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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日前，太湖县融媒
体中心举办 15 个乡镇广电站外
线工高处作业安全技能培训。各
乡镇广电站 30 余人采取集中培
训与线上培训相结合的方式，重
点学习了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安全基础知识、高处作业基
本技能等相关知识，县人社局、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人就安全技能
培训工作进行了政策理论和业务
技能指导。

（通讯员 刘辉）

融媒体中心开展安全技能培训

本报讯 日前，以“魅力小池·
茗香石霞”为主题的“纯太湖”白茶
首届文化旅游节在太湖县小池镇石霞
村举行。

来自县内外的社会各界人士、茶
界专家客商与数百名当地父老乡亲，
紧紧围绕“依靠茶科技，发展茶产
业，传承茶文化，打响茶品牌”的茶
旅融合宗旨，一起听茶歌、品茶道、
赏茶秀、论茶美。

整场开幕式演出精彩纷呈，通过
诗朗诵、舞蹈、演唱等形式，展示了
小池人正以时不我待的奋斗姿态，在
乡村振兴主战场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
神风貌。“巍巍的石霞山，群峰巍
峨，绵延起伏的峰峦记载着历史的风
雨欢歌。苍山如海，时光如梭,蜿蜒曲
折的古驿道书写着历史的沧桑变幻
……魅力小池，承载厚重的文化如
歌；茗香石霞，水秀山清滋养白茶朵
朵……”诗朗诵《魅力小池 茗香石
霞》 诵出了小池发生的翻天覆地变
化，展现了各村发展的生动实践。舞
蹈《采茶小妹》与茶文化旅游节相呼
应，表达了上山采茶的山村姑娘的欢
乐心情。观众耳熟能详的黄梅戏对唱
《树上鸟儿成双对》、独唱《再见大别
山》、男女二重唱《爱在天地间》旋

律悠扬。节目《变脸》引来观众格外
注目，也收获了阵阵掌声。文艺演出
在《千年古镇踏歌行》歌声中圆满结
束，表达了小池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启航新征程，再创新辉煌的决心
和信心。

当天茶事活动在千亩白茶基地掀

起了高潮。其主要活动分为茶山体
验、茶山摄影、茶艺表演、茶山音
乐、茶山秀美“五个篇章”。随着悠
扬的古筝旋律响起，茶山也变得恬静
温柔。茶园阡陌，一群身穿蓝布碎花
衣、头系三角巾的采茶女背着竹篮，
双手翻飞，灵动的指尖将片片鲜嫩的

芽尖儿收入篮中，芳香也随着溢出。
一旁，茶艺师将精心准备的茶具一一
排开，洗杯、凉汤、投茶、润茶、冲泡
……举手投足皆优雅，不仅展示了中
国传统茶文化的礼仪之美，而且让人
们从茶事活动中感受到了品味人生的
乐趣。茶山旗袍秀引人入胜，旗袍爱
好者们撑着纸伞漫步茶海，款款而来，
展现了东方女性之美，秀出了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留下了最美的精彩瞬间。

石霞村从2017 年起，利用石霞
低海拔、多云雾、土层较厚、气候温
和这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就积极
引进浙江安吉客商发展白茶400亩，
大力实施精准扶贫，并获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带动了120户
贫困户、210余人依茶就业，户均年
增收4000余元。截至目前，全村已发
展白茶面积达 2000 余亩，“一村一
品”白茶逐渐形成规模。白茶产业带
动了“民富村强”，昔日的荒山荒地
变成了现在的“金山银山”，预计今
年底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将突破100万
元。同时，通过举办白茶文化旅游节
系列活动，进一步助推特色产业发
展、体验美丽乡愁、带动乡村旅游、
推进乡村振兴。

（通讯员 刘辉 叶玲玲）

210余人依茶就业 户均年增收4000余元

小池镇特色白茶强村富民

本报讯 暖春时节，深入地处皖
鄂边界、毗邻英山县的太湖县北中镇
宝坪村，境内到处都是村民劳动的矫
健身影。

特别是在新发展的三合组瓜蒌种
植基地，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喜人景
象，只见十几位村民正在新建的瓜蒌
架下，两人或三人一组，默契地配合
着在一行行田垄上铺设薄膜、取土覆
盖，忙得不亦乐乎。

站在两米多高的瓜蒌架下，环顾
四周，一根根竹子立柱支起的丝网为
日后瓜蒌的生长、挂果，提供了有力

的支撑，润育了丰收的希望。
“开春以来，村两委就早着手、

早动工，迅速组织人力将年前达成土
地流转协议的近50亩田地陆续进行翻
耕平整，施工搭架，种植瓜蒌。”驻
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程迎春说。

