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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生

时下，正是薯类作物生长发育黄
金期。

8月12日上午，两名工人在宿松
县某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安排下，携带
背负式喷雾器对种植在九姑乡新安村
紫薯产业示范基地的41亩紫薯，喷洒
生物制剂，促进薯块膨大，控制茎叶
旺长。今年3月，合作社在九姑乡党
委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从外地引进优
质紫薯品种，发展紫薯饼、紫薯芋
圆、紫薯粥、紫薯片、紫薯粉等深加
工产业，进一步延伸薯产业链，壮大

“薯经济”，目前已在新安、白马、油
坊三地建立4个紫薯种植示范基地，
种植总面积300亩。

2013年3月，九姑乡白马村创业
能人罗光学通过市场调研，发现种植
红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于是在乡
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白马村农
户手中流转下200亩耕地，发展红薯

种植、加工、销售等于一体的新型产
业。通过两年的试种，获得成功后，
罗光学将红薯的种植面积扩大到500
亩，建立了“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经营模式，依托建立在白马、油坊、
新安三地的红薯种植基地，带动各地
农户利用家里的自留地发展红薯种植
业，并为广大农户统一提供种苗、统
一提供技术指导、统一回收。经过7
年的稳步发展，罗光学创办的农业专
业合作社，先后被评为国家级示范
社、全国500强合作社；合作社还为
生产的薯产品成功注册了3个商标，
并全部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但他
仍不满足，在合作社红薯种植基地和
农户中大力推行轮作种植模式，提高
耕地利用率。2021年11月份，在红薯
采挖结束后，他选择100亩符合油菜
种植条件的耕地种植油菜；同时购买
了一套加工菜籽油的现代化设备。今

年3月，又流转300亩耕地，发展紫
薯种植和深加工产业。

红薯粉丝、红薯粉、红薯丁、红薯
圆子、鱼面、压榨菜籽油……走进合作
社农产品展示厅，陈列在展柜上的数
百件农产品，包装新颖，款式多样。

小红薯，大产业。2021年，合作
社红薯种植基地共出产新鲜红薯300
万斤，并以每斤0.5元的价格，向当
地60个红薯种植户共收购新鲜红薯
150万斤；通过深加工，共出产成品
红薯粉40万斤、成品红薯粉丝35万
斤，创总产值700余万元。今年，合
作社通过发展轮作种植，共出产油菜
籽4万斤，已向当地农户收购油菜籽
15万斤；经过深加工，已出产成品菜
籽油5万斤。

“今年，因天气好，管理维护到位，
预计红薯、紫薯的亩产量都能达到
6000斤，年底是菜籽油销售旺季，合作

社将在年底加工成品菜籽油30万斤，
到年底各项产值加在一块有望突破
1500万元。”虽然紫薯、红薯还未到收
获季节，但在薯产品生产车间里，每天
都是机声隆隆，工人们忙着将库存的
红薯粉加工成粉丝和鱼面，源源不断
地向客户提供新鲜、优质的薯产品。

村庄美了，百姓富了。这是薯产
业链给九姑乡带来的变化，也是当地
干群的共同感受。“我们因地制宜，
通过培育薯类作物种植大户，带动更
多农户，切实盘活耕地资源；通过引
导大户延伸薯产业链，增强薯产业经
济效益，使薯产业步入可持续性发展
轨道，让薯产业真正成为建设富美九
姑的支柱产业。”九姑乡党委书记洪
伟为薯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描绘了一
幅美好的发展愿景。

通讯员 孙春旺 夏英
全媒体记者 付玉

能人带动 乡邻致富

薯产业链助力建设富美乡村

8 月 19 日，地处桐城市龙眠山区
深山的凤形村当家塘整修扩容工程
正在抓紧施工中。

近期以来，由于受连续高温少雨
天气的影响，桐城市各地旱情日趋严
重。地处龙眠山区深山的凤形村，不
等不靠，发动干部群众抗旱自救。为
有效解决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面
临的严重困难，该村启动抗旱应急预
案，积极筹措资金，投入全村当家塘、
库整修、扩容工程，开源节流，切实保
障群众生产及人、畜生活用水安全，
保民生。完工后将扩大水容 1 万余
方，将有效缓解当地300位村民生产、
生活用水困难。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郑锦 摄

