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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桐城市文昌街道大石板村实施
“亮化”工程，让村民夜晚出行更方便。

大石板村新一届“两委”班子上任后，
深入开展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进一步完善基
础设施，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针对
辖区内已安装路灯部分电池到期、路灯损坏
不亮的状况，以及大石板村披雪瀑旅游公
路、村部至竹凹组道路改造需安装路灯的实
际，村“两委”多方筹集资金，广泛听取村
民意见，精心制定照明工程项目方案。

项目实施过程中，村“两委”要求施工
方严格按照标准，保障工程质量。本次新增
添5盏太阳能路灯、更换15块太阳电池板和
电池，受益群众达500余户、2000余人！自
从安装路灯后，村民夜晚出行更加便利，一
盏盏路灯成为村庄一道靓丽的风景。

春节临近，看着村里的路灯更亮了，村民
们纷纷点赞。“村庄环境不断改善提升，干
净整洁，村庄内路灯更亮了，出行越来越方
便，我们的生活品质越来越高。”村民张全富
兴奋地说。 （通讯员 王崇珠 琚阳）

大石板村：

“亮化”工程暖民心

近年来，安庆市各地以发展
绿色生态循环农业为突破口，开
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实现生产
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
生态化；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进一步提高
资源利用率，实现生态和经济效
益双丰收。

废菌棒再利用
长出好蘑菇

1月 13日上午，怀宁县江镇镇
新合村平菇生产基地大棚内，生
长在菌棒上的平菇圆滚滚、白嫩
嫩。几名工人在菌棒之间忙着采
摘、搬运平菇。

让人想不到的是，生长平菇
的菌棒来自于废物再利用。近年
来，新合村大力发展木耳种植产
业，年增加集体经济收入50万元，
是名副其实的“木耳村”，然而，每
年近40万棒的废弃菌棒如何处理
却成了难题。

新合村党总支副书记何东苗
介绍，废弃菌棒外面套有塑料薄
膜，而菌棒中的菌渣及伴有木耳
菌丝的木屑很难自然分解，如果
处理不当，不仅占地方，还污染环
境。“以前的处理方法往往是就近
深埋，但随着数量越来越多，深埋
只能选择更远的地方，不仅费时
费力，每次请挖机及运输车辆的
费用也高达两万多元。”

为了解决 这 一 问 题 ，2020
年，新合村曾和一家花卉公司合
作，将废弃菌棒中的菌渣制成有
机肥料，希望通过无害化的方式
处理这些废菌棒，但在尝试一段
时间后，最终因人工成本较高而
不得不放弃。

2021 年，在农业专家的指导
下，新合村投入2万余元，购买了分
离机、窝口机等设备，将木耳种植
基地中的废旧菌棒进行拆除破碎，
并加入麦麸、稻糠等培养料，重新
制成平菇菌棒，发展蘑菇产业。

再利用的废菌棒，能产生较
好的效益吗？何东苗笑着说，每
个平菇菌棒能产2斤左右的平菇，

毛收入为七至八元，利润可观。
“我们现在培育的平菇品种优、
栽培周期短、菇盖大、菇体韧性
好、肉质厚，深受消费者喜爱，
十分畅销。”

“我在平菇生产基地干活，活
不重，半年能挣一万多，家里农活
啥事儿也一点儿不耽误。”大棚
内，60多岁的村民张秀英说。

何东苗介绍，目前，平菇产业
不仅给村集体带来可观收入，而
且提供就业岗位30余个，预计每
年带动村民务工增收20余万元。

“无用”瓜蒌皮
变身中药材

1月 13日下午，望江县雷池乡
套口村丰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大
院内，金灿灿的瓜蒌皮晾晒在阳
光下，散发出阵阵清香。

公司的烘干间内，收购来的
瓜蒌皮堆叠在一起，经过近两天
的高温烘干，外皮已经变得薄脆。

“瓜蒌浑身都是宝！”公司负

责人胡胜利拾起一片瓜蒌皮介
绍，除了瓜蒌子可以炒熟食用
外，瓜蒌皮还可以入药，有着清
肺化痰、止咳平喘、润肠通便等
功效。

村“两委”工作人员陈应介
绍，套口村有种植瓜蒌的传统，
2012年前后，村里开始发展瓜蒌
产业，目前已规模种植瓜蒌500余
亩，瓜蒌成了该村的支柱产业。
但在以前，面对收获的新鲜瓜蒌，
种植户们提取瓜蒌内的籽，而瓜
蒌皮却成了人人嫌弃的“垃圾”。

