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2日，在望江县华阳镇安徽省
圣丹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内，不同类型的
除草剂产品正在被搬往集装箱货车内。
近段时间以来，该公司开足马力抓生产，
先后有近10万件产品运往东三省和两
湖、两广地区。

圣丹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大田除草
剂研发、生产、销售和农业技术服务的综
合性企业。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大技改投
入力度，增加机械化生产线，产量和产值
稳中有升，形成了上扬的发展态势。预计
全年可生产各类碳素产品15万吨，今年

第一季度实现产值4800万元，与去年同
期相比增长15%，上缴税收20多万元。

同样坐落于华阳镇的安庆市雷池建
材有限公司采用绿色环保的生产工艺，建
有专门的搅拌车、泵车冲洗台，2021年实
现产值6000万元，上缴税收180万元。“今
年一季度我们公司产值为1790万元，目前
订单量充足，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雷池
公司相关负责人周应松介绍说。

华阳镇紧扣“高质发展、后发先至”
主题主线，出实招、办实事，勇担当、勤作
为，积极促进辖区内规上工业企业健康

有序发展。与此同时，该镇牢固树立优质
服务意识，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充分履行
服务职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为企
业发展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跟踪服务。

在得知镇内个别企业对于项目申请
和环保排污许可等网上操作有困难后，
镇“四送一服”工作组立即与县相关部门
对接取经，并上门“面对面”教学，对于企
业线上登录、项目申报、环保排污许可等
网上操作项目手把手指导，确保后期企
业有专人负责，实时把控。此外，华阳镇
还大力实施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工程，全

面做好企业内外道路、用水用电、天然
气、排水排污配套等要素保障，有效推动
规上工业企业良性发展、做大做强。

华阳镇目前现有纺织业、新型建材、
板材加工、服饰加工等产业领域的14家
规上工业企业，一季度总体运行情况稳
中向好，实现产值1.57亿元，产销两旺，
发展势头强劲，呈现出一派红红火火的
可喜生产局面，有力地推动了镇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伊婷 杨睿智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华阳镇：镇域经济喜见“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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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24日，宿松县
高岭乡青云村的村民正在栽种
梨树，这里是一片荒山，面积达
50亩，今年村委会从村民手中流
转过来，种植翠玉、翠冠两个品
种的梨树共4000株。

青云村现有梨园共75亩，明
年可成林挂果，还有柑橘园 50
亩，稻虾连作500多亩，另外小面
积种植草莓、螺丝椒等，周边基
础设施配套齐全，整个村庄就是
各种果蔬的世界和各类产业的
集中区。

青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唐中说，以规模化、标准化、机
械化、产业化协同发展为重点的生
态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有效
提升了农村综合生产能力。

在石妹养殖合作社，今年
开年，仅龙虾产业一项销售额
就超过25万元，年销售额预计
超过百万。

村民们从事生态农业种植
和相关工作，在家门口吃上特色
饭，日子越过越好。 村民唐金
发感叹乡村之变：还是这座山、
这片田，如今不仅长出了“金谷
子”“金果子”，也长出了创意农
业、果蔬加工等新产业。

“我们保持农村田园风光，
保护好青山绿水，实现生态可持
续，确保农民参与和受益，带动
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让农民充分
分享发展成果，更有获得感。”高
岭乡乡村振兴办主任杨勇说。

（通讯员 司舜 胡锋）

宿松：

田园“长出”新产业

本报讯 4 月 26 日下午，
迎江区政府与区检察院召开

“府检联动”工作机制第一次联
席会议，标志着我市首个“府
检联动”工作机制正式建立。

迎江区创新实施“依法行
政+检察监督”社会治理新模
式，“府检”双方通过联席会
议、信息交流、案件协商、会
签文件等形式组织开展日常工
作，检察机关及时向区政府及
行政执法机关通报、交流公益
诉讼、行政检察、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协作、检察建议
落实等6个事项，政府有关行政

