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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日，秋高气爽，在岳西
县海拔最低的毛畈村袁家渡畈，
满眼尽是丰收的景象：螃蟹塘里，
个大饱满的螃蟹陆续进入成熟
期，正在捕捞售卖；火龙果大棚
里，青绿色的果子又挂满了枝头，
这已是今年的第六茬果；红米园
中，刚收获完红米又在翻地、建大
棚，准备种植羊肚菌……不远处，
还有果酒厂以及正在建的茶树花
加工厂、民宿、酒店等。一片田园
长出十来个新产业，年近古稀的
村民张世忠说，“这都是姚书记回
村后带来的变化”。

张世忠口中的“姚书记”，是
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姚
有志，现年44岁，他是有着商海闯
荡 经 历 的 人 ，返 乡“ 二 次 创
业”——以村支部书记身份带领
乡亲们脱贫致富，被乡亲们戏称
为“海归”。

“三变”改革
开启产业发展新篇章

姚有志初中毕业后走出大
山，到无锡闯荡20余年，开办了
自己的装修公司，年收入达3000
万元，并在无锡买了房安了家。
2014年，毛畈村的乡亲们委托曾
经当过老师的村民张世忠执笔，
给姚有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回
村带领大家致富。在这一年的村
支书换届选举中，姚有志被大家
推举为村支书人选。八年间，这
位众人眼中的“精”老板，成了
甘在农村吃苦打拼的“愚”书
记，和乡亲们一起拔掉了家乡的

“穷根”。
姚有志的家乡毛畈村，过去

是一个令党组织头疼的软弱涣散
村，还是一个贫困发生率高达
30.27%的贫困村。“袁家渡是古渡
口，往来岳西的货物以前都从这
儿经过，袁家渡畔曾是一片兴旺
之地。”姚有志说，上世纪90年代，
陆运畅通后，水运优势不再，袁家
渡也日渐清冷。袁家渡畔的毛畈
村也被挂上了三个标签：贫困村、
三无村、涣散村。“2014年我回村
时，村内没有一条通组水泥路，无
企业、无集体经济、无特色产业。
村委会欠债达60多万元，连开会

的会务费都没有。”
村里没钱，姚有志先垫上，他

拿出15万元给村里做启动资金，
并积极争取扶贫项目和资金，从
改善基础设施入手。2016年实现
组组通水泥路；2019年，自来水进
组入户；2020年实现户户通水泥
路；此外，还新建了村为民服务中
心和农民文化乐园。“到2021年，
我们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资
金已达到1亿元。”姚有志说。

如今，进村是4公里长的黑化
“彩虹路”，袁家渡畔是产业蓬勃
发展的农业公园。走进农业公
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葡
萄大棚，大棚里，数名村民正忙着
除草、翻地，整理葡萄园。“葡萄园
是毛畈村产业发展的起点。”姚有
志介绍，毛畈村传统产业为茶叶、
毛竹，2016年通过招商引资引进
一家农业公司，在袁家渡流转129
亩土地，发展葡萄种植项目，但因
租金问题受部分村民阻挠，最终
项目夭折。

“对于平原地区，129 亩土地
不算什么，但对于岳西山区来说，
这129亩平整土地非常珍贵，绝不

能浪费。”2017 年，毛畈村按照
“三变”改革的思路，采取“四方入
股、四马分肥”的方式，组织农户
土地入股、村集体入股、村干部入
股、吸收农户资金入股，注册成立
骏发生态农业公司，开始发展产
业，将闲置数月的葡萄园重新盘
活。2017年以来，公司建成30亩
葡萄园、50亩螃蟹养殖园、34亩生
态红米园、15亩火龙果园。

葡萄园边上，是四口方塘，走
近塘边，随处可见爬出水面的大
闸蟹，有游客正在塘边捕捞螃
蟹。“山里养螃蟹，我们是岳西第
一个。”姚有志说，袁家渡畈海拔
仅70余米，气候暖，2019年初次尝
试养殖大闸蟹，虽然个头小，一只
仅 2 至 3 两重，但养活了。2020
年，他到浙江大学学习，在请教专
家后，换了种苗和养殖技术，现在
单只大闸蟹能长到 3 两至半斤。

