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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安庆市“三化”同步打造长江生
态廊道风景线。工程化布局。实施长江防护
林等国家重点工程和四旁四边四创国土绿化
行动，提高长江岸线绿化水平。去年以来实施
长江防护林造林4.5万亩，木本油料基地造林
4.43万亩，特色经济林基地造林1.42万亩；实施
长江安庆岸线15公里范围内补绿复绿人工造
林 1.16万亩。系统化治理。推进“林长+检察
长”协作机制，压实各级林长管林护林责任，加
强长江岸线生态修复。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
树，选择杨树、枫香等耐水乡土树种，形成“四
季有景、花果飘香”的长江生态风景线。去年
以来创建森林抚育经营示范片0.21万亩，完成
森林抚育41.98万亩，实施退化林修复8.30万
亩。多元化投入。重点支持林区设施建设，保
障资金、用地要素供给，市县两级兑现2020年
奖补资金超过40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超20
亿元，累计建设林区道路960公里、建成排灌设
施900余处。 （林业）

安庆市“三化”同步

打造长江生态廊道风景线

本报讯 市人行强化信用体系建设助力
县域发展。一是综合运用政策引导、工具支持
等方式，推动银行机构依托信用村建设成果，
为农村经营主体提供信贷支持。截至去年底，
累计评定信用村23个，向4583户农村经营主
体放贷3.4亿元。今年以来，在全市范围内选
取试点村（社区）400余个，推进党建引领信用
村（社区）建设扩面深化。二是强化政府性融
资担保增信功能，加强金融财政政策联结、工
作联动。截至去年底，县域政府性融资担保公
司为1521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涉农对
象提供担保6.7亿元，为2099户县域小微企业
提供担保52.4亿元。三是创新推广“线下信息
建档+线上信用放贷”模式，将农户差异化、个
性化信息转化为标准化授信信息，批量入库形
成预授信白名单，实行自动授信和贷款自动审
批、随借随还。 （人行）

强化信用体系建设

助力县域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宿松县程岭乡龙安村精
心谋划产业发展，强力推进环境治理，着力建设
宜居乡村，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发挥优势打造产业基地。2019年，龙安村
利用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资金55万元，聘请
专人进行技术指导，建成香菇基地，每年增加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5万元。2021年，该村利用
项目资金65万元，建成火龙果园，今年再投入
项目资金100万元，用于果园扩建和基础设施
提升。目前，该村以香菇基地和火龙果园为中
心，结合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开发余塘水库，
打造果园采摘、水库观光旅游、垂钓综合立体
性农业产业园。擦亮底色打造宜居环境。该
村以“中心村”为亮点，主干道为重点，宜绿补
绿，逐片清理。去年7月至今，投入30余万元
用于人居环境整治，营造干净整洁村庄环境。
该村还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开展文明家庭、星
级文明户评选活动，树立文明乡风。