执法机关及时向检察机关通报
交流法治建设、依法行政、行
政规范化文件、行政复议案件
办理等8个事项，对有关重点工
作推进落实、重大决策部署以
及行政执法过程中需要检察机
关予以支持保障的具体问题、
检察监督中需要行政部门配合
支持的具体事项以及需要化解
的行政争议等定期进行互通、
交流、协作解决，推进“府
检”之间工作协调一致、高效
运行，以更精准的举措加强检
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推进法
治政府建设。（通讯员 张芳）

迎江:
建立全市首个“府检联动”工作机制

本报讯 望江县通过源源
不断金融活水，为实体经济“贷”
来新发展。1—3月份，全县金融
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08.39亿元，
同比增长19.09%。

4月26日，望江县鸦滩镇望
马楼村种植大户郝军正忙着采
摘春茶。看着大片绿油油的茶
树，郝军心里乐开了花。“50万元
的贷款两天时间就审批下来了，
还能享受优惠利率，银行的服务
让人舒心。”郝军说，有了这笔
钱，春茶的采摘、加工、包装、出
售都不会被耽误。

今年来，郝军承包了300亩
山地用于白茶种植，种植规模较
往年扩大了近一倍，茶苗、农药、
化肥、人工费用成本也增加不
少，经营压力很大。就在郝军犯
难的时候，望江农商银行的上门
走访帮他解决了资金难题。

与郝军一样，在鸦滩镇开办
童装企业的吴忠正最近也遇到
了资金难题。吴忠正曾在浙江省
湖州市织里镇从事童装加工，去
年他回到家乡开办了一家童装

企业。在想扩大生产规模之时，
资金短缺成了他面临的难题。一
筹莫展之际，农行望江县支行30
万元的“童装贷”解了他的燃眉
之急。吴忠正说，有了这笔“及时
雨”，他的创业信心更足了。

今年以来，望江县各金融机
构深入全县10个乡镇走访调研，
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着力点，主动
送贷款服务上门，帮助59家企业
协调解决融资需求1.53亿元；同
时，以“贷动小生意，服务大民
生”活动为载体，推动县农商行、
县邮行、县农行解决1680户个体
工商户融资需求3.96亿元。

为发挥金融助力实体经济
的作用，该县谋划制定了17个行
动子方案，积极谋划乡村振兴金
融项目，大力推广“裕农通”“邮
担云通”等涉农金融业务，全方
位、全链条、全流程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3月份以来，该县为实体
经济（含农户、小微企业）增加贷
款9.9亿元。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
讯员 柯思德）

望江：

引金融活水润实体经济
“根据实践，茶叶烘干采用百叶窗式

烘干机，让杀青后叶梗与叶上的水分均
匀散发，烘干效果好，不能用提香机来进
行烘干。”“谢谢齐站长，这可是‘硬科技’
啊。”这是今年茶叶采摘加工期间，一位
个头不高，身材偏瘦的中年汉子，在大
塘、蒋潭等村巡回指导时，与茶农交流的
内容。这位中年汉子，便是桐城市唐湾镇
农业站站长、驻大塘村工作队副队长、共
产党员齐汪林。

二十六载传科技

26年前，齐汪林从农校毕业，毅然选
择了别人不愿去的山区唐湾，在这里深深
扎下了根。二十多年来，他翻山越岭，汗水
洒遍了全镇山场、林地、河冲的沟沟坎坎。
通过走访调研，齐汪林发现，这里生态环
境优越，必须利用绿色资源，打造农业特
色，扩大支柱产业——茶产业，探索有机
农作物种植，走生态农业发展之路。

为做好“茶文章”，他起早摸晚，披荆
斩棘，在高山丛林中攀爬，引种、试验、推
广优质小花茶，组织茶叶大户参加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扶持引导雾聚岭、白云尖
等合作社创建生态茶园基地，全面实施

