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初夏时节，宿松县
复兴镇高屯社区瓜蒌种植基地
里，一排排水泥柱上缠绕着一根
根翠绿的藤蔓，充满生机，成为

“美丽乡村”的一道亮丽风景。
“把瓜蒌的藤蔓缠绕在塑料爬

藤绳上时，千万不要将藤蔓的枝头
弄坏了，否则会影响瓜蒌后期的产
量。”5月10日上午，宿松县明中吊
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方明中来
到瓜蒌种植基地，指导农户将一根

根瓜蒌藤蔓缠绕在塑料爬藤绳上。
年近五旬的方明中是复兴镇

瓜 蒌 产 业 的 致 富 带 头 人 。 2011
年，他在复兴镇党委政府和高屯
社区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合作
社，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
模式，并以统一提供种苗、统一
提供技术指导、统一提供化肥农
药、统一收购的经营方式，带动
当地农户发展瓜蒌种植产业。

为了帮助农户从瓜蒌种植产

业中获得更多的收益，2020 年，
合作社投入 200 余万元，建造了
一栋深加工瓜蒌籽的现代化厂
房，购买了一条生产成品瓜蒌籽
的生产线，使每斤干瓜蒌籽经过
筛选、炒制、挑选、包装等工序
形成成品后，在市场上都能卖到
28 元左右，除去成本，其纯利润
要比以前多出 5 元左右。同时，
为成品瓜蒌籽注册了商标。在合
作社的带动下，复兴镇高屯社区

共有110户农户发展瓜蒌种植，种
植总面积达到 1500 亩。2021 年，
合作社共生产成品瓜蒌籽 22 万
斤，销售额616万元。

“劳动强度低，不愁卖，每年还
能净赚八九万元，上哪儿找这么好
的种植门路。”在合作社的带动下，
高屯社区脱贫户吴其发从 2017 年
以来，每年都要种植20亩的瓜蒌。

据了解，近年来，复兴镇党
委政府充分利用瓜蒌产业形成生

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发展优
势，以打造瓜蒌产业示范区为抓
手，积极引导农户整合闲置土地
资源，扩大瓜蒌种植面积，做大
做强做优瓜蒌产业。目前，全镇
瓜蒌种植户已发展到133户，种植
总面积 2100 余亩。2021 年，全镇
共出产干瓜蒌籽 63 万斤，创产
值 1260万元。

（通讯员 孙春旺 徐宿海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复兴镇：小瓜蒌种出大产业

点 击 DIANJI

2022年5月1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章学庆 电话：5325915 E-mail：dbrx5325915@163.com

视 点

本报讯 今年以来，桐城市孔城镇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努力做好项目双进、安全生产
等工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项目双进，服务带动提速度。落实项目审
批全程免费代办帮办服务，提前做好设计、地
勘、通水通电等工作，创建投资建设项目代办
帮办服务机制，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打
造亲商、安商的投资创业环境。目前累计完成
签订亿元以上项目3个。同时，加快实现项目
推进流程优化再造，建立全方位项目服务链
条，及时跟进、主动服务、精准对接，以“服务提
效”带动“项目提速”。

安全生产，落实企业“主”责任。通过层层
签订安全责任书，开展企业负责人安全教育培
训等，提高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各企
业加强宣传教育，开展员工安全生产知识培
训，举行应急演练。按照划分的责任区块，常
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加大执法力度，实行重大
隐患挂牌督办。

开展活动，为企业办实事。深入开展“四
送一服”“新春访万企”等活动，实施包保责任
制，开展上门服务。

（通讯员 方剑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孔城镇：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这条路修好以后，出门方便多
了。”5月16日，宿松县高岭乡青云村村民杨志福
开着三轮车，运送农用物资到田里。他说，以前，
这条村道狭窄，坑坑洼洼，农用车不好行驶。今
年，乡村投入资金将道路拓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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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岭乡主动作为，紧扣建好、管好、
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加快推进“四好农村路”
建设。今年，计划投入800多万元，完成11公里