“很多种植户将瓜蒌里面的籽掏
出后，便将瓜蒌皮随处丢弃。时
间一长，河沟旁，田埂边堆放的瓜
蒌皮散发出阵阵酸臭味，影响村
庄环境及村民生活。”陈应表示，
村里每年组织清理瓜蒌皮都是一
笔不小的开销。

瓜蒌产业兴旺了，同时大量
的瓜蒌皮却成了村民们的烦恼。
2021年，套口村中药材种植户胡
胜利在亳州参观学习时，意外发
现被丢弃的瓜蒌皮可以制成中药

材，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便萌生
了收购并加工瓜蒌皮的想法。

说干就干，当年9月，胡胜利
便收购该村及附近地区废弃瓜蒌
皮100吨，并利用中药材烘干设备
烘干瓜蒌皮。此外，他还和亳州
的制药公司签订销售协议，为瓜
蒌皮打开销路。

胡胜利说，瓜蒌皮加工后，一
吨能售出一万元左右，利润大概
在五千元左右，效益非常可观。

每年 9 月至年底，是瓜蒌皮
加工最繁忙的时段，烘干、翻晒、
装车、运输……胡胜利大约要请
四五十名村民帮忙，瓜蒌皮在实
现物尽其用的同时，也给这里的
村民带来务工的机会。村民黄永
蛾说：“我在这里负责翻晒瓜蒌
皮，每天能挣到120元，日子越过
越红火。”

新的一年，胡胜利有新的发
展计划。“目前，已有的烘干设备
已经不能满足加工需要，今年打
算再添置一条流水线，以提高效
率和产量。”

种养结合
发展循环农业

1月 14日，桐城市大关镇王集
村一个家庭农场内，鸭群在水面
游来游去，百余头小猪在猪圈中
欢快吃食；一旁的蔬菜大棚内，十
余名村民在采摘新鲜蔬菜；田埂
上，几名村民在挖宕种植果树苗。

提起家庭农场采用生态养殖
的好处，在这里长期务工的村民
邢丹凤说：“猪舍下方建有沼气
池，猪粪进入沼气池后，通过发酵
形成沼气液，再由智能水肥一体机
直接输送到田间地头，用来浇灌农
作物，而生产的玉米、白菜残边等
农作物又可以用来喂猪。这种种
养结合的模式节约了养殖成本。”
邢丹凤介绍，农场每年养猪4000
头左右，沼液、沼渣作农作物肥料，
仅这一项，每年就能节约成本万余
元，而且还改良了土壤，保护了环
境。利用有机肥种植的农作物作
为猪饲料，又保证了猪肉的品质。

农场池塘边的养鸭基地，百
余只鸭子游来游去。“可别小瞧了
这些鸭子，它们用处大着呢。”邢
丹凤说。原来该农场围绕鸭子做
文章，实行“鸭—草—鱼”混养模
式，即用发酵鸭粪增加土地肥力，
在鱼塘及周边种草，再以草养鱼。

该农场这种种养结合、生态循
环的农业模式，实现了无污染、零排
放，生产的蔬菜达到了绿色无公害
产品标准，市场上十分畅销。因种
养技术先进、肉菜品质优良，该农场
先后被认定为安徽省“徽姑娘”农业
科技示范基地、安徽农业大学产学
研用实践基地。

目前，该农场已发展成为一
家集种植、养殖、采摘、垂钓、休闲
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化、集约化、原
生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
生产经营模式正朝着生态型、循
环型、特色型发展，利用科技发展
现代农业前景广阔。”该农场技术
负责人邢爱林满怀信心地说。

全 媒 体 记 者 唐 飞
通讯员 张丽 胡启明

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循环利用赋能绿色农业
本报讯 1月 17日，怀宁县黄墩镇组织城

