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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近年来，岳西县店前镇坚持党建
引领，积极谋划特色产业发展，大力发
展村级集体经济，做好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春茶开园以来，一到傍晚，岳西
县司空山下的店前镇司空茶厂就热
闹起来，机器轰鸣声、茶农吆喝声、客
商讨价还价声连成一片，原来又是一
炉新茶加工完成了。“我刚刚卖了 15
斤鲜草，收入800多块钱，今年3亩茶
园，挣个一万多元不成问题！”4 月 7
日上午，村民程家记高兴地说。司空
村坐落在佛教名山司空山下，由于海
拔低，气温较高，利于茶叶生长，现有
高标准茶园2100亩，茶叶是司空村支
柱产业。

以往，司空村的茶叶采摘早，品质
好。每年都是外地的茶贩子来收村民
的茶叶，好的鲜茶价格却不高。面对
2000余亩的茶园，如何提高销路，增加
收入一直是困扰村民的一个难题。面
对这种情况，司空村两委积极争取并

整合项目资金310万元，新建高标准茶
叶加工厂一座。3月3日，由村集体自
主经营茶厂开始投产，茶农的鲜叶可
以直接出售给村里的茶厂，价格比市
场还有所提高。为了帮助贫困户增
收，村两委优先聘用了15名村民务工，
从事制茶、分拣、包装等工作，他们每
天能领到近百元工资，“一个月来，村
茶厂已加工名优茶300公斤，全年可加
工名茶、夏秋茶10万公斤，产值可达50
多万元”，司空村党支部负责人黄永松
说。村集体茶厂的运营，为村民出售
茶叶提供了便利，为司空村集体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产业发展稳步提升

“今天我包片的1500株香榧苗运
到了基地，必须当天插完，不然赶不上
后天下雨的好时机”，“我们片上套种
的茶苗要到了，两万棵也得抓紧呢”，

“我们的中药材基地这几天除草任务
基本完成了，你们哪边人手不够的，我
这边可以调动人手过去帮忙”，近日，
中心村部里，村干部们正讨论着各个

集体经济进展，商量着该如何加快推
进项目实施进度。

今春以来，店前镇中心村两委紧
扣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主
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结合本村
实际，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大力发展
特色产业，一幅乡村振兴的壮丽图画
徐徐展开。

“如今国家政策好，我家以前是贫
困户，又是公益岗位，我们老百姓不怕
吃苦不怕累，就怕没活干，是吧？现在
好了，在家既能照顾一家老小，又能赚
钱，比外出务工强多了”，罗山香榧基
地上，一名正在栽香榧树苗的村民高
兴地说。

今年，中心村通过发展特色产业，
不仅合理利用了闲置的荒田荒地，更
带动了当地闲置劳动力就业，增加了
村民的务工收入。在国家各项好政策
的支持下，该村的干部群众正以实际
行动，积极投身于乡村振兴工作中。

“小木耳”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当前，正值桑枝木耳的最佳种植

期，这不，在店前镇前河村木耳培育基
地，大伙们正热火朝天的在大棚内挂
棒，此时种植的木耳肉厚，产量高，25
天后就可以开始为期约 5 个月的连
续采收。前河村党支部书记程斯涛
说，木耳的市场需求量大，种植技术
方面要求低，劳动强度小，种植周期
短，适宜推广大规模种植，前河村将
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示范点辐射
带动全村种植，不仅能壮大村集体经
济，也能成为农民增收可靠的产业。

据了解，今年，前河村将以“支部+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种植桑枝木耳。
目前，前河村已建设好3个大棚，2个
晾晒棚，已带动全村贫困户几百人在
木耳种植基地务工，贫困户实现增
收。下一步，前河村计划将扩大种植
规模，构建加工、储藏、包装销售为一
体的产业链，并通过线上线下进行多
元化销售，用2—3年的时间，将小木耳
做成大产业，让村民在农业种植这条
致富路上越走越宽广。小小的桑枝木
耳“菌棒”，将成为前河村发展新产业
的“致富棒”。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王云志

打 造 乡 村 振 兴“ 新 引 擎 ”
岳西店前镇发展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春分刚过，万物复苏，眼下正是
备耕种植的好时节，岳西县田头乡为
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稳步增长，利用荒
山荒地和村集体林场大力发展中药
材种植，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活血”

“造血”。
近日，田头乡土库村下冲生态鱼

塘、五龙寺周围空闲地里一派忙碌景
象。当地几十名村民趁着天气晴朗，
在村“两委”的带领下种植赤芍和白牡
丹。“我家这次租给合作社4亩多地种
植中药材，每亩可获得400元租金，合
作社又请我们做小工，每天开给我们