整修塘库

抗旱保民生

本报讯 宿松县程岭乡通过
在乡综合文化站举办乡村振兴大
讲堂，对乡村治理主体进行培训。
锻造新形势下高素质基层干部队
伍，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
能力现代化，促进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程岭乡制定教学计划，每月至
少开展一次教学活动。成立以乡
党政主要负责人、帮扶单位主要负
责人、驻村干部、帮扶联系人、相关
职能部门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讲
授队伍，邀请老党员、老村干、老教
师以及当地在外工作或创业人员
等威望高、声誉好、群众基础实、家
乡情结浓的乡贤和成功人士、脱贫
示范户和致富带头人进行授课。
按照“缺什么，培训什么，诉求什
么，讲什么”的原则，科学制定乡村
振兴大讲堂培训计划和课程安排，
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和全方位的角

度组织开展培训。坚持思想引领
和政策引领，突出理论宣讲、党史
教育和示范教育。聚焦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结合本地
特色优势，开展体验式培训学习，
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保障
培训质量。

制定“大讲堂”培训纪律，做到
课前签到、课中抽查、课后写心得
体会，严肃学纪学风，强化考勤管
理。同时主动帮助解决学员在培
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未能现场
答复或解决的，明确专人对接服务
参训学员，按相关程序给予答复，
做到全方位、全程化服务。努力打
造一支带领广大群众致富、助推乡
村产业发展、学法用法守法的农
村“领头雁”队伍，让乡村振兴大
讲堂成为群众加油站，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 （通讯员 石帅坤）

大讲堂培训建强农村“领头雁”

本报讯 近日，收到中国银行
安庆分行陆续发放的“知惠行”金
额500万元、600万元的知识产权
质押贷款后，迎江区某农产品公
司、宿松县某米业公司负责人一下
子感觉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企业
融资难题得到及时解决。这也是
安庆市首单助力企业纾困发展的
专利、商标质押贷落地。

“知惠行”专项活动是国家知
识产权局、中国银行针对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较大的重点行业纾困
发展，共同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
旨在发挥知识产权金融的潜在动
能，为更多小微企业“输血补气”。

提升全社会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
激发企业创造和运用知识产权的
积极性，盘活企业知识产权资产，
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安庆市市场监管局携手中国
银行安庆分行，共同组织召开“知
惠行”专项活动市级层面对接会，
通过现场对接以及线下的走访调
研，共达成合作意向客户6户，拟投
放额达2800万元。并在会后，主动
上门走访意向客户，第一时间进行
对接，为企业量身定制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产品，将原本需要1个月的
放款周期缩短到1-2周以内。

（通讯员 王密蜜）

专利商标质押贷款助力企业纾困

本报讯 近日，在望江县长岭镇
扶贫产业园内，热火朝天。一台台纺
织机正忙碌地工作着，工人们正在赶
制订单。

“我和妻子在这儿上班每月能挣
14000多元，和在浙江挣的一样多。”
在某纺织公司的生产车间内，负责前
纺工序的吴海坤告诉记者，他1997年
开始去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从事纺织
工作，3年前回乡看到家乡建了扶贫产
业园，园内集聚了很多纺织厂，便和
妻子一起回乡务工，“在家能挣到钱，
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很多同乡都回
来了。”

“我们镇在苍南县务工的有两三
千人，近两年大部分人都回来了，这
几天还有几十个在外务工的同乡打来
电话，想到厂里来上班。”该公司负
责人周纪和说。周纪和进入纺织行业
已有近 20 年，以前在浙江办厂，

2018年将企业搬回长岭镇，在镇区租
了一幢厂房。2019年，长岭镇整合各
村扶贫资金及部门项目资金近亿
元，建设长岭镇扶贫产业园。产业
园围绕打造纺织服装工业集中区，
建设标准化厂房及配套用房，园区内
雨、污管网分离，水、电、路建设齐
全，并建有一栋可容纳300多人住宿
的 6000平方米公租房。周纪和正想
扩大生产规模，当即在园区租了一幢
3200 平方米的厂房，成为首批入驻
园区的企业。

