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 击 DIANJI

2022年1月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章学庆 电话：5325915 E-mail：dbrx5325915@163.com

视 点

本报讯 安庆市用好“地理标志”带动产
业发展。重培育。广泛搜寻特色产品资源史
料记载和线索，积极引导组织地理标志商标、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报注册。目前，全市培
育地理标志证明商标34件，拥有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13件、全省第一。强运用。实施国家
和省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发挥品牌
效应带动产业链条发展。岳西县用好“岳西
翠兰”地标产品，直接带动茶农每户增收
7000元。严保护。组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查办地理标志侵权假冒案件12件，切实维护相
关经营主体利益。 （市监）

安庆市用好“地理标志”
带动产业发展

本报讯 潜山市聚焦关键环节推动文旅
产业融合。挖掘文化资源。出台历史文化资
源挖掘整理和传承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实施红
源潜山保护利用系列工程，挖掘保护国家级非
遗项目3个。科学谋划项目。发挥项目引领作
用，累计谋划文旅项目37个、计划总投资96亿
元，目前建成及在建31个。龙潭河景区建设、
天柱山停车场项目入选全国文化和旅游投融
资项目名单。注重品牌创建。注重发挥品牌
优势和龙头带动效应，提升文旅产业质量，天
柱山地质博物馆获评国家级科普研学基地，3
个镇入选省级首批特色旅游名镇。 （潜山）

潜山市聚焦关键环节

推动文旅产业融合

本报讯 太湖县加强数字基建助力县域
经济发展。目前该县城区、工业园区实现5G
全覆盖，行政村光纤入村率达100%。加快产
业数字提升。促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全县企
业上云128家，建成“数字化生产线”50条，7家
企业获批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加快农业技术
服务数字化建设步伐，全县58家种、养经营
主体应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建成县乡农田四
情监测体系。实施“电商太湖”战略。先后
争取并实施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项目
及其升级版，培育年网销额超千万元电商企
业10家，创建省级农村电商示范镇5个、示
范村12个，电子商务年交易额有望突破25亿
元。着力优化政务服务。打造政务服务云平
台，县乡村三级政务服务网上平台实现全覆
盖，累计办件70余万件。创新开通运行“太好
办”服务热线，设立7×24小时政务服务自助大
厅，太美太湖APP上线皖事通，实现政务服务
事项“掌上办”“指尖办”。 （太湖）

太湖县加强数字基建

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本报讯 近日，宿松县慈善总会成立，有
近百名各届爱心人士参加。

宿松县慈善总会从筹建到成立，得到了
众多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的支持。慈善总会
强化合力，凝聚多方力量，拓宽募资渠道，
设立了“爱心专项基金”，主要任务是开展形
式多样的慈善活动，弘扬慈善精神，推动慈
善事业发展。 （通讯员 吴金旺）

宿松县慈善总会成立

清晨，随着太阳从东方冉冉
升起，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金色
的阳光之中。整齐划一的农田、
宽敞整洁的村道、美丽多彩的文
化墙……刚刚过去的2021年，望
江县赛口镇万全村的村民们收获
满满，幸福指数大幅提升。近年
来，该村因地制宜，扎实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建设美丽乡村，培育文明新
风，一幅美丽乡村的多彩画卷正
在徐徐展开。

看得见的产业发展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产
业是核心。万全村整合资源，致
力于打造“一村一品”，大力发展
种植、加工于一体的荷花产业。
在该村金盆圩，有一片低洼水田，
过去一直没有充分合理利用，不
仅经济效益低，而且影响周边环
境。在村两委的大力支持下，通
过市场考察和调研，村民张寿一
成立了心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以“合作社+农户”模式，承包水田
500亩，用来种植藕带、莲蓬和养
殖鱼、虾等，共投资几百万元，将
其打造成莲籽龙虾养殖基地。

“过去几近荒芜的水面，现在
成了聚宝盆，看着就打心眼里高
兴。”万全村党总支书记曹满云高
兴地说，“下一步，我们将着手整
治池塘、旱地、老养鸭棚，大力招
商引资，发展垂钓、观光和农产品
深加工产业，推动种植业、养殖业
发展，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促进
农民增收。”

2021 年，村两委坚持以基础
设施建设为龙头，以产业发展为
支撑，多方筹集项目资金，集思广
益谋划项目。赛口镇万全段综合
治理项目、高标准农田项目和万
全村莲蓬观光提升项目相继实
施，全村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如今的万全村已由多年前的经济
落后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
村，几乎家家有楼房，户户有小轿
车，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看得见的乡村美丽

“以前垃圾随风刮，污水靠蒸

发，村道脏乱差。现在，在村两委
带领下，我们整治环境、打扫卫
生，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我们打心
眼里高兴。”村民檀旭兰说。

2021年9月份以来，在全镇
组织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检查
评比中万全村都名列前茅。其
中，最值得说道的就是陈家小
河整治点。