“四好农村路”建设工程。当日上午，枫林村的村
道上，各种机械相互配合，紧张施工，将原本3.5
米宽的道路拓宽至4米。高岭乡公路站站长余
唐勇说：“以前这里道路窄，逢上雨天，道路湿
滑，两车相会时存在一定危险。现在路拓宽后，
群众出行将方便很多。”

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高岭乡还在农村公
路沿线急弯、陡坡、事故多发等危险路段安装
护栏，设置警示标牌。在“四好农村路”建设
中，该乡始终把质量监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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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员 严茂椿）

高岭乡：“四好农村路”
绘织民生幸福网

本报讯 5月 16日，迎江区检察院干警深
入社区，开展防诈宣传，帮助老年人提高识骗
防骗能力。

检察官采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结合典
型案例，对冒充“公检法”电话诈骗、“投资理
财”诈骗、保健品诈骗等几类常见诈骗形式进
行详细讲解，分析老年人易被诈骗的原因，提
出防范建议；同时，叮嘱老年人不要向来历不
明的人透漏自己和家人的信息，如遇可疑情
况，多与子女商量或者立即报警，防止不必要
的财产损失，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下一步，迎江区检察院将依法能动履职，
深入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切实维
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通讯员 张芳）

迎江区检察院：
进社区开展防诈宣传

新近，不少安庆老乡都在抖音
上刷到了“小圆哥的家乡情”视频。

见视频中的主角夫妇操着一口
家乡口音，网友便在评论中询问：

“你们家哪里的？听口音好熟悉。”
他们的回复，却小小地卖了一

下关子：“皖西秘境，上古之坊。”
当然，对于熟悉岳西县古坊

乡的人们来说，这并不算是一道
难解的题。早在2017年，人民日报
海外版便以《皖西秘境上坊村》为
题报道过这一地处大别山腹地、
皖鄂交界处的深山村落。于是，

“皖西秘境”的名头早已不胫而走。
至于“上古之坊”既表现出上坊村
历史悠久，也透露出“上”“坊”二
字，属于谜底就在谜面上了。

深山小村
“网红经济”悄然兴起

“小圆哥的家乡情”所发布的视
频中，主角是罗慧圆、汪菲夫妻俩，
他们都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古坊
人。夫妻俩并不是专业网红，主业是
经营农家乐。“我们拍系列短视频，
推介家乡美景美食和土特产，可以
吸引更多的人来古坊旅游，对于我
们农家乐生意也有帮助。”汪菲说，
之所以在抖音号上下功夫，最初也
是出于推介农家乐和家乡产品的目
的。至于成为网红这件事，是搂草打
兔子带来的意外收获。

“网红有很多种。那些有益于
乡村振兴的网红，无疑是值得打
造的。”古坊乡乡长汪志鹏告诉记
者，该乡由于曾经的地理环境局
限，在传统文化尤其是红色文
化、农耕文化等方面保留了大量

“历史的痕迹”。随着近年来基础
设施大幅提升，这些“历史的痕
迹”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
也是打造“网红小镇”的资源。

“除了鼓励我们本乡农民在各大
视频平台上展示自我的同时，宣
传推介家乡，我们还引进两家专
业传媒公司，以专业的方式培养
本地网红。为支持电商产业发展，
我乡还为这两家公司提供了办公
用房和直播间，兑现招商引资政
策，全力支持他们发展。”

汪志鹏说，这一切的努力，都
是为了“充分利用好自身的资源
禀赋，加大支持力度，把我们古坊
乡打造成电商服务综合体，带动
乡村旅游和农特产品销售，助力
乡村振兴。”

李伟就是其中一家公司的负
责人。4月21日晚，古坊乡举办的

“乡村振兴微课堂”，就邀请李伟讲
授了“直播经济”。李伟既是在外打
拼多年的打造网红的专业人士，又
是古坊老乡。当他结合自身实践，
就如何做好网络直播、拍摄“三农”
题材短视频等做深入浅出、精彩生
动地讲授时，台下的听众自然更
能听得懂，也更获益颇丰。

