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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五四”青年节之
际，太湖县举办了以“青春助力
双招双引 携手点亮太美太湖”
为主题的对话企业家活动，上演
了一场青年创业者之间的心灵对
话。这也是太湖首次举行“对话
企业家”访谈直播活动。整场活
动通过太湖县政府微信号、视频
号，太湖融媒+抖音号，创业太湖
视频号等平台进行了全程直播，
社会反响良好。

本次活动由太湖团县委和太
湖融媒体中心联合举办，邀请了
6 位太湖籍在上海、深圳的创业
精英以及落户太湖经开区的创业
能人先后做客直播间，分别通过
沪深远程连线、现场面对面的方

式，与主持人和广大网友进行深
度对话。现身说法，与广大网友
共同分享创业成功的经验，为太
湖高质量发展与青年创业提出意
见和建议，希望以商招商、以情
招商、以商安商，共建互赢，共
谋 发 展 ， 着 力 打 造 “ 中 国 膜
都”，助推太湖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

直播现场还邀请了该县招
商中心负责人，宣传太湖招商
引资政策，就政策进行解答，
以 及 借 机 推 介 天 华 谷 尖 茶
叶 、 花 亭 湖 有 机 鳙 鱼 和 五 千
年文博园等太湖农特产品和文
化旅游。

（通讯员 刘辉 叶玲玲）

“对话企业家”

直播访谈共谋发展

本报讯 日前，太湖县寺前
镇塔镇村村民路体阳的父亲离
世。路体阳及他的家人响应移风
易俗号召，根据老人生前意愿以
及家属意见，决定丧事从简。通
过微信、朋友圈等方式发布讣
告，通知亲朋好友参加追悼仪
式。在两小时不到的简单吊唁
后，即将老人送回老家安葬。

“父亲在世时，做儿子的尽了
孝心，把钱花在老人身上。人不
在了，悼念的方式很多，最重要
的是记在自己心里，不在花钱的
多少。现在一切从简，不盲目攀

比，既减轻了我们儿女的负担，
也遵从了老人的遗愿。”路体阳
说，老人家中的亲朋好友、周边
邻居也纷纷对该户丧事简办、厚
养薄葬的做法表示认同。

近年来，寺前镇深入开展乡
村文明行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
更新观念，把“破除陋习，树立
新风，推进移风易俗”作为提
升文明素养、推动乡村振兴的
重要举措，形成丧事简办、厚
养薄葬、杜绝浪费、摒弃陋习的
新氛围。

（通讯员 叶玲玲）

寺前镇

丧事简办移风易俗树新风

时值采茶旺季，连日来，花亭湖
畔海拔700多米的太湖县晋熙镇程岭
村，成群的村民在云雾缭绕的茶园里
采摘新茶。

“公司现有高山茶园420多亩，新建
了茶叶加工厂，年产值200多万元。在做
好日常经营和管护的同时，为周边村民在
种茶、制茶、卖茶等方面提供技术指导和
农技服务，带动村民共同发展。”县某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程勇说道，公司
每年还要支付村民在茶园采摘、锄草、修
剪的工资70多万元，帮助周边农户代收
代购、加工茶叶，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每天下午五时多，提篮的、背袋的
村民开始络绎不绝地走进茶叶加工厂，
将刚刚采摘的鲜叶送来交售。厂里的工
作人员忙着察看鲜叶质量、过磅称重、
定价、登记，然后摊凉、分拣……厂房里
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鲜叶顺着加工机器的各个流程，不
停地运转，从股股清香到浓浓馨香，一
抹抹茶香久久不散。程勇的儿媳鲁桂娟
则在茶房里将茶叶收购、加工、品茶的
各个环节进行网络直播，引起网友关
注。“直播传出去的是家乡沁人心脾的
香茗，反馈回来的则是远方好茶、敬茶、
爱茶者对太湖茗茶的向往和青睐，以此
更好地扩大太湖茶叶的对外知名度。”

程岭村平均海拔600多米，气温比
建城区要低3到5℃，常年云雾缭绕，日
夜温差较大，因此这里的高山茶园开园
比一般茶园要晚二十天左右。但在这种
良好自然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茶叶，品质
更好，深受爱茶者的喜爱。

程岭境内的高山云雾茶场面积在
1000亩左右，每年春茶采摘均能带动两
三百多人就业增收，茶产业正日益成为
广大村民增收致富的一项主要支柱产
业。该村也秉持产业兴则农村兴的发展
理念，在“提升品质、唱响品牌”上狠下功
夫，着力打造绿色高端有机茶，带动村民
持续稳定增收，共谱乡村振兴之歌。