标准化生产，多次组织本地茶企参加茶
博会，推介本土茶叶，唐湾产小花茶逐渐
走出大山。

唐湾山多地少，且大多数属于山高
水冷的冷浆田，单产低，群众收益低。为
提高单产，齐汪林引进、推广优良品种，
推广良种良法配套。在长期实践中，他因
地制宜，摸索出有机稻种植技巧。他的爱
人唐翠萍，在他的影响下，注册成立了翠
萍家庭农场，流转梯田，采用传统耕作模
式和病虫害生态防治技术，种植高品质
有机稻，生产“山親”牌高品质有机米，通
过电商销售，带领山区群众共同富裕。

“刚开始齐站长叫我试种有机稻，我
很快就试种成了，还成立了桐塘香合作
社，有机稻收入一年比一年高。没有他的
精心指导，哪有我的今天？”大塘村村民
姚承高这样说。

目前，翠萍农场有机稻种植如燎原
之火，由长岭传播至蒋潭、铜锣，仅蒋潭
村有机稻种植面积就达100多亩，带动
村民增收二十多万元。

为谁辛苦为谁甜

2018年 4月，齐汪林被选派到蒋潭

村任扶贫工作队副队长，此时他的二宝
刚满4个月，作为顶梁柱，正是家里需要
他的时候。一头是工作，一头是家庭，这
位当时有着19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来到山区村蒋潭，齐汪林骑着电瓶
车，对26个村民组全面走访，将全村所
有农户的住房、人口、家庭情况摸得清清
楚楚，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

驻蒋潭村两年多来，他与村“两委”
一道，加班加点，风里来雨里去，黑夜连
着白天干，在雾聚岭茶叶、有机稻和中药
材等绿色产业种植上下功夫，在中共桐
怀潜一大会议址等红色旅游打造上下功
夫，2019年蒋潭村荣获安徽省产业扶贫
十大示范村。

作为站长，除了驻村扶贫，他还要兼
顾唐湾农业站的事务，承担土地确权登
记颁证、农村“三变”改革、农村集体资产
清产核资和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等工
作，忙得连轴转。驻蒋潭两年多来，齐汪
林晒得更黑了，脸庞更瘦了。

大塘村脱贫户华石明，在村“两委”
和驻村工作队帮扶下，利用山场发展养
殖业，注册成立天堂寨家庭农场。农场种
植的水稻、山芋、玉米等作物秸秆喂养

100多头牛羊，牛羊粪肥田，物尽其用，形
成良性循环。“感谢齐站长对我的关心和
指导，现在我养羊养牛，越养越顺利了。”
这是2022年4月的一天，养羊大户华石
明对上门指导的齐汪林由衷地夸奖。

从农业站站长到驻村工作队副队
长，从蒋潭到大塘，驻村地点转移了，
但他为山区群众服务的初心，一点没有
改变。

自2017年起，每年在翠萍家庭农场
有机稻种植基地举办“桐城唐湾插秧
节”，多次举办秋收节，吸引游客、城
区家长和孩子前来体验传统农耕文化，
并以此推广有机稻种植，带动山区群众
共同创富。

齐汪林住在唐湾镇农业站宿舍，那
也是他落在山区的家，房子并不宽敞，屋
子里摆了许多粉丝、薏仁米、苦荞麦、茶
叶、有机米等农产品。齐汪林爱人说：“它
们都是齐汪林帮助老百姓代销的农产
品，真是扶贫扶到了家里。一年忙到头，
顾着村里顾不着家里。大女儿到一百多
里外的学校上学，他顾不上接送、陪读、
辅导；小女儿也顾不上抱一抱……”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疏泽民 潘月琴

齐汪林：扎根深山 26 年为民富

齐汪林26年如一日，扎根深山，致力于群众致富，致力于乡村振兴，奉献青春，无怨无
悔，先后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优秀农技员、农民满意农技员，并获桐城市首届先进工作者、
安徽省农业特色产业扶贫先进个人表彰。

栾树与蚜虫又上新闻了

这些天，栾树与蚜虫“主演”的一年
一度“滴油”大戏又火爆上演了。栾树
在行道树中属于优良品种，季相明显，
春季观叶、夏季观花、秋冬观果，景观
效果较好。每种行道树都有自己的优缺
点，比如杨树和垂柳春季都会飘絮，法
桐落绒，栾树也不例外。栾树在每年春
季发新叶和秋后落叶两个时期最容易
招蚜虫，蚜虫的分泌物就会造成“滴
油”现象。