130元的工资，能挣不少收入呢。”塘湾
组蒋清泉笑着说。

栽插赤芍和白牡丹，不仅具有经
济价值，又极具有观赏性，土库村驻村
工作队长、第一书记程度武一说起村
里的中药材种植，就非常开心。“此次
我们从亳州引进一批中药材赤芍、白
牡丹黄精都是珍贵药材，市场紧俏，其
中赤芍每亩幼苗4000至5000株，这次
一共种植了35亩，3年后亩产量可达
到2000公斤，每亩收益7000元左右。
待到开花时节能吸引众多游客垂钓和
赏花，享受葱郁杉林的宁静，聆听寺庙

钟声的悠长……实现瓜果飘香、金山
银山的美好憧憬将不再遥远。”

土库村“两委”经过多年探索，该
村金盆林场杉树林也成为了农民增收
的法宝。结合黄精的植物学特征和生
长习性，土库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
下经济，在杉树林仿野生种植了100多
亩黄精，实现了村集体林地资源的科
学利用。

“土库村虽然林地山场资源丰富，
但不能砍树制约了村民的收入。我村
气候适宜，村集体林场具有中药材种植
的传统优势，今年带领村民发展林下经

济，仿野生种植中药材能保证品质，这
是我们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
径。”该村党支部书记蒋徐应介绍说。

据悉，土库村为实现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发挥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带动
效应，2021年初就流转了土地35亩，并
整合林地山场100多亩，大力发展中药
材产业。由于简单易学、劳动强度低、
务工方式灵活，合作社在种植中药材
期间每天还能吸纳60名村民就近务
工，有效带动了村内农户增收。

通讯员 蒋向华 王节晴

小小中药材蕴藏大财富

本报讯 3月30日，全国农技
中心发布第二批全国农作物病虫
害“绿色防控示范县”创建名单，
共推评出绿色防控示范县109个，
岳西县喜获全国“绿色防控示范
县”称号。

近年来，岳西县牢固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强
化组织领导、资金投入、技术服务、
质量安全全程监管等有力措施，高
效推进以农业防控、生态调控、理
化诱控和生物防控为主的绿色防
控技术集成应用。全县先后组建

了41个绿色防控及社会化服务队，
共建立43个绿色防控示范区，绿
色防控实施面积32.9万亩，绿色防
控覆盖率达到53.9%。

通过“绿色防控示范县”的创
建，岳西县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
30.7%，病虫害综合防控效果达到
86.8%，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危害损
失率控制在5%以内。在绿色防控
示范县创建工作带动下，岳西县
茶、桑、菜等特色产业主导地位更
加突出，农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
品牌影响不断扩大，绿色效应显著
提升。（通讯员 左言龙 王节晴）

岳西获评全国“绿色防控示范县”

本报讯 连日来，岳西县税
务局青年志愿者们纷纷走进辖区
内的企业和纳税人中间，开展上
门服务，问计问需于纳税人、缴费
人，与企业财务人员面对面交流，
现场就企业涉税问题进行辅导解
答，为纳税人送上减税大礼包。

“一方面，让我们能够及时的
掌握各项税收政策，做到精准纳
税申报，另一方面，切切实实的为
企业带来了效益，让我们腾出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节约了我们
企业的人力成本。”安徽天鹅集团

财务经理说道。
“我们上门为企业送服务，就

是为了详细了解企业的实际需
求，通过精准衔接为企业提供更
加优质的服务，助力企业健康发
展。”岳西县税务局青年志愿者胡
徐奇介绍说。

通过组织税务志愿者开展“上
门送服务”活动，现场一对一、一对
多的不定点宣讲，有效扩大了税收
宣传的覆盖面，让纳税人获得实时
在线的政策解读和优质办税服
务。 （通讯员 余飞 储翔）

宣传税法送“春风”，志愿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 一个精彩的模范案
例，一堂生动的党课，一场党建引
领创新的集思广益……日前，岳西
县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色党
建路演”，岳西县“361”示范党组织
路演评审会现场火热开赛，来自全
县52个县直机关的支部党员代表
轮番登台，开展微党课宣讲，展示
基层党建项目，争创模范党支部。

“党建抓得怎么样，拉到台上
比一比!”选手们学党史、谈信仰、晒
创新、亮成果。县文旅局支部《文
旅融合 党员先行》、县气象局支
部《五个突出抓落实，提升基层党
组织建设》党建PPT文案精美，选
手演讲精彩，赢得评委和观摩党员
的阵阵掌声。据悉，为深入开展党
史教育，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岳西
县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

作的新思路、新途径和新方法，在
全县分领域培树党建工作品牌，培
育“361示范党组织”，实施党支部
建设提升行动。岳西县直工委推
出红色路演、微党课宣讲、红色主
题党日、红色志愿者活动日等一系
列党建品牌项目。举办这次“红色
党建路演”活动是县直工委扎实推
进“模范机关、模范支部”建设的一
项重要举措。

岳西县直工委书记胡金祥
说：“通过系列红色党建项目创
建，各县直机关支部比学赶超效
果明显。下一步将围绕庆祝建党
百年，挖掘岳西红色历史，开展系
列献礼建党百年庆祝活动，探索
红色党建项目活动长效机制，激
发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
能。” （通讯员 朱琴）