“50 亩池塘每年投入蟹苗 3 万多
只，今年已经卖了4000多只大闸
蟹，价格每只30到50元不等。”说
话间，姚有志的手机频繁响起，大
多都是订购大闸蟹的。

走出螃蟹塘，又见一片火龙

果园，火龙果每年能结六茬果，产
出 2 至 4 万斤火龙果，收入 20 至
40万元。再往前，几片不规则的
田块里，村民们正忙着用竹子扎
大棚，为种植羊肚菌做准备。这
34亩田在春夏间种植红米，每年
能收获红米1.5万斤，通过售卖红
米及红米酒，产值可达 31 万元。
今年冬闲时节在适宜田块尝试种
植羊肚菌，预计每亩产值可达3万
元。“通过种植红米和羊肚菌，34
亩地产值可达70余万元。”姚有志
细细算着账，山区适宜耕种的土
地有限，他必须精打细算，拓宽思
路，让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最大
的效用。

“三产融合”
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

在做精一产的同时，毛畈村
村“两委”也在布局二产，在2019
年建成一座年可以生产加工15万
斤果酒的果酒厂。“这几年全县很
多村都种葡萄、冬桃、梨子等水
果，但水果不易保存，如果滞销就
等于浪费。于是，我们决定建一

个标准化的果酒厂。”果酒厂投产
后，毛畈村除了每年给本村加工
5000斤白兰地和3000斤红米酒，
还以每斤10元的代工费，为其他
村镇加工果酒1万多斤。今年该
村又瞄准了茶树花加工，租赁村
民闲置的房屋，建成茶树花加工
厂。目前厂房正在进行装修，11月
即可投产，预计每年可加工茶树
花约6000斤。

一产、二产稳定发展后，毛畈
村又在第三产业上做起了文章。
毛畈村是高山峡谷型村落，天仙
河和朱河穿村而过，交汇处集水
面积 700 平方公里，旅游资源丰
富。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这里就
曾开辟过漂流项目，打出“华东第
一漂”的牌子，名噪一时。后因当
时的开发公司发展重心转移，漂
流项目就此沉寂。

2019 年，毛畈村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重新引进漂流项目发展
旅游业，当年接待游客3万多人
次。而今，每年到村里游玩、采
摘的游客也有5万人次，村民们
纷纷利用闲置民房打造民宿、农
家乐，目前已有50余家。今年，
毛畈村村公司也启动了酒店、民
宿项目，在天仙河两岸，分别建
设一座可容纳300人就餐的酒店
和一栋有星空房、配置游泳池的
高端民宿。

2016 年，毛畈村在岳西县率
先脱贫。2019年，村集体实现经
营性收入230万元，公司成立以来
共解决100多农户务工问题，每年
发放工资70多万元，实现群众和
村集体双增收。“2026年，预计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能达 1000 万
元。”回乡八年，姚有志每时每
刻都在想“怎么发展，发展什
么”，虽然背驮了、头发白了、
他在无锡的公司也衰落了，但看
到村里越来越美、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回到农村来，他觉得一切都
值得，而今他是“皖美村支书”，
也是“安徽省劳动模范”。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梁月升 王先国

种葡萄、养螃蟹、办酒厂、兴旅游

“海归”村支书把“后进村”变成了“先进村”

姚有志（中）和村“两委”成员在讨论毛畈村发展规划 （毛畈村供图）

本报讯 10月 18日上午，在怀
宁县金拱镇白莲圩万亩高标准稻油
连作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县农机
推广中心组织农机手和种粮大户现
场观摩机收减损监测情况。观摩现
场，农机手们驾驶水稻联合收割机
依次出发，一个小时后，几十亩水
稻就被收割机“收入囊中”。收割
结束后，专业人员按照水稻收割机
收获损失率测定方法对作业质量进
行检测。此次水稻减损监测选定一
个两平方米区间，区间沿收割机行
进方向，现场用专业工具捡拾稻谷
脱粒，除去杂质后称重得出平均
数，测算减损率。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
施一产“两强一增”行动计划，大力
实施科技强农、机械强农、促进农民
增收行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
伐。日前，怀宁县农业部门在该县
金拱镇白莲圩举办机械秋收秋种现
场会，展示机械收割、油菜精量播种
和无人机播种等多种农业新技术，
同步开展机收减损现场测试，助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我们今天捡拾稻谷是 30 克，
按照测算的损失率是在1.81，符合省
厅给我们的2%的要求，控制在2%
以内。”怀宁县农机推广中心副主任
汪胜说。

