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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宿松县九姑乡扎实推
进“田长制”工作，全面促进耕地保护工作常态
化、制度化，建立全覆盖的耕地保护新机制。

加强舆论宣传，凝聚共识。进村入户发放
宣传单，并通过宣传车、大喇叭、悬挂条幅、微
信群转发等方式，做好“田长制”工作的宣传。
目前已累计悬挂标语32条、发放折页1100余
份、宣传车巡回20多次，设置乡村级田长制公
示牌10个。强化组织领导，压实责任。及时召
开专题会议部署“田长制”工作，成立“田长制”
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九姑乡田长制工作实施
方案》等规范性文件，明确10名乡级田长、8名
村级田长、47名村级网格田长、178名组级巡田
员的耕地保护责任。健全制度机制，明确职
责。建立健全乡级田长一月一巡查、村级田
长、网格田长、组级巡田员每日一巡查机制。
乡级田长、副田长负责组织开展日常检查、督
促考核，承担各项“田长制”工作的牵头、落实
和协调任务。村级田长负责落实和执行本村

“田长制”各项工作和制度，组织网格田长、组
级巡田员开展本村、本组日常巡查，并做好巡
查记录表和台账，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并迅速处
理解决。 （通讯员 刘升华）

九姑乡：推行“田长制”

守护“饭碗田”

本报讯 “这条路修了以后，比以前好走
多了！”3月28日，望江县华阳镇陶寓村村民朱
贤德开着货车，运送肥料到田里，他说，以前村
道狭窄，车辆进出不便，还经常堵车。去年，镇
村投入资金将村道拓宽，道路两侧的绿化、夜
间照明也全部提升，面貌焕然一新。

近年来，华阳镇把农村道路建设作为重要
的民生工程，相继投入1.6亿元资金用于“四好
农村路”建设，高质量完成了全镇305公里“四
好农村路”建设工程。

当日下午，清泉村的村道上，机械正在紧
张施工，这里原本4.5米宽的道路将拓宽至6
米。家住附近的村民胡丽高兴地说：“以前道
路窄，开车出行不方便。路拓宽后，出门就是
坦途，生产生活方便多了。”

今年以来，为了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华阳
镇还在农村公路沿线急弯、陡坡、临水临崖、事
故多发等危险路段，共安装护栏20多公里，每
处危险区域全部设置警示标牌。在“四好农村
路”建设中，该镇始终把质量监管、养护摆在建
设的重要位置，严把工程验收关，确保建设一
条达标一条，保障群众安全出行。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员 朱成君）

华阳镇：深入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

本报讯 今年3月28日是第27个全国中
小学安全教育日，迎江区检察院检察官走进华
中路第三小学，给学生们上法制教育课，增强
学生自我保护和安全意识。

检察官通过给学生讲解何为校园欺凌、校
园欺凌的危害，并重点讲述了如何应对校园欺
凌等，教育大家要增强法制观念，共同营造更
加良好和谐的校园环境。此次宣讲活动使学
生们对校园欺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法制观
念和自我保护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通讯员 沈亮 张芳）

迎江区检察院：

安全教育日 送法进校园

本报讯 春分时节，宿松县许岭
镇灯塔村绿色产业体验区内，栽种在
吴家堰堤坝上的200株柳树，绿绦如
瀑，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拍照。

“以前，吴家堰是淤泥滩，由泥
沙沉淀而产生淤积比较深，堰里的
水一年到头浑浊不堪；堰坝又窄又
低，杂草丛生。”灯塔村党总支书记
许天一说。近年来，许岭镇投入200
余万元，对吴家堰进行全面治理，清

除淤泥，加高加固堤坝，在堤坝四周
栽种了柳树，将其打造成景观带。

在灯塔村绿色产业体验区的中
心区域，占地1600亩的油茶种植基
地，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2月，这里
开满如雪的油茶花，在蓝天映衬下，
耀眼夺目。在油茶种植基地，还套
种了1000亩金银花，每年5月至 10
月花期，让人赏心悦目。2020年 11
月，灯塔村油茶种植基地被省林业