“小圆哥”罗慧圆就是其中
一员。对于这堂课，他评价道：

“通过听讲座，我认识到直播经
济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下一
步，我会积极拍摄短视频，推荐
家乡特产和美景。”

实际上，这一正在打造的“网
红小镇”，电商致富之路已然走得

十分稳健：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安徽
功茗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营家
纺产品，依托电商平台线上销售，
年销售额达500余万元；建成了古
坊乡电商产业园，实现了电商就业
创业服务集中一体化；下坊村村民
祝文赞获“2020中国农村电商致富
带头人”；下坊村被评为2020年度

“省级农村电商优化升级工作示范
村”；王程村被评为“省级农村电商
服务示范点”……至于“网红小
镇”中的“网红村”上坊村，就在
2021年度，同时被评为“省级农村
电商优化升级工作示范村”“省级
农村电商服务示范点”。

上古之坊
“红魂绿韵”助振兴

当然，小小的手机屏幕，难以
全面展现“皖西秘境”的全貌，走
上这片土地，才能真切看到“上古
之坊”的过去和现在，甚至将来。

上坊村是一片红色热土，这

里曾是红二十八军活动的中心
地带，也是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
的出发地……无数革命军人在
这片土地上留下足迹和汗水，甚
至鲜血。

红色热土是上坊村美丽乡村
之魂。5月 13日，记者在上坊村美
丽乡村中心村看到：修缮一新的
徐大娘旧居，在“徐大娘舍子救红
军”发生地新建的红色广场，以及
那些形象生动的雕塑，都在讲述
着在这片土地上，曾有一位伟大
的女性舍子救红军的故事。

“美丽乡村要避免千村一面，
就必须有自己的灵魂。红色传统
和红色文化就是上坊村的魂。”在
徐大娘旧居里，古坊乡人大主席
王万霞介绍，在这里，红色文化不
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鲜活的场
景，更能直击来访者的内心，让他

们心灵产生触动。“我们现在看到
的这些场景，就在我们现在看到
的这间茅草屋里发生过。”

“下一步，古坊乡将通过‘红
色+乡村’的旅游路线，继续加大
推动力度，编制长期发展规划，提
升发展水平，扩大受众规模，改善
旧址环境，助推乡村振兴和全域
旅游的健康发展，让红色基因世
代延传，让红色血脉赓续，让红色
资 源 鲜 活 ，让 红 色 旅 游 更‘ 青
春’。”王万霞说。

上坊村党支部书记王志成介
绍，上坊村平均海拔660米，山高
林密，河流纵横；区内植被覆盖率
达 98%，空气负离子含量极高；

“钟”“鼓”“旗”山三山并列，起伏
连绵；千年银杏傲然矗立，40余亩
水面的叶冲水库山清水秀……

近年来，上坊村深入践行“两
山理论”，建设美丽乡村，在保护好
生态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地理优
势和区位优势打造出多项生态文
明发展的路子，通过“合作社+农
户”“公司+农户”的模式，形成茶
叶、山核桃、中药材和红心猕猴桃
四大主导产业。在产业的支撑下，
2021年，该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约
15000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33.87
万元。“与此同时，我们一直在大
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精心打造集旅游观光、
休闲度假的宜居宜游的美丽乡
村。”王志成说。

在“红魂绿韵”的吸引下，特
意到皖西秘境“网红村”打卡的游
客越来越多。这一点，位于上坊村
范湾组的距离皖鄂交界处不足百
米的婆媳土菜馆店主徐合林很有
发言权。“如果没有疫情影响，我
们这个小店每年的营业收入在50
万元左右，年接待游客上万人。这
些游客有安庆的，有合肥的，当然
还有来自湖北的。”徐合林说，他
相信，随着上坊村越来越美，他的
小店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传攀

昔日“红土地”今日“网红村”

皖西秘境：深山中的“红魂绿韵”

岳西县古坊乡上坊村新貌。 通讯员 储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