管执法人员开展行动，集中整治占道经营，干
干净净迎春节。

临近春节，黄墩镇集镇区部分商户违规乱
摆摊点、占道经营年货、随意乱扯条幅等违规
现象增多。针对这一状况，该镇城管执法人员
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中，执法人员对
占道经营、乱堆乱放、乱拉乱挂等行为进行“地
毯式”巡查，沿街向各商户宣传集中整治工作
的目的和要求，提升辖区广大商户和群众对整
治工作的知晓率，引导商户到规定区域定点经
营，对占道经营和乱摆摊设点及乱堆乱放杂物
的商户进行劝导，并主动帮助他们搬运占道货
物、撤除违规货架；同时要求商户落实“门前三
包”责任制，及时清理店门口垃圾，保持门面周
围环境卫生整洁。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方羡）

黄墩镇：整治占道经营

干干净净迎春节

本报讯 1月 14日，宜秀区罗岭镇罗岭社
区二期蔬菜大棚种植基地，几位村民在大棚内
忙着给小青菜和有机花菜浇水、管护。

罗岭社区大棚蔬菜种植基地一期和二期
面积有40余亩。目前三期20亩正在进行土地
平整。“二期蔬菜大棚内种植的第三茬蔬菜有
小青菜和有机花菜。绿油油的小青菜在温暖
的棚内茂盛地生长着，春节期间，这些蔬菜将
包装好运到各地销售。”罗岭社区相关负责人
严劲文介绍，大棚蔬菜第一茬和第二茬种植收
益很好，第三茬也丰收在望。

近年来，罗岭社区依托城郊优势，盘活闲
置土地，打造富有罗岭特色的蔬菜产业。在蔬
菜品种上，社区积极引进优良品种，根据市场
需求，合理配置种植面积，提高土地产出效
益。去年，随着蔬菜大棚种植基地的建立，不
仅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同时，为部分村民就
近就业提供了岗位。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员 严文希）

罗岭社区：

大棚蔬菜种植助农增收

本报讯 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
连片的农田、整洁的小院、多彩的文
化墙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村文
化广场上，三五成群的孩子在玩耍，
整个村庄充满着喜庆详和的气氛。

华阳镇陶寓村地处望江县南
部，南临长江，北倚金盆湖。刚刚过
去的2021年，陶寓村大力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
们收获满满，幸福指数大幅提升。

陶寓村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

在提升乡村面貌的同时，为乡村发展
带来了活力。村“两委”班子成员分
片包保，并结合“美丽庭院”创建，动
员村民广泛参与，营造“美丽家园人
人建、美好成果人人享”的浓厚氛围。

陶寓村党总支书记韦章群介
绍，陶寓村美丽乡村现已建成一个
中心村、一个示范村，建成了文化大
舞台、文化广场等，对池塘、沟渠进
行了清理，并对地下排水管网进行
了改造，实现了村庄绿化、亮化及道
路硬化等，人居环境明显提升。现

在，由镇统一购买服务，专业保洁公
司负责村庄日常保洁工作。

自2018年 10月开始，陶寓村有
序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通过签
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包保承诺书，
动员全体村民广泛参与，村庄环境
不断美化。在开展环境整治工作
中，各自然村庄还成立了村民理事
会，环境管护工作制度上墙，实行

“门前三包”，建立了长效机制。
陶寓村东阁组村民倪虎，去年被

评为望江县“美丽庭院”创建示范

户。倪虎的家是一栋二层小楼，洁净
光亮，楼前场地没有杂物，家中厨卫
干净整洁，家具摆放整齐。倪虎说，
他虽然每天上班，早出晚归，但每天
都要抽时间把家收拾收拾，自己还种
了些花草和果蔬，也是要每天打理。

陶寓村始终坚持生态立村理
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发展活力明
显增强。春季，油菜花在农田中竞相
开放，白墙黛瓦的房屋掩映在绿树之
中；夏天，阡陌田野上一片绿色，处处
生机盎然；秋天，一阵风吹来，一望无

际的稻田掀起金色的波浪……
腊月里，家家户户忙着置办年

货，迎接新春佳节。“马上过年了，我
家的小孙子打电话吵着要赶快回老
家过年。现在村庄环境这么好，孩
子们都乐意回来玩耍。”陶寓村村民
郑华莲说。

“净”得彻底、“绿”得全面、“美”
得养眼。年味渐浓，风景秀丽的陶
寓村充满着喜庆氛围。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伊婷 田荣）

共建共享美丽村庄

图：

1月13日，怀宁县江镇镇新合村平菇基地里，工人们在采收平菇。 通讯员 吴庆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