网友微评
银湖天真派：蚜虫是常见害虫，养

花达人肯定不陌生。蚜虫是个害，蚜虫
的便便却是没毒的。这玩意有个很好听
的名字——蜜露。听起来很好吃的样
子，有没有？你想啊，它为什么黏黏的，
就像化了的糖水一样？因为这玩意它就
是糖水啊！好像有些蚂蚁，还会放牧蚜

虫，用它们生产蜜露供自己享用。小东
西，还挺有心机。所以说这玩意确实能
吃，当然不建议尝试，毕竟野生蚜虫指
不定身上有什么细菌。不过说到底，这
玩意还是便便，又黏鞋，踩上去感觉还
挺恶心的，还是治理一下比较好。再者
说，蚜虫是害虫，对栾树多少还是有些
伤害的。

千千阙歌的阕：这类新闻，不说十
年吧，我起码看到过五年了……我就纳
闷了，既然每年都是一样的情况，既然
解决的方法只有打药，怎么就不能提前
打药呢？非要等群众反映，新闻报出
来？还是说这事并不重要，不怎么影响
人们的生活，不需要去治理？那有关部
门可以直说嘛，就直说不管了，又不是
什么大事，随它去呗。

还有人在非法捕捞？

近日，长江航运公安局安庆分局在

辖区江口水域开展专项行动中，连续破
获3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7人，收缴非法捕捞渔具7套，渔
获物13.15公斤。经审查，7名非法捕捞
水产品案犯罪嫌疑人均为附近村民，在
明知“十年禁捕”情况下，严禁使用的
非法捕捞渔具锚钩捕捞野生江鱼，不料
被公安、渔政部门联合执法人员抓获。

网友微评
Suso1234：7个人，渔获不到14公

斤，一人摊不到四斤鱼……你说啊，有
这种大半夜的在长江上折腾的精神，
干点啥不好？偏要干些违法的事情。
我上个月看到，望江就判了一例非法
捕捞水产品案，被告人不但要买鱼苗
增殖放流，还被判拘役了。首先，鱼
苗钱那也不是几斤鱼的价钱就能交得
掉的。不过，跟被判刑比起来，那些
金钱方面的损失都算小事了。很明
显，搞非法捕捞划不来，是亏得不能再
亏的事情，真的！

本报讯 桐城市大关镇胡
埠村37位联防长充分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奔走在村部各个角
落，不辞辛苦，为群众健康保驾
护航，为村集体建设贡献力量。

房列圣是胡埠村庙庄组村
民组长、联防长，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以来，他积极配合村委会，
上门宣传疫情防控各项政策，及
时汇报回乡人员信息，并指导他
们加强疫情防控措施。

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
孙六四，是胡埠村农中组的联
防长，他每天到村民组巡逻，
收集返乡人员信息，并时刻关
注着疫情防控的最新动态，通
过小喇叭、微信群等方式加大

宣传力度。在人居环境整治过
程中，孙六四看到村民对垃圾投
放不够重视，把河道当作垃圾箱
的情况时有发生，闲不住的孙六
四总是拿着垃圾钳和蛇皮袋捡起
了垃圾，用行动呵护美丽家园，
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村民的生活
习惯。

2021年底，白浙线特高压工
程启动，经过胡埠村，涉及到征
迁。房列圣和孙六四两位联防长
坚持每日上门入户解释政策，对
于在外务工的村民，他们一一电
话联系，通过不断地“磨嘴皮子”
打消村民的思想顾虑，保证签约
工作顺利完成。

（通讯员 刘尧）

桐城：
乡村联防长 连心更暖心

4月26日，怀宁县三桥镇湖滨村村民
在整治田地，准备种植黄豆。

近年来，三桥镇采取“村党支部+合
作社+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因地制宜
发展蓝莓、黄、蔬菜等特色种植，促进
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檀志扬 刘亮 摄

特色种植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