
是岳西“八山一水半分田”中
一块难得的好地，舒家中依托
这个优势，于2019年成立益皖
米农机专业合作社，购入各类
农机 28 台，流转耕地 2000 余
亩。 通讯员 王璐 摄

奏响春耕交响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