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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产业振兴是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的基础和关键。近年来，望江县
紧紧抓住乡村产业“牛鼻子”，通
过整合项目资金，建大建强产业
综合体，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带
动周边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取得
了显著成效。

从一片荒凉到一片繁忙

在望江县，有个特别的现象，
许多产业综合体都是崛起于废墟
之上，尤其是旧窑厂。

“由于望江黏土资源丰富，曾
经砖窑厂比较多。那时候，随处可
见大大小小的实心黏土砖窑厂。
当时的砖窑厂生产烟尘很大，周
边环境很糟糕，很多丘陵高岗也
被挖得千疮百孔。”望江县乡村振
兴局党组成员谢晖介绍，十多年
前，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实心黏土
砖窑厂全部关闭。“如今看来，当
初的政策，不光是带来环保方面
的改观，废弃的砖窑厂遗留下一
批闲置土地，为我们后来许多产
业综合体的建设提供了用地。”

4月 1日上午，华阳镇龙湖社
区农产品保鲜仓储基地车来车
往，一派繁忙。“就是旧窑厂，
关了好多年了。我家就在这边
上，看着这一块做起来的。”仓
储管理员胡国强正在登记入库货
品，谈及在家门口找到的新工
作，他表示满意，“骑车一两分
钟就到了，上班方便。工资也不
错，一个月四千多点吧。”

龙湖社区党委书记周满强介
绍，华阳镇是望江县的城关镇，在
交通方面相对有先天优势，非常
适合发展仓储等行业。于是，2018
年，该镇整合龙湖社区、莲花社
区、白沙村、计渡村、司阁村等 11
个村和社区的产业项目资金，在
望江县西环路龙湖商贸城与护城
新村交界处的废弃窑厂建设产业
综合体。“综合体建筑面积约7000
平方，建设投资1140万元。在当时
来说，应该算是规模比较大的产
业综合体了。”

虽说是“白捡”的闲置用
地，但在建设综合体时，望江

人为提高土地利用率，许多产
业综合体在厂房的屋顶还建设
了光伏电站。

龙湖社区的产业综合体同样
如此，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400千
瓦。这一项，又为该综合体带来了
每年35万元的收益，加上综合体
一年总租金80多万元，为相关社
区、村带来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百万元。

望江县太慈镇沈冲村，同样
有一个崛起于窑厂废墟的乡村产
业综合体，一个占地面积约57亩
的集食用菌种植、加工、光伏发
电、蔬菜冷冻链及分拣包装中心
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项目。该
综合体运营主体是一家颇具实力
的现代农业公司，公司负责人名
叫周茂胜。

“同心战‘疫’……”“加班加
点……”“奋战5小时，1500箱蔬菜
已装好，开始发车，助力上海！”在
平常，周茂胜在朋友圈发的照片，

只有蔬菜和蔬菜的装运。只是这
几天，这些照片配的文字，常常带
着“助力上海”几个字。他不仅仅
是发发朋友圈而已，每一批运出
的蔬菜，他都会仔细地检查一遍，
确保产品质量。

“我们标准一直都是这样。”
周茂胜说，对农产品高标准严要
求，公司才能有发展。“目前，我们
的蔬菜获得了许多品牌餐饮客户
的认可，这是很不容易的。”

公司的迅速发展，也为当地
群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收
入，这家年销售额3000多万元的
企业，单劳务方面的支出就有
1000多万元。按照在该企业长期
务工有200人计算，人均年收入差
不多有4万元。

位于杨湾镇杨闸村的产业综
合体同样崛起于旧窑厂之上，效
益同样明显，企业吸纳本地村民
32人就业，其中脱贫户17人，人均
月收入4000元；增加5个村集体

经济收入平均每村每年7.2万元。

从服装作坊到纺织大厂

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在望江县，很多产业综合体
都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比如
位于杨湾镇余埠村的纺织服装产
业综合体。

4月 1日上午，杨湾镇余埠村
产业综合体里，人们一如既往地
忙碌着。缝纫机的嘎嘎声，以及整
齐堆放着的纺织品，都在表明这
是一个纺织服装产业综合体。

“刚开始也就是一期的时候，
规模也不大，几间厂房，总共也就
400 多平方米，缝纫机也就 40 几
台，可想而知，用工那肯定也不超
过40人。”杨湾镇乡村振兴办主任
祝东福介绍，“不到五年的时间
里，现在综合体的面积是当初的
十倍都不止了。”