“平时按照我们厂房的建设，最
少在半年以上，而且投入大，仅消防
这块就需两三百万元，到园区来，消
防设施配套齐全，从落户到投产仅用
了两个月。”周纪和说，进入园区后
企业还能享受到诸多优惠政策，如房
租减免、税收返还、技改设备补助
等。目前企业主要生产棉纱、无纺布

等，年产值7000万元。
长岭镇织布、纺纱历史悠久，镇

内有纺织服装企业57家，其中规模
以上企业9家，纺织服装产业从业者
超万人。但由于受到场地、配套设
施、安全隐患等各方面因素制约，纺
织服装企业经营无法做到规模化。扶
贫产业园的建成，彻底解决了服装企
业的“场地之急、消防隐患、交通瓶
颈”，也加速了纺织服装产业集聚。
产业园规划面积 1000 余亩，目前已
投入资金1.05亿元，建成标准化厂房
9栋，入驻纺织服装企业10家。2021
年，产业园实现产值 7 亿元，利税
1500万元，带动300多人就业，全年
17个村村级集体经济累计增收500余
万元。依托产业园，长岭镇实现了

“建强产业园，引回返乡创业者，带
动农民就业，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
良好局面。

在产业园三期一幢7000平方米的
厂房内，正在进行机械调试，预计8
月底可投产。这是该镇今年新招的一
家纺织公司，总投资3.5亿元，总面
积14000平方米，新建气流纺纱及织
布项目，年产棉纱46000吨。“这是我
们‘以商招商’的项目，该企业负责
人通过周纪和了解到长岭产业园和长
岭镇的营商环境后，决定将企业逐步
搬至长岭。”产业园相关负责人杨秀
生说，园区入驻的企业很多都是“以
商招商”来的。长岭镇瞄准长三角的
纺织服装产业转移，跟踪纺织服装行
业趋势，合理定位，开展精准化、专
业化招商推介活动，利用现有企业打

“企业牌”和“感情牌”，强链补链延
链。今年园区还招了一家服饰企业及
生产纺织纸管的企业。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徐岗）

打造产业集群 促进村强民富

本报讯 “今天给大家讲授一
下低产林改造技术和方法，针对具体
的树形……。”8月15日，在怀宁县茶
岭镇同形村的一个油茶种植基地，林
业专家刘西军正在给油茶种植大户
们讲课。

连日来，怀宁县林业局邀请皖西
南综合实验站经济林产业联盟首席专
家、安徽农业大学副教授刘西军和安
徽省林科院副研究员蔡新玲在怀宁县
辗转多个乡镇，向参训人员详细讲授
油茶低产低效林改造技术要点，重点
围绕油茶品种类型、苗木选择方式、
除草、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各
个油茶企业代表关心关注的问题进行
了技术培训和指导，对种植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逐一解答，向他们传递油茶
种植的“金钥匙”。

怀宁县栽培油茶历史悠久，在石
镜乡分龙村、清河乡龙池村及金山村
一带就有100年以上老油茶林散生分
布1000多亩。经过多年的发展，全县
现有油茶面积2.6万亩，其中高产面
积只有 1000 亩，中产面积 5000 亩，
低产面积2万亩。今年以来，怀宁县
持续推进油茶低产林改造项目，组织
全县油茶公司、合作社及造林大户等
开展油茶低产林改造培训，提高油茶
管护质量，提升油茶种植技术人员技
术水平，带动全县油茶种植基地高
产、高质、高效发展。