岳西：唱响红色党建主旋律

峥嵘岁月，他干过惊天动地的大
事；退伍回乡，他深藏功名甘做老农。
储松山，一名抗美援朝老兵，一名共产
党员，也是一名93岁高龄的普通农民。

1950年1月，岳西县毛尖山乡籍储
松山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参军，在中国
人民解放军医疗防疫队服役，被授予
少尉军衔。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
参加过大小战斗十余次，至今腹部受
伤疤痕清晰可见。1953年7月随军凯
旋，直到1958年3月光荣退伍。

战场上，由于美国公然违反国际
公约，秘密实施细菌战、使用毒气弹，
作为一名防化兵，他冲锋在前，九死一
生。退伍后，他毅然放弃县公安局安
置工作，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家乡，积
极投身到生产生活中。退伍63年，储

松山从未主动提起过往，村邻仅知道
他是一名老兵，为人和善、乐于助人，
深受乡邻爱戴。直到2020年10月，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
年纪念活动之际，工作人员给他送来
一枚荣誉纪念勋章，大家才得知他曾
立下累累战功。

93岁高龄的储老，现在身体依然硬
朗，而且精气神非常好。生活中，还会
做些抹灰、刷锅等简单的家务，干些劈
柴、除草之类的农活。他不仅严格要求
自己，还时常告诫子女，要做好人，做好
事，不争不抢。感恩，是储松山对子女
说过最多的词。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
储松山的子女都与邻交好，与人为善。

储松山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他曾
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县公安局档案中

有一张登记表，信息显示入党时间为
1953年 11月。但当时条件有限，又因
工作关系辗转，回乡后的储松山党组
织关系一直未能落实，也无人知晓，这
成了储松山的一块心病。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活
动这天，在几番询问下，他吐露出埋藏
已久愿望，就是希望恢复组织生活。
2020年11月，鹤林村党员大会召开，全
票表决通过了恢复储松山同志党组织
生活的决定，这块心病终于医好了。

如今，在家人的照顾下，储松山生
活美满。村里的党员代表们也纷纷以
这位老党员为榜样，发扬吃苦耐劳、不
畏艰险、甘于奉献的精神，积极投身乡
村振兴，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储松山同志一直很低调，不论家

中有多么困难，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
求。这是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革命优良传统，他始终保持军人本
色，对党忠诚，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鹤林村党支部书记储文中说道。

就在去年，得知岳西要建设高铁，
毛尖山乡鹤林村是必经之路，铁路要
修到家门口，储松山的激动之情溢于
言表。岳西高铁计划建设工期长达五
年，亲眼看见高铁建成通车是储松山
最后的愿望。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不
向组织提要求，不给国家添麻烦。他
们是大山中的“无名”英雄，也是我们
身边最平凡的人，这不仅是一种精神，
更是可以传承一代代的红色文化基
因。通讯员 王芳 程暑炜 冯小倩

深 藏 功 名 坚 守 初 心
——记93岁抗美援朝老兵储松山

本报讯 4 月 5 日是清明节
小长假最后一天，位于岳西县河
图镇的明堂山和天峡风景区游客
爆满，现场能看到车辆来来往往
游人如织。据了解，河图镇两家
AAAA级景区天峡和明堂山，在
清明小长假期间，累计游客近 5
万人次。

清明假期正值明堂山、天峡野
生杜鹃花期，迎风盛开的杜鹃花吸
引游客纷纷驻足留影，难得一见的

多枝杜鹃也开始展露它的容颜。
“清明小长假嘛，趁着这里天

气又挺好的，所以带着孩子来岳
西明堂山逛一逛，尤其是来走一
下玻璃栈道，锻炼一下孩子的胆
量。”安庆游客徐俊说。

为做好小长假旅游接待工
作，各景区提前对假日期间景区
旅游接待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
署，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通讯员 储翔 黄文仪）

河图镇小长假接待游客近5万

本报讯 “你看，上面写着中
华民国三十一年就是1942年抗日
战争的时候，我镇资福村储茂银
捐国币柒元，用途是捐款买飞
机抗日，这样的条据还不是只有
一张。”岳西县温泉镇资福村退休
干部储昭武说。

近日，储昭武来到温泉镇人
民政府向笔者讲述了他退休以
后对温泉镇红色历史的研究，
并 收 藏 了 许 多 有 益 的 历 史 文
物，其中有温泉镇革命烈士王
效亭受委任状 （已上交县文物
局），同时将这张温泉人民省吃
俭用捐资购飞机杀敌的凭证照
片展示给笔者。

（通讯员 储炳新）

捐赠革命文物 传承红色记忆

4月1日，岳西县古井园保护区
党支部到红二十八军南田会议旧址开
展红色党史教育活动。活动当天，党
员参观瞻仰了红二十八军南田会议旧
址，全体党员们从一件件实物中品
读，感受到革命的不畏牺牲、甘于奉
献、敢为人先的崇高品质。

通讯员 徐飘 摄

凭证图片 储昭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