局授予“省级现代林业示范区”。
“这1600亩油茶树和1000亩金

银花既绿化了山场，也给游客带来
赏花和采摘的体验。”许天一说。油
茶种植基地自建立以来，每年向当
地居民支付土地租金30余万元，并
支付工人工资20万元以上，使当地
100余户家庭从基地的发展中获得
稳定收益。

在油茶山北边，是一望无际的

罗家赛湖。湖心，波光粼粼，水鸟飞
翔；湖边，水草如织，荡漾起伏。许
岭镇不断推进生态河湖建设，使罗
家赛湖湖水更加清澈，水生动、植物
生长更加旺盛。

近年来，许岭镇充分利用当地
丰富的山场资源、水面资源，坚持产
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苍翠欲滴的油茶种植基地、烟

波浩渺的罗家赛湖、柳色如烟的吴
家堰………行走在灯塔村绿色产业
体验区，游人不仅可以欣赏到美丽
的自然风光，还可以品尝到用现榨
的油茶油烹饪的菜肴，以及用保鲜
的金银花泡出来的香茗。

随着生态产业的发展，灯塔村
越来越美，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大幅提升。

（通讯员 孙春旺 陈兵）

坚持绿色发展 绘就生态蓝图

瓜蒌地里，8台挖机正在挖瓜
蒌根；温控大棚内，10多位工人忙
着分拣瓜蒌根苗、移栽瓜蒌组培
苗……春分时节，在潜山市黄铺
村有余瓜蒌基地，瓜蒌育苗工作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
要有特色。潜山市立足资源禀赋，
围绕“建基地、育龙头、树品牌、促
融合”的发展思路，将小瓜蒌培育
成富民强县的大产业。目前，全
市有瓜蒌种植基地6万亩，总产值
突破10亿元。潜山已成为全国最
大的瓜蒌种苗供应、产品收购加
工与销售基地，先后获批国家瓜
蒌种植综合标准化示范区、全国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前端抓良种繁育
不断推出新品种

当前，正是瓜蒌育苗的时
节。在潜山市黄铺村一排温控大
棚内，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将培
养皿中的试管苗移栽到营养钵
里，棚内气候温暖，前期移栽的瓜
蒌苗绿油油的，长势喜人。

“这些是组培苗，移栽到营养
钵里后，需要放在大棚里练苗近1
个月，待瓜蒌苗吐出丝来，就可以
下地栽种。”基地负责人程有余介
绍，组培苗一株能卖8元，他的大
棚里还有营养钵苗（每株5元）等
瓜蒌苗，这些瓜蒌苗是全国各地
的种植户下的订单，皆是现在的
主推品种，皖蒌 9 号、17 号和 20
号，约有50多万株，在4月20日前
得全部发出去。

今年59岁的程有余潜心瓜蒌
杂交育种，从事瓜蒌种植、种苗培
育20余年，他先后成功研究培育
出“皖蒌6、7、8、9、15”号五个新品
种，这些品种具有高产、高抗、优
质等特性，亩产达400斤、综合产
值达11000元。

瓜蒌原为野生中药材，早在
百年前，潜山就有庭院零星种植
瓜蒌的历史。上世纪90年代，潜
山农民李德祥从少数人家炒制瓜

蒌籽招待客人中发现商机，大胆
提出瓜蒌籽食用性课题，并将野
生瓜蒌经过驯化移入大田种植，
亩产瓜蒌籽达到110斤，综合产值
达2100元。

2000 年，潜山成立野葫芦
（瓜蒌） 生产办公室，并整合上
千万元资金支持瓜蒌生产。初始
阶段，因瓜蒌产量不高、瓜蒌籽
品质差等，农户种植瓜蒌积极性
不高。为改良瓜蒌品种，潜山农
业部门积极与安徽农业大学、安
徽省农科院、南京野生植物综合
利用研究院等加强合作，并积极
引导企业培育新品种，成功培育
出皖蒌1号、4号、5号、6号、7
号、8号、9号、12号、15号、18
号等10多个瓜蒌新品种。

潜山市农业农村局瓜蒌办主
任孙勇潮介绍，瓜蒌品种退化快，
故而需要不断研发新品种。爱钻
研的程有余每年都会投入大量资
金用于研发新品种，他建有50亩瓜
蒌种质资源圃，完整保留了潜山瓜