（通讯员 杨益 全媒体记者 唐飞）

凝心聚力谋发展

真抓实干谱新篇

本报讯 3月26日上午，桐城
市嬉子湖镇蟠龙村一家现代农业生
态园里一派繁忙，工人们有的为果
树修枝，有的给鱼儿喂食，有的在
清扫鸡棚……

生态园种有樱桃、桑葚、桃
树、李树、梨树、猕猴桃、葡萄
等果树，一年四季有花有果，还
种有水稻、油菜和蔬菜，并且养
了一些家禽和鱼类。

公司负责人齐曙光先前在外地
创业多年，2015年回乡创业，在松
桂村投资建设了一个400多亩的现
代农业生态园。2019年，他又来到

蟠龙村发展，建设了这家现代农业
生态园，现有管理人员8人、固定
用工11人，并根据生产需要聘请季
节性临时工。

漫步园中，处处可见的科技元
素令人印象深刻：无人机在油菜
地上空进行飞防作业，桃园地面
有稻草覆盖不生杂草，管理办公
室一屏展示网络监控覆盖的园区
各处画面……

走过一片桃园时，齐曙光告诉
记者，覆盖在土壤上的水稻秸秆可
以保温、保湿、保肥，利用这项技
术，可以确保不长杂草，现在所有

的果园全部覆盖稻草，也解决了水
稻秸秆处理难题。

在管理办公室，通过一个屏
幕即可看到生态园20多个点位的
实时画面。齐曙光说，生态园正
在谋划建设一个物联网平台。建
设物联网平台预计投资 40 万元，
建成之后，能够提高产品质量，
创新销售模式，进一步开拓苏浙
沪市场。

记者采访时，处处可见工人们
忙碌的身影。管理人员方文许开着
三轮摩托车，运送工人到各个点
进行作业。方文许说，今天共有

五六十人在园中工作，日常都有
十几人，由他提前联系。今天主
要是对油菜进行无人机飞防作
业、清理鸡棚、给鱼儿喂食等。省
内农业、园艺机构的专家会不定期
来指导，尤其是一些新的果树品
种，更需精心呵护。

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
和创新，发展现代农业，同样离不
开懂农业、会技术的“新农人”。

在 20 多亩的樱桃园，樱桃树
上方已经布设了一层防鸟网。这些
樱桃树为优良品种，今年即将大量
挂果。67 岁的工人范庆德戴着帽

子、手套，拿着梯子，正在园中四
处检查、修补。

“这种樱桃口感好、产量高。
樱桃好吃树难栽。防鸟网是今年拉
的，这段时间风大雨大，要赶紧把
防鸟网破损的地方修补好，只要有
一个漏洞，网就白拉了，整个樱桃
园都会有损失的。”范庆德说。

范庆德说，他前年回到家乡，
来到生态园工作。这几年，家乡像
他一样有不少人从外地回来就业。
去年，他的收入有3万多元。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周惠玲）

懂农业、会技术的“新农人”为农业生产注入新动力

生 态 园 ：科 技 赋 能 绿 色 发 展

天气晴好，春光明媚。一大
早，岳西县田头村蒋贻亮夫妇就
在自家茶园里忙活起来，他们
与十几位村民一起拔苗，将 10
万株茶树苗装车，发送给六安
市的一位种植大户。在岳西县
各乡村，像蒋贻亮夫妇一样从
事特色种养产业的人很多。近
年来，岳西县利用山场多的优
势，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促进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绿色生态茶
助农鼓腰包

清晨，石佛村茶农冯立彬就
在茶园里忙活，清除杂草。“为
了让人们喝上绿色、健康茶，我
家 的 茶 园 不 施 化 肥 、 不 打 农
药，采用人工或机器除草，只
施有机肥。”冯立彬说，像他一
样，全村 3300 亩茶园全部实行
有机化种植。全村人均茶园 2.5
亩，户均茶园9亩。

“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大家
都知道品牌的重要性，成立了茶
叶协会，提高茶叶品质，打造茶
叶品牌。”石佛村党支部书记王
军在提高茶叶品质方面摸索出一
套经验。为了鼓励村民不施化
肥、不打农药，村民买有机肥，
村里补贴40%；买锄草机，村里
补贴50%，以此来降低村民发展
有机茶的生产成本。

“由于一直注重茶叶的品
质，我的茶叶已经名声在外，每
年制作的茶叶，不用跑市场，在
家就能卖出去，现在茶叶年产值
达到百万元。”古坊乡下坊村茶
农刘文兵说，他种茶一直不用化
肥、农药和除草剂，种植的茶叶
生态环保，品质好，十分畅销。

岳西县立足县情实际，把做
优做大做强茶产业作为推进乡
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岳西翠兰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