陈家小河也叫芦四组。2021
年下半年，陈家小河新建了一处
占地300平方米的高标准文化广
场，广场彩砖铺地，周边绿植
环 绕 ， 还 专 门 配 备 了 健 身 设
施 ， 可 谓 环 境 优 雅 、 设 施 完

善、功能齐全。令人想不到的
是，今天的文化活动广场是建
于昔日杂草灌木丛生、垃圾随
处可见的一块荒地上。

去年夏季，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启动后，陈家小河村民组立即
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大家表示要
抓住机遇，大干一场，对环境“脏、
乱、差”的陈家小河进行一次大改
造。随后，陈家小河的村民们积
极献计献策，出钱出力，共计筹资
20000多元，大家齐心协力，不但
建造了一个高标准文化广场，整
个村庄也靓丽起来。

“以前这里是杂草丛生，水

沟也是黑色的，现在不同了，整
个村子和以前比简直是大变样，
搞得非常好。”一位村民说。村
庄环境大变样，村民们看在眼
里，乐在心里。

看得见的乡风文明

万全村大力推进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该村文化广场上，一
面面文化墙成为美丽乡村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

提起万全村立新组的徐惠
娟，村民们都赞不绝口。徐惠
娟 的 婆 婆 身 患 残 疾 ， 瘫 痪 在
床，生活不能自理。这个淳朴
的农家妇女把婆婆当作自己的
亲娘，几十年如一日照顾瘫痪
卧床的婆婆，成了村民们学习
的楷模和榜样。2021 年，徐慧
娟作为全县“孝老爱亲”的代
表，先后荣获“最美望江人”和

“安庆好人”称号。“她用责任、
爱心、奉献和美德，诠释了好儿
媳的内涵，传承了一种良好家
风，她是全镇所有年轻人学习的
榜样。”赛口镇文明创建工作分
管负责人说道。

该村充分发动群众，把反对
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
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大力推动移风易俗，树
立文明乡风。如今，该村好人好
事不断涌现，文明新风吹入了千
家万户。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陈娅

发展特色产业 建设美丽乡村

万全村：实干绘就新画卷

本报讯 冬季，每逢晴朗天气，
宿松县顺安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
大院里，就会晒满洁白的红薯淀粉
和晶莹剔透的红薯粉丝，洋溢着丰
收的气息。

“如果天气持续向好，这些红
薯淀粉，就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晒
干，而红薯粉丝当天就能晒干。”
2021年 12月 30日，生态农业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罗光学说，合作社抓
住晴好天气，组织一批工人通过机
器将一筐筐新鲜红薯加工成淀粉，
同时组织一批工人通过机器将一袋
袋淀粉加工成粉丝和鱼面。伴随着
机器的轰鸣声，堆放在外面的新鲜
红薯越来越少，而晾晒在太阳底下
的淀粉、粉丝和鱼面越来越多。这
段时间是合作社出产红薯淀粉、红
薯粉丝和鱼面的高峰期，每天都能
出产3000余斤淀粉、3000余斤粉
丝和1000余斤鱼面；这段时间也是
用工高峰期，每天在合作社务工的

有20余人，都是居住在合作社周
边的村民。

这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是九
姑乡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龙头企业之
一。该合作社自2013年成立以来，
在乡、村的大力支持下，采取“合
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盘活农村
闲置土地资源，不断扩大红薯种植
面积。2020年11月，合作社利用项
目资金，兴建厂房，购买设备，大
力发展红薯深加工业，提高红薯产
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就业岗位，帮
助农村妇女和老人在家门口就业。
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已实现从单
一种植淀粉薯到种植鲜食薯，从单
一深加工红薯粉丝到深加工鱼面的
产业升级。如今，合作社已发展成
为集红薯种植、种苗培育、推广种
植、储藏保鲜、薯品加工销售等于
一体的产业全链条大型农业科技企
业。合作社被评为国家级示范社、
全国500强合作社，其生产的红薯

粉丝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罗光学介绍，鲜食薯又甜又脆，

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有着良好的
种植前景。合作社生产的粉丝和鱼
面，都是以自产的红薯淀粉为主要
原料。2021年，合作社种植的100
亩鲜食薯共出产成品薯 20 万斤，
创产值40万元。

2021年，农业专业合作社共种
植各种红薯600余亩，并同九姑乡
白马村200余个农户签订了600余
亩淀粉薯种植合作协议，对农户种
植出来的淀粉薯统一收购。入冬以
来，该合作社共加工红薯淀粉 30
万斤，生产的20万斤粉丝、10万
斤鱼面已销售一空，累计创产值
640万元。白马村200余个农户通
过种植淀粉薯和在合作社务工，户
均年增收1.5万元。

据了解，2022年九姑乡将在各
村大面积推广红薯种植，在发展壮
大红薯产业的同时，通过不断完善

和创新企业、村集体经济和农户之
间的联结机制，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通讯员 孙春旺 夏英）

延伸产业链条 促进农户增收

红薯产业铺就甜蜜致富路

顺安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大院内晾晒红薯粉丝和淀粉。通讯员 孙春旺 摄

望江县赛口镇万全村拓宽村道项目施工现场。 通讯员 陈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