“眼下，我们正抓住晴好的暖
春，多安排些劳动力，加班加点铺地
膜。铺好后就开始打钵、下种子，等
待着发芽。”瓜蒌基地负责人张国庆
这样讲。

“村里办瓜蒌基地对老百姓来讲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家除了流转将

近一亩六七分的田地获得租金外，平
常还可以在基地打零工，每天100多
块钱的工资，收入也不错。”已经脱
贫的吴正华也正是靠着自己勤劳的双
手，不仅为家庭带来了日益趋好的幸
福，也为发展村级产业出了一份力、
尽了一份心。

他们娴熟的劳动技巧，拉膜、填
土，动作迅速，手脚麻利，一边干
活、一边说笑，有人还时不时拿起袖
子擦拭额头上的汗珠，满脸都洋溢着
灿烂的笑容。和煦的阳光透过头顶的
丝网，映照在一张张村民的笑脸上，

显得格外的质朴、敦厚；旁边的茶园
已经育出了嫩绿的新芽，金黄的油菜
花随风摇曳，勤劳的人们陶醉在茶
香、花香的芬芳旷野之中，分享着清
新朗洁的田园气息，抒写着如诗如画
的田园画卷。

从空中俯瞰，这画卷尤为壮观秀
美。整个村子坐落在一个三面高山
环抱的盆地之中，老百姓的楼房沿
着山边的公路蜿蜒分布、错落有
致，一条条串村的水泥路将整个村
里的千家万户连在了一起，与一块
块翠绿的茶叶园、新整的瓜蒌地相
互交织、相拥相依，还有少量的油
菜花点缀其间，更加彰显出素有

“状元之地”的山乡宝坪正在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中日益迸发的勃勃生机！

这生机不仅来自于宝坪传统的茶
叶生产、加工支柱产业，而且更来自
宝坪于去年率先在全镇发展瓜蒌种植
获得成功、尝到甜头的特色产业。

“去年，村里紧紧抓住决战脱贫
攻坚的利好契机，投入50多万元新
建了50亩瓜蒌基地，当年就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
收，既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 8 多万
元，也为村民持续稳定增收拓宽了
渠道。”宝坪村村委会主任江卫春信
心满满地告诉笔者。

“我们在进一步总结经验、学习
取经的基础上，村两委反复会商，达
成一致共识，今年再次发展瓜蒌基地
50 亩，达到 100 亩的规模，涉及三
合、和平、筏形、中心等四个村民
小组100多户村民的田地流转，同步
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增效
质的飞跃，走出一条产业兴旺的乡村
振兴之路。” （通讯员 刘辉）

村集体经济增效 村民增收

北中镇瓜蒌产业蹚出发展新路

本报讯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在位于太湖县天华镇横路村张岭组的
产业基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场
景。数十名工人在依山而辟的阶梯状
田地里挥锹刨土，栽苗施肥。

近年来，太湖县天华镇横路村
结合当地实际，用好扶贫政策资
金，用活荒山土地资源，聚力发展
枇杷等经果林产业，让周边群众持
续稳定增收。

横路村位于花亭湖生态湿地范围
内，三面环水，形如半岛，自然地理

条件优越。为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产
业，拓宽村民收入来源，从2019年9
月份开始，村两委结合当地实际，统
一发展思想，决定流转张岭组62亩
荒地，并动员一批有着果树种植经验
的能人加入进来，将枇杷作为产业发
展的主导方向。经过近八个月的前期
建设，目前基地初具规模，3900 多
棵枇杷树已经存活。在基地的带动之
下，该村八十余名无业村民找到了新
的就业去处。“我们老年人外出打工
不方便，在这里做事一天也有100元

钱，所以我们很满意。”基地工人汪
从友说。

枇杷树因为后期生长需要，种
植密度较低，树与树之间通常要保
持 3 米左右的间隔距离。为充分利
用现有土地资源，村两委在发展枇
杷种植产业的基础上，还积极引入
优质生姜品种，在经果林下进行套
种，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提高基地生
产效率的目的。

“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下半年
基地的生姜就可成熟，明年五六月

份枇杷树就能挂果上市，预计年产
量可达五六万斤，集体经济发展前
景可期。”天华镇横路村党总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汪仁胜说，“目前我
村产业基地还在持续发展壮大之
中，我们希望正式挂果以后，能够
利用毗邻花亭湖的自然生态优势，
吸引县内外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同
时进一步完善村级电商服务平台建
设，让我村鲜美可口的水果产品进入
更广阔的市场。”

（通讯员 吴光磊）

枇杷树下套种生姜

天华镇用活资源让荒山变果园

3月28日，采茶女将片片鲜嫩的芽尖儿收入篮。 通讯员 刘辉 叶玲玲 摄

3月23日，宝坪村民在瓜蒌基地铺地膜。 通讯员 刘辉 摄

新闻广角新闻广角

本报讯 4月 1日，太湖县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赴县烈士陵园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现场教学暨举行
2021年第四次集体学习会，瞻仰烈
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革命
历史纪念馆，聆听党史专题学习讲
座，缅怀先烈丰功伟绩，现场接受
精神洗礼、锤炼党性修养、汲取前
行动力。