当然，增长的不只是面积。如

今的余埠村产业综合体，建筑面
积达 5000 平方米，预计年产值
4000万元，带动就业300余人。入
驻该综合体的企业，也变得更强
更大。其中，一家以专业生产户外
运动产品为主的公司，产品涵盖
棉衣、羽绒服、单衣、防晒衣、运动
裤等，目前是许多知名运动品牌
的代工厂。

“该纺织服装产业综合体是
整合衔接资金发展产业综合体的
成功实践。”祝东福说，近年来，杨
湾镇扎实推进产业提质增效行
动，强化产业项目谋划，用好产业
发展衔接资金，发展产业综合体，
实现规模效益，不断完善联农带
农机制。目前，建成了杨闸村、丰
大村、余埠村等多个规模大、带动
强、效益好的产业综合体。

同样越做越大、越做越强的，
还有位于长岭镇北门坦村的产业
综合体，一个纺织服装业集聚的
产业园。

该产业园总体规划占地面积
1000余亩，以纺织服装产业为主
体，按照小微园区功能科学规划，
分期建设，园内实现“五通一平”，
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拥有60间共
3600平米职工宿舍及食堂，可解
决约 300 名外地员工住宿及 600
人就餐；全民健身中心 1500平方
米，可以开展篮球、排球、羽毛球、
乒乓球、工间操、体育舞蹈等活
动；拟建占地30余亩小学，其中幼
儿园6个班，小学12个班，满足园
区员工子女就近就学……产业园
可提供 1600多个就业岗位，为村
集体增收500万元左右，并可望实
现年税收3000万元以上。

“目前望江共有投资500万元
以上的产业综合体22个。这些综合
体带动村集体年均增收超1400万
元，并带动1万余户脱贫户实现增
收。”谢晖说，近年来，望江县逐年提
高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
产业发展的比例。“从 2018 年的
50%到2021年的78.61%，今年预计
达到80%。资金的注入，为建设大而
强的产业综合体奠定了基础。”

全媒体记者 何 飞 通讯
员 虞学良 谢小兵

望江县投资500万元以上的产业综合体有22个

紧抓产业“牛鼻子”村里有了“大而强”

本报讯 自开展村 （社区） 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以来，宿松县委政法委通过一次全
覆盖的宣传、一张底数清的清单、一套规范
化的机制、一次全方位的督导，组织全县政
法干警、乡镇、村 （社区） 干部、网格员、
网格信息员等力量全方位投入疫情防控工
作，形成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无死角
的疫情防控工作格局。

开展一次全覆盖的防疫宣传。充分发动
网格员、网格信息员、网格政法干警、志愿
者等力量进村入户，通过微信、短信、一封
信等方式，广泛宣传疫情防控工作，形成人
人参与、联防联控良好态势。建立一张底数
清的人员清单。依托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
组织动员全县1337名网格员、1358名网格信
息员、243名政法干警等力量，通过大数据推
送、返宿人员自行报备、网格摸排等方式，
精准排查、动态掌握县外来（回）宿人员信
息，真正做到人数清、人头清、位置清、情
况清。落实一套规范化的管控机制。对县外
来（回）宿人员，分类落实相关措施，通过
发放告知书、公开信，做到居家隔离告知承
诺到位、核酸检测和健康监测到位、专人包
保到位、服务保障到位等。组织一次全方位
的督导检查。组织相关部门成立6个常态化村
（社区）专项督导组，实行包片督导，按照直
奔现场、实地察看等方式，每日对村 （社
区）疫情防控情况进行督导，确保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落实落细。日前，共发布通报 18
期，督促落实整改问题21个。

（通讯员 刘欢欢 张良）

宿松：“四个一”筑牢
常态化疫情防控防线

本报讯 为进一步扩大人民群众对检察
工作的知晓度，提升检察机关主动服务群众
的深度和广度，4月7日，怀宁县检察院组织
干警到月山镇、石镜乡等6个乡镇开展法治宣
传活动。