价值达19.65亿元。2021年，全县
茶园总面积达18.5万亩，年产茶
叶6300吨。

小小“蚕宝宝”
铺就致富路

岳西县除了壮大生态茶叶主
导产业外，还不断培养本地传
统蚕桑产业。蚕桑作为岳西县
重要的农业支柱产业，全县 24
个乡镇中就有 15 个生产蚕茧，
桑园总面积约8万亩，养蚕农户
有1.67万户，是名副其实的“中
国蚕桑之乡”。

春季，是桑树种植的最佳时
节。白帽镇南庄村蚕桑产业基地
一派繁忙，镇村干部与村民一起
栽植桑树，建设面积达一百多亩
的桑园。镇农业中心技术人员也

来到现场，就如何整地、开沟、
挖坑、栽苗、定杆等详细讲解、
现场示范。

来榜镇斑竹村花屋组村民徐
东升说：“我今年61岁，19岁时
开始养蚕，现在种植蚕桑 8 亩。
2021 年养蚕 500 盒，增收 13 万
元。”此外，他还担任村里的蚕
桑技术员，给当地村民传授养蚕
技术，科普病虫害防治、蚕室消
毒知识。

来榜镇种植蚕桑历史悠久，
全镇共有高标准桑园1.6万亩，占
全县面积的四分之一。2021年，
来榜镇饲养蚕种2.6万盒，产鲜茧
1300吨，产值5200万元，户均增
收7000元。

近年来，岳西县蚕桑产业实
现集群化发展。在莲塘村现代蚕
桑产业园，园区采用“龙头企

业+合作社+村集体+农户”模式，
实行规模化、集约化、工厂化养
蚕，蚕茧一年可收6季，产量和
品质都得到极大提高。

岳西县培育出一批规模大、
品质优、桑园成片的现代蚕桑产
业基地。2021 年，该县新建和
改造桑园 2000 多亩，桑园面积
达8万亩，全年饲养蚕种8.75万
盒，产鲜茧 5315 吨，鲜茧收入
2.62亿元。蚕桑生产综合利用产
值 达 7227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15%，蚕桑生产规模连续13年位
居全省第一。

种植高山菜
产出效益高

彭世富是茭白种植大户，
2019年他在金杨村村“两委”的

支持下，牵头成立茭白合作社，
与60多户村民一起种植茭白，采
用“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经
营模式，种植茭白 150亩，除去
农户分红，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
入3万多元。

“我家种了5亩茭白，去年收
入3万多元。”金杨村村民叶春汪
笑呵呵地说。过去，叶春汪家经
济困难，现在，每年种完茭白，
他还能外出务工几个月，家里渐
渐富裕，盖起了楼房。据统计，
岳西当地90%以上茭白种植户先
后住进了新楼房，当地群众亲切
地称为“茭白楼”。

为了扩大规模，保障茭白的
品质，岳西县建设种苗繁育基
地，推广茭白苔管育苗。同时，
该县在低海拔地区试种茭白，亩
均效益也达到万元以上。

在双河村，村集体把土地统
一流转过来，交由双河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种植高山辣椒、西红柿
等，成功带动村民30余人就业，
村集体年增收9万余元。

岳西县依托良好的生态环
境，大力推动高山生态蔬菜规模
化种植，打通产销路子，助农增
收致富。2021年，全县高山蔬菜
种植面积 14.65 万亩，产菜 15.66
万吨，产值5.89亿元；其中茭白
5.87万亩，产量6.94万吨，实现
产值2.84亿元。

近年来，岳西县加快发展现
代农业，推进高标准农田、特色
农业基地建设；投入大量资金，
新建或改造茶园、桑园、高山蔬
菜等特色产业基地。今年，岳西
县将持续推进质量兴农和品牌兴
农，做足“特”“优”文章，持
续推进特色种养业发展，拓展延
伸产业链，实现农业产业高质量
发展，促进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增收致富。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梁月升

立足资源禀赋 发展生态种养

岳西：特色产业助增收

岳西县白帽镇农技人员指导南庄村村民栽种桑树苗。通讯员 蔡春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