“县里刚刚举办了首届天华谷尖茶
文化旅游节，这对进一步打响天华谷尖
公用品牌发挥了极大作用。县茶叶协会
也将进一步加大品质和品牌的监管力
度，不断提升茶叶品质、擦亮太湖茶叶
品牌，推动太湖茶叶声名远扬。”已经从
事茶叶生产经营30多年的程勇说道，首

届天华谷尖茶文化旅游节和天华谷尖
原产地头茶云拍卖会，其中150克原产
地采摘并用传统手工制作的天华谷尖
头茶拍出76888元的价格。

不仅如此，在海拔700多米的天华
镇天华谷尖原产地和百罗湾绿茶园，这
里独特的高山气候滋润了天华谷尖茶
的独特品质。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赵朴初

先生所赞《咏天华谷尖》一诗：“深情细
味故乡茶，莫道云踪不忆家，品遍锡兰
和宇治，清芬独赏我天华。”更是将故乡
的茶赞到了极致。

在 400 多米的牛镇南阳村母子山
600多亩黄茶基地、在300—500米的汤
泉乡苗石村帽子山800多亩黄茶白茶基
地、在寺前镇洪畈村茶旅产业园，无不

毗邻“千重山色、万顷波光”的花亭湖，
温暖湿润的宜人气候为茶叶的生长提
供了独特的自然环境，茶园常年云雾飘
渺、宛若仙境，生长在这里的茶叶更是
饱含甘露、宛如仙草。漫山遍野、翠绿如
春的茶乡，处处勾勒出的是一幅幅“产
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茶园画卷。

通讯员 刘辉

高 山 云 雾 茶 飘 香

坚持生态优先 促进绿色发展

“林长制”做活林业实现长治长效
太湖县森林资源丰富，“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构成了县域自然风

貌。党的十八大以来，太湖县坚持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围绕“增绿、
护绿、管绿、用绿、活绿”做好文章。全县林业经济经营总面积24.8万亩，年销售收入
3.3亿元；油茶种植面积25万亩，毛竹种植面积18万亩，2021年实现林业总产值70亿
元。全县林业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春光明媚，位于刘畈乡洪河村的某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喻家来
正在他承包的山场上与工人们一道劳
动，不时交流林木抚育技术要领。

喻家来以前在江苏、上海一带从事
建筑装饰工作，并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手头逐步宽裕的他，经过一番谋划，
2015年回乡创业，回太湖经营山场。

“我来的时候，这边还是一整片的
芭茅山，人都进不来，整片的芭茅山
都是荒废的。”喻家来说道，开发山场
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为了保证
公司的可持续运营，他在发展油茶、

毛竹、茶叶等长效农作物的同时，在
位于洪河、乐盛、刘畈三村交界的乌
啼山山场及洪河村的和家山场林下套
种500多亩中药材，养殖土黑猪等短期
收益的产业，每年能够保证300多万元
的收入，以此形成“以短养长”的山
场开发良性循环模式。

通过近十年的努力，山场成功申
报2021年省级林业示范区。同时，每
年带动当地村民100多人务工，每年支
付工人工资100多万元。

洪河村是纯山区村，山场面积有
21000亩，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其

中荒山就接近5000亩。近十年来，该
村围绕荒山做文章，种植了油茶、茶
叶、毛竹、松杉树等。以前在老百姓
眼里一文不值的荒山如今摇身一变，
成为“金山银山”。

“我村结合省级示范项目建设，进
一步提升村级林业产业质量，把林业
工作做深做实，把昔日的荒山芭茅山
打造成花果山。在围绕‘五绿’上进
一步发挥增效作用，在群众增收方面
起到良好推动作用。”刘畈乡洪河村党
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治权说道。

洪河村的巨大变化，也折射出太湖

近十年来在山场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上
取得的巨大变化和突出成效。截至今
年，全县林业经济初步呈现“特色+规
模+品牌”的发展格局。培育林业企业、
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造林大户
等385家，经营总面积24.8万亩，年销售
收入3.3亿元。森林旅游业已成为全县
林业经济新的增长点，被评为“全国森
林旅游示范县”，荣获“第四届中国林业
产业突出贡献奖”。全县油茶种植面积
25万亩，毛竹种植面积18万亩，已经全
部完成30万亩芭茅山改造任务。2021年
实现林业总产值70亿元。

做强林产业 昔日荒山变金山

在弥陀镇真君村造林大户金志成
经营的2300多亩山场内，主要经济作物
油茶已初具规模，年产油茶鲜果6万斤，
压榨茶油1000余公斤。“实施林长制以
来，对老茶片实施低产林改造，对新茶
片给予产业奖补、林道奖扶，对油茶需
要灌溉的地方，给予水塘补助，我们造
林主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金志
成开心地说道。