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并进行了研讨

交流，纷纷表示要做到坚持学史
明理，感悟思想伟力；坚持学史
增信，挺起精神脊梁；坚持学史
崇德，提升党性修养；坚持学史
力行，砥砺担当作为，认真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
入实施工业强县、文旅富民、城
乡融合、绿色发展四大战略，扎
实推进“1142”工作安排，奋力谱
写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太湖建设崭
新篇章。

（通讯员 叶玲玲）

太湖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太湖县
各地都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水系综
合整治项目建设，努力打造安
全、生态、美丽的农村水系，提
升农村河湖内在品质，助推美丽
乡村建设。

2020年4月，太湖县入选全国
首批55个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
合整治试点县。其项目建设主要

以河流为脉络，统筹水系连通、河
道清障、清淤疏浚、岸坡整治、水源
涵养与水土保持、河湖管护等工程
措施，重点治理寺前河、新仓河等7
条河流，治理湖泊1个，综合整治河
长 67.3km，治理湖泊面积 1.2km2，
湖泊岸线 7.5km，涉及 8 个乡镇 21
个村，项目总投资约10.4亿元。

（通讯员 刘鑫 梅大宋）

太湖县稳步推进水系综合整治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太湖县
严格按照上级关于进一步做好退
捕渔民转产工作的要求和统一部
署，精准施策，确保渔民退捕上
岸后顾无忧。

针对如何做好县内130多名建
档立卡退捕渔民的转产就业安置
和社会保障工作，县人社局积
极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在有力
保障退捕渔民上岸生产生活的
基础上，因地因户因人制宜，
会同县农村农业局、司法、公
安等部门开展综合技能培训、
家政服务培训，举办退捕渔民
专场招聘会 3 场和特色专场招聘
会。深入渔民村采取发放宣传
资料、现场咨询解答等方式提
供就业创业指导、企业用工招

聘信息，通过“送政策、送岗
位、送服务”，现场签订了求职
意向表88份。

同时，该县多个部门联合开
拓退捕渔民就业渠道，开发6个退
捕渔民安置基地和公益性就业岗
位，安排退捕渔民就业21人，并
督促基地和渔民签订劳务协议，
让退捕渔民尽快上岗就业。截至
目前，除超龄19人，退捕渔民适
龄就业安置111人，就业率100%。
其中县内转产就业42人，自主创
业13人，外出务工就业53人，公
益性岗位3人；纳入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人数130人，落实养老保险补
贴人数130人，合计代缴养老保险
金额532.5万元。

（通讯员 韦正斌）

渔民退捕 上岸无忧

本报讯 日前，太湖县寺前
镇举办了以“做优一镇一品，推
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第五届茶
叶发展论坛。来自全镇各村负责
人、茶叶种植大户、茶叶加工企
业的茶界朋友相约在“绿色、生
态、有机”的秀美寺前河畔共赏
茶艺、共品茶香、共论茶道、共
话茶事、共谋茶业，并参观了洪
畈生态茶园，现场接受了茶叶种
植、管理、加工等方面的业务实
用技术指导。

寺前镇是国家级生态镇、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2019年被国家
农业农村部评为国家级茶叶“一
镇一品”专业示范镇，也是全县
产茶大镇，已经形成了以“二祖
禅茶”为代表的系列名优茶。近
年来，该镇积极引导广大茶农种
植茶叶，围绕茶叶做大文章。目
前，全镇15个村从事茶叶生产农
户 有 6602 户 ， 占 总 农 户 数 的
83%。全镇茶园面积达 2.1 万亩，

均已全部通过了国家无公害产地
认证，占全镇农产品总种植面积
86%，开采面积达 18226 亩，良
种无性系茶苗育苗基地 3 个共
120 亩，年出苗数 1000 万株，居
全县首位。全镇有农民专业合作
社49家，家庭农场117家，种植大
户 49 户，大中型茶叶加工厂 30
家，年产干茶 700 多吨，产值达 1
亿元，占全镇农业经济总收入的
67%。为推动全镇茶产业由传统
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变，助力乡村
振兴，该镇计划 5 年内实现茶园
面积3万亩，年产干茶 1000吨，产
值 1.5 亿元。实行“公司+基地+农
户”、“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
大力扶持龙头企业、茶叶合作社，
真正让“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
姓”成为茶农发家致富的佳话，
真正“把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统筹起来”，成为乡村振兴的支
柱产业。

（通讯员 刘辉）

寺前镇举办茶叶发展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