“通过学习，了解了油茶生长周

期，在除草、整枝乃至管理等各方面
都得到了提升，对我们林业大户提高
油料产量非常有帮助。”参加培训的
怀宁县某公司负责人聂卫兵说。

“怀宁县种植油茶历史久远，但
发展过程当中还存在技术薄弱、产业
效益低等问题，大部分油茶种植停留
于粗放管理，除有限的施肥和除草
外，缺少必要的灌溉施肥系统、整形
修枝管理等。”怀宁县林业局副局长
孙正祥说，为补齐油茶种植技术薄弱
的短板、改善油茶管理粗放的模式，
从 2009年开始，怀宁县先后投入资
金 1.7 亿元，组织实施油茶低产林改
造、优质油茶基地示范项目等。目
前，全县有各类油茶经营主体 22

家，省级龙头企业1家，2021年油茶
果产量 1500 多吨，产值 3000 余万
元。2023年至2025年还将实施油茶
新造林 1.5 万亩，低产林改造 0.3 万
亩。通过培训，推广一些先进技术，
加强现有油茶的种植管理等方面指
导，促进油茶产业走高质量、高效益
发展道路，为怀宁油茶发展奠定更好
的基础。

“前几年通过实施低产林改造，
亩产油茶鲜果由原来的100斤提高到
现在的2000斤。”油茶种植大户刘方
平告诉记者，他有2000多亩油茶，出
油率提高了，收益也大幅增加。

（通讯员 朱能干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低产林改造：2.6万亩油茶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近日，在望江县赛口
镇南畈村，村委党支部利用党建引
领，成立党员先锋队，成立专班，与
种田大户结对，一对一的做好各项
灌溉工作，三天时间基本将小型沟
渠疏通完毕，保障了6500亩中稻、
960多亩棉花地、450余亩大豆地及
时供水，有利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针对农作物用水和生长需求，
赛口镇联合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
人员深入中稻田间、棉花地、玉米
地等种植基地和村民小型种植土

地，实地查看中稻、棉花、大豆等干
旱情况。利用广播、微信群及时宣
传天气情况和居民节约用水知识，
加大抗旱保苗投入，有效保障中
稻、棉花、大豆等作物用水需求和
生长营养指导。“有党和政府做我
们种田人的后盾，我心不慌，我160
多亩水田，用水得到保障，农业技
术人员为我做好后续的技术指导，
我对今秋粮食丰收有信心！”赛口
镇南畈村村民檀耕原说道。

（通讯员 江卫东）

有序调配水源力保种植业平稳度旱

本报讯 日前，第九届“皖新
教育杯”安徽青少年科技发明大赛
成绩揭晓，望江县青少年在本次大
赛中斩获佳绩。

本次大赛，安徽省16个市近两
个月的初赛，100多件发明作品入
选决赛，经国家及省内专家组成的
评审小组认真评选，共决出特等奖
5名，一等奖15名，二等奖20名，三
等奖40名。望江县共报送了7件
作品，其中太慈中学徐天宇、王雪、
江雨晨等同学的作品“老年人智能
药盒”荣获安徽省特等奖；望江外
国语学校张家豪同学的作品“蚂蚁
探测器”、赛口中心学校曹荩文同
学的作品“玉兔号月球车”获得二
等奖；高士中心学校胡子芳同学的
作品“一种黑板粉笔灰去除装置”、

麦元初级中学孙晨同学的作品“自
制电动升降电梯”获得三等奖。杨
林中心学校陈紫琳同学的作品“会
扫地的刷子”、望江外国语学校周
瑞阳同学的作品“钉子绕画”获得
市优秀奖。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望江县
中小学坚持把课后服务作为学校
育人的重要载体，在减轻课业负担
上做“减法”，在综合素养提升上做

“加法”。除传统的文体社团外，还
开设了创意编程、足球机器人、模
块化机器人、小车竞速等科技社
团，邀请专业团队定期到校进行科
技活动指导，选拔优秀成员参加各
级各类科技竞赛，努力打造学校科
技教育品牌。

（通讯员 吴道中）

科技教育见成效 省级大赛获佳绩

怀宁县黄墩镇以文化墙为载体传播正能量，墙绘以乡村振兴为主题，
倡导文明新风、扮靓乡村面貌，在潜移默化中滋润了群众的精神家园，助力
美丽乡村建设。 通讯员 方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