弥陀镇境内多山，森林总面积达
145332亩。林长制改革启动后，该镇压
实林长制责任，细化工作清单，聚焦“增
绿补绿、护绿管绿”工作任务，推深做实

林长制，优化林业发展环境。2021年弥
陀镇造林绿化共计6.7万余亩，每年油
茶产量450吨，产值150余万元，大力增
加了全镇农业收入。

“全镇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镇域内生态防护林、退耕
还林工程造林，创生工程造林、集镇主
要道路旁分别设立镇、村两级林长责任
区，责任到镇到村。同时，制定了工作督
查考核信息报送及公开制度，规范林长
制工作，切实将林长制不断推向深入。”
弥陀镇镇长查小晶说道。

自林长制工作启动后，太湖县由县

委书记、县长担任总林长、分管副县长
担任副总林长,其他县领导任县级林长。
将全县区划为6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明
确6大功能区目标任务，落实县级林长
联系乡镇责任区。在各乡镇设立了乡
镇、村级林长，确保了全县范围内“一山
一坡、一园一林”都有自己的林长，实现
了森林资源网格化管理。同时，坚持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道路，着力创建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
区，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太湖样板”。

“党的十八大以来，太湖立足林业
资源，扎实推进林长制改革，统筹推动

‘五绿’并进，开展芭茅山改造行动三年
行动计划，全县30万亩芭茅山改造成了
茶山竹海，实现了‘林长治’的良好局
面，为建设绿水青山打牢了生态基础。
下一步，将发挥现有改革机制体制作
用，进一步推深做实新一轮林长制改
革，稳步实施‘六大森林行动’‘太湖县森
林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探索森林生
态产品有效实现途径，打造金山银山，以
林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全力创
建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先行区。”县林
业局局长詹志强满怀信心地说。

通讯员 黄德丰 徐虹 鲁平艳

做实林长制 打造生态示范区

村民在天华尖高山茶园采摘新茶。 通讯员 刘辉 摄村民在晋熙镇程岭高山茶园采摘新茶。 通讯员 刘辉 摄

牛 镇 镇 南 阳
村黄茶基地。
通讯员 刘辉 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太湖积
极践行“一改两为”行动，深入
开展“新春访万企、助力解难
题”现场办公活动，扎实推进

“百名干部服务重点企业”工程，
认真倾听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
的难题和需求，为98家企业解决
实际问题 156 个。举办招聘会 24
场次，为企业解决用工 1500 余
人。为企业提供担保 54 笔 2 亿
元，发放企业贷款190笔8亿元。

同时，建立健全惠企服务运
行机制，倾心为企业提供帮办、
代办服务，设立涉企服务窗口和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提供“周末
不打烊，全年无断档”服务，持续推
行“一门集中”“一窗综合”“一网通
办”的工作举措，以“马上就办”“办
就办好”的态度，做好企业诉求办
理的跟踪协调，全面提升办事效
率和惠企服务水平。

（通讯员 刘辉 杨达会）

“一改两为”

为98家企业解决实际问题156个

本报讯 “五一”假期，太湖
“本地游”“短途乡村游”，尤其是一
些饱含亲子时光的旅游项目受到
追捧。

位于太湖县城西乡凉亭村的
“印象凉亭”田园综合体正式开
园，迎来首批游客。该田园综合
体占地 100 亩，地处安九铁路和
105 国道新线旁边的城西中学附
近，既是凉亭村以实施美丽乡村
建设为牵引，大力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带动村民致富的一个乡村
振兴农旅产业项目，也是该乡在
拥有全县唯一的省级森林公园
——九井溪森林公园和城郊最美
最香打卡地——玖玖花海之后的
又一个乡村旅游景点。该综合体
通过整合资金，流转土地，目前
已建成采摘园、农家乐、亲子
游、垂钓等休闲娱乐项目。

在园内，慕名而来游玩的游
客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其中绝

大部分都是带着小孩前来助兴
的。针对亲子游旅游项目的火
热，凉亭村专门举办了首届亲子
旅游文化节，重点推出适合欢度
亲子时光的一些娱乐设施和项
目，像“父子齐心”过山车、有
奖智力问答等，均受到广大“溜
娃一族”的喜爱。

“我村采用村集体+公司的合
作方式，开启了以旅促农、以旅兴
村的乡村振兴新模式。抓住‘五
一’开园契机，在认真做好疫情防
控和园内安全的基础上，积极为广
大游客提供优质服务，让大家玩得
安心、舒心。同时，将以此为新的
起点，进一步规划田园综合体的拓
展空间，谋划好更多的游乐项目，
努力打造一个亲近自然、环境优美
的乡村旅游好去处。”凉亭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永峰看着络
绎不绝的游人欣喜不已。

（通讯员 刘辉 吴阳金）

乡村旅游

迸发兴村富农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