检察干警在乡镇综治中心、为民服务中
心、司法所等地通过发放宣传单页和现场宣
讲的方式，向乡镇干部、群众详细介绍了检
察机关民事、行政、公益诉讼三大检察职能
的具体内容，现场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解
答，并发放宣传单页400余份。

（通讯员 蒋小丽）

怀宁：检察官进乡村
开展法治宣传

本报讯 桐城市孔城镇早谋划、早准备，扎
实做好今年各项汛前准备工作，科学修编各类
防汛应急抢险预案，确保水利设施安全度汛。

成立镇防汛抗旱指挥部，镇党委书记任政
委，镇长任指挥长，分管副镇长任副指挥长，党政
班子成员及二级机构负责人为指挥部成员，同时
成立河、圩及小水库分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抢险
组、技术组、后勤保障组、转移安置组等。

针对该镇实际情况，组织编制了姜团圩应
急抢险预案，孔城河应急抢险预案及三座小水
库应急抢险预案，同时编制了小水库汛期控制
运行方案，确保水库汛期安全。积极筹备防汛
抢险物资，共筹集编织袋3万条、块石600方、
砂石料300方、杉木桩250根、防浪布1500平方
及铁丝、照明等用具，按照规定要求，分别在
河、圩、小水库所在地就近存放。

镇政府还成立了一支由50人组成的民兵
应急抢险队，村级成立5支共250人抢险队，另
外，选定部分村民作为机动抢险队员。

（通讯员 吴春富）

孔城镇：完善应急预案
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漳湖镇多措并
举，狠抓落实，扎实推进城乡居保民生工程。

该镇通过印制宣传单、制作宣传条幅、利用
微信群等形式，广泛宣传相关政策，做好参保扩
面和续保缴费工作。按照“便民、规范、廉洁、高
效”的工作理念，设立便民服务窗口，健全便民
窗口值班制度、首问负责制度、限时办结制度和
一次性告知制度等。完善60周岁以上待遇领取
人员“不见面”认证机制，开设工作人员进村入
户、村文书代办、远程视频认证等业务方式，提
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村务政务服务水平。

目前，该镇完成待遇领取人员发放4580
人，发放率100%，完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参保缴费10819人。 （通讯员 嵇奕华）

漳湖镇：扎实推进
城乡居保民生工程

本报讯 春花烂漫，美在乡
间。4月9日，怀宁县小市镇求雨
村的“牡丹园”里，牡丹花争相绽
放，美不胜收，许多游人纷纷拿出
手机拍照。

走进求雨村“牡丹园”，一缕
清幽的牡丹花香就款款飘来，清
雅、淡远、沁人心脾。走近花
池，这株牡丹枝繁叶茂、朵大如
盘。“美得令人窒息，以前我没有
看过这么漂亮的牡丹花。”游客陈
先生说。

“我们这里的‘乾隆牡丹’有
三大奇绝之处：一是寿奇，活了6
个 50年，且日渐显得茁壮；二是

色奇，花具扁平形，围绕花蕊有金
黄、大红、水红、浅红、半白半红
等5种颜色，故享有‘五彩珍珠’
的美誉；三是香奇，入村即可闻到
它的香气。”说起自家的“宝贝”，
求雨村党支部书记胡团结滔滔不
绝。据介绍，这株牡丹栽种已有三
百多年，经历代人精心守护，长势
日趋茂盛，享誉方圆百里，世称

“乾隆牡丹”。
“赏花经济”释放“美丽效

应”。2021年，求雨村列为省级美
丽乡村建设点，这两年，求雨村把
改善当地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深入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过去我们村是个
偏僻的小山村，交通不便，道路狭
窄，坑洼不平。随着‘赏花经济’
的带动和美丽乡村建设，如今的求
雨村已经发展成美丽乡村示范村和
乡村旅游村。”胡团结骄傲地说。

“我每天早上六点起来扫院
子，收拾一下房前屋后，平时看到
哪里脏了就随手扫一扫、收拾一
下。现在更是天天如此，因为每天
都有客人来赏花呀。”住在“牡丹
园”对面的村民李松永介绍，为了
让小院看起来更漂亮，她还买了各
种各样的花草装点院子。和村民李
松永一样，“牡丹园”周边90户人