蒌的遗传品种及培育的优势品种
50个以上，还建有组培实验室，他
的1000亩瓜蒌地多半也用作了新
品种的试验基地。他培育的皖蒌9
号，因籽大、壳薄、滋味鲜，已成为
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品种。

“潜山每年要卖出瓜蒌优质种
苗1000多万株，已成为全国最大的
瓜蒌种苗供应基地。”孙勇潮说。

中端抓规模种植
推广标准化技术

“今年卖了七八万株块茎苗，
收入10余万元。”村民吴名发一边
挖瓜蒌根一边盘算着收益，“还有
5万株块茎苗可以卖，还能再收入
5万元左右。”家住五庙乡的吴名
发，通过参加培训及农技专家的
指导，他熟练掌握了瓜蒌种植技
术，2020年在县城附近租了40亩
地种植瓜蒌，年收入大幅增长。

瓜蒌全身都是宝，籽可食用，
瓜蒌皮和瓜蒌根可做药材，亩综

合产值可达5000至 10000元。多
年来，潜山大力培育瓜蒌产业，通
过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程及
开展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活动，在
全市各乡镇推广瓜蒌优质高产新
品种、高垄栽培、组培苗营养钵育
苗移栽、地膜覆盖、绿色防控、肥
水一体化等技术，提高生产效益。

“瓜蒌的病害都在 10到 15厘
米的表层上，必须把表层的土翻
到下面去，先移垄，再挖根，能减
少病虫害。”在王河镇中河村瓜蒌
园，瓜蒌种植大户许结华正在指
导村民翻耕土地。

王河镇现有瓜蒌种植大户16
户，瓜蒌种植面积3000亩，瓜蒌省
级龙头企业两家，瓜蒌产业从生
产基地到仓储加工、线上线下销
售等产业链一应俱全。2021年，
该镇因瓜蒌特色产业成功入选全
国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今
年，王河镇还将试点开展庭院瓜
蒌种植模式，采购优质种苗免费
发放农户，鼓励庭院种植。

目前，潜山有瓜蒌种植基地6
万亩，覆盖全市所有乡镇，年产瓜
蒌籽近6000吨，瓜蒌皮2000吨，
总产值突破10亿元。通过新品种
的选育与推广，辐射带动全国瓜
蒌种植面积达40多万亩。

后端抓加工转化
延长拓展产业链

走进潜山市一家瓜蒌籽加工
公司，远远就闻到一股奶香味，
2000平方米的车间内，5台炒货机
正在炒制奶油味的瓜蒌籽。车间
外，包装好的瓜蒌籽正在装车即
将发往上海。

“今天已经接到了5000多斤
订单，有南京的、合肥的、无锡
的……”公司负责人黄飞飞的手
机里，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
地的订单，“接到订单后，马上
就要炒，现在每天能加工5万斤
瓜蒌籽。我们根据市场需要，开
发出了奶油味、话梅味、椒盐
味、原味四种口味的瓜蒌籽，每
年能加工瓜蒌籽两三千吨，年销
售额2亿元。”

“潜山有瓜蒌产业省级龙头
企业 3 家、安庆市级龙头企业 5
家，去年瓜蒌籽的加工量是1.3万
吨，收购量1.5万吨，潜山已成为全
国最大的瓜蒌籽收购加工与销售
基地。”孙勇潮介绍，8家龙头企业
统一使用“天柱山瓜蒌籽地理标
志+企业商标”母子品牌管理模
式，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瓜蒌皮
等也已进入浙江、广东、山东、河
南、安徽等中药材市场。当前，各
企业还在开发瓜蒌酒、瓜蒌面条、
瓜蒌月饼等产品，对瓜蒌进行精
深加工，延伸瓜蒌产业链。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聚
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要求“大
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推动形
成‘一县一业’发展格局”。潜山
市将以瓜蒌作为“一县一业”特色
产业打造，通过品种培优、品质提
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等一系
列举措，推动瓜蒌产业高质量发
展，助推乡村振兴。

建基地 育龙头 树品牌 促融合

小瓜蒌托起十亿元大产业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朱礼普

潜山市黄铺村瓜蒌基地，工人们将瓜蒌组培苗移栽到温控大棚里进行炼苗。 通讯员 程新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