家都变着法子让自家的环境更美。
农村人居环境的提升，不仅让

村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也推
进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如今的求
雨村，依托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发
展“农业+旅游”，引入精品民宿、
农家乐、茶社等乡村休闲旅游新业
态，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资
源，充分释放“美丽经济”巨大能
量，村民人均年收入大幅提高。

提到村里这两年的变化，“不
仅是环境变漂亮了，村民的文化生
活也丰富了。这里每天都有村民跳
广场舞。”胡团结说。

乡村旅游业融合发展正焕发新

活力。赏鲜花、吃农家饭……村庄
变成了花园，农村变成了景区，村
民也从卖产品转为“卖”风景，求
雨村以花为媒的新兴产业链正在延
伸，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

“不能让外地游客只挤在求雨
村赏花，我们想方设法让游客多看
看小市。”小市镇党委书记孙青松
端出“大盘菜”：着力打造乾隆牡
丹、长诗圣地、观光农业等为主的
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让游客多一
种体验、市民多一项休闲、农户多
一份收入、乡镇多一张名片。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檀志扬 张冰）

“赏花经济”带热乡村旅游

本报讯 宜秀区五横乡虎山村
种红薯、做手工粉丝的传统由来已
久，红薯粉丝成为这里的特色农产
品。4月7日下午，记者来到虎山
村。春暖花开时节，当地正处新一
年度的红薯育苗期，红薯苗将于5
月份栽种。

虎山村党总支书记吴卫介绍，
虎山村有山地 3000多亩，每年栽
种一季红薯，村民几乎家家都种，
其中，村集体红薯基地有 70 多
亩。红薯的吃法很多，蒸、煮、
烤，可以做成特色小吃山芋角，主
要是加工成红薯粉，红薯粉制作的
菜肴就更多了，如山粉圆子烧肉、
粉丝系列菜肴等，手工粉丝是虎山

村的一大特色。
2014年，虎山村建起了村集体

粉丝加工厂，每到10月份红薯采收
时节，当地村民或将自家红薯直接
卖给加工厂，或自家通过手工做成
红薯粉再卖给加工厂，加工厂收购
过来后再加工成粉丝，一年加工量
达到2万斤。2021年，加工厂进行了
高标准重建。

近年来，虎山村按照“一村一
品、一村一特色”的产业发展战略，
发展特色产业，依靠虎山村得天独
厚的地理优势、田园风光和自然资
源，积极谋划特色红薯产业发展。通
过红薯基地和粉丝加工厂的建设，
有效带动本村及周边村民务工，户

均年收入提高近3000元。
然而，在加工厂加工红薯粉的

过程中，富含淀粉的粉浆一直以来
都是粗放处理后再天然净化。加工
厂建有 100 立方米的露天处理池，
用于粉浆的自然分解，处理池会散
发一定程度的异味，对环境产生一
定影响。

随着虎山村特色红薯粉丝产业
的蓬勃发展，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成
为粉丝加工厂建设的一项重要任
务。今年3月，加工厂污水净化项目
开工，目前项目已经基本完工。在粉
丝加工厂内，吴卫对污水净化项目
各个环节介绍起来：“污水净化项目
分为设备处理区和氧化塘，加工红

薯粉产生的粉浆，进入三格式净化
池后再进入絮凝沉淀设备处理，逐
步净化达标后依次进入两个氧化
塘，其中一个利用的就是先前的处
理池。两个氧化塘栽种了水生植物，
不仅美化了环境，塘里的水还可以
用于灌溉等。”

粉丝加工厂的生产污水经收集
后集中处理、达标排放，有效减轻了
对环境的影响，氧化塘的景观效果
也得到了周边群众的称赞，虎山村
实现了人居环境和经济发展“双

赢”，一幅百姓富、生态美的画卷正
在徐徐展开。

吴卫说，今年10月份红薯采收
时节，污水净化项目将会全面投入
使用。加工厂马上就要装修，同时
按照标准化建设要求将各个功能间
规范设置起来，包括更衣间、储粉
间、刨丝间、包装间等，卫生环境
将进一步提升，粉丝生产将更加标
准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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