机收减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怀宁县全面
推广机收减损技术，切实加强机手
技能培训，引导广大农机服务组织
和农机手开展精细服务，全力提升
粮食收割质量。

现场农机手冯光明说：“上午
割稻，露水多，因为抢收抢割，割
的要慢一点，确保粮食不能浪费。
另外田块有的不好，要观察稻的倒
伏是什么样倒伏，注意细节，站稻
怎么样割、倒稻怎么样割，我们农
机手要有体会。”

汪胜介绍，机收减损首先农机
手、种粮大户要有这个意识，其次要

使他们贯彻减损增产的做法，做到
粮食颗粒归仓。

一边忙秋收，一边抢秋种。在
金拱镇白莲圩另一侧，一台油菜精
量播种机和一架油菜无人播种机正
在紧张作业，吸引了在场农机手和
种粮大户的目光。

怀宁县农机推广中心推广站负
责人丁邦太说，精量播种机每小时
能播种 5 到 6 亩，它施肥、开沟、
旋耕、播种一体化，一次性完成油
菜播种，深受种粮大户的青睐，无
人机播种每小时能达到 150 至 200
亩，极大地解决了种粮大户播种的
难题。

金拱镇种粮大户王国民说：
“今天农业部门在我们这里开了个
现场会，引进了无人机油菜精量直
播，还有油菜精量播种机，用这种
方法秋种更省时、更高效，让我们
种粮更有信心。”

据了解，今年怀宁县计划油菜
机械化播种14.5万亩。丁邦太说，通
过这次活动的展示，将进一步带动
全县的稻油连作，以及主要农作物
生产的全程机械化发展，也为怀宁
县“两强一增”、农业发展带来有力
推动。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黄兴杰）

秋收秋种机械化助力“两强一增”

本报讯 时下，走进宿松县洲
头乡，在广阔平坦的耕地里，伴随着
轰鸣的机器声，到处都能看到当地
村民收割地肤子、翻晒地肤子、搬运
地肤子、堆放地肤子、脱粒地肤子枝
条、分拣地肤子枝条的忙碌身影，让
秋日的洲头乡处处呈现一派丰收的
景象。

“以前，这里都是滩涂，一直没
能得到开发和利用。”土生土长在该
乡西口村杨棚组的杨进军，是当地
地肤子种植大户之一。2017年，他
在乡党委政府的引导下，将村里闲

置的100亩滩涂资源流转下来，改造
成耕地，种植中药材地肤子。杨进
军介绍说，地肤子结出的果实可用
来生产中药，长出的枝条可用来制
作扫帚。多年种植，杨进军尝到了

“一产两收”带来的发展甜头。今
年，他与人合伙又在村里流转了900
亩滩涂，壮大地肤子种植产业。10
月10日以来，他每天都要组织100多
名工人收割、翻晒、搬运和堆放地肤
子，堆积起来的一捆捆地肤子，像一
座小山，格外壮观。

“正常情况下，一亩地可出产

1000斤左右的枝条，每斤平均价3.5
元；可出产药材120斤左右，每斤平
均价5元，每亩总产值可达到4100
元。”坝头村村民石金华是该乡另一
位地肤子种植大户。今年，他种植
了70亩地肤子，连日来，他每天要
组织20余名工人对收割后储存了
一段时间的地肤子进行粗加工。石
金华介绍说，完成分拣、打捆和裁剪
三道工序后，就可以销售给上门收
购的商家。目前，他已加工出地肤
子枝条 2 万斤、地肤子药材 4000
斤。晒干的地肤子枝条，从上到下

都是金黄色，为此种植户们都将它
称之为“金丝草”。在石金华眼里，
一捆捆“金丝草”就是帮助他们实现
致富奔小康的一片片希望。

洲头乡农技站副站长高志祥介
绍，发展种植地肤子产业，既能盘活
闲置的滩涂资源，又能提高农业生
产效益。不仅如此，地肤子易管理、
抗旱性强。今年全乡种植的地肤子
都获得了丰收，和往年比，今年地肤
子枝条的色泽更加黄亮，受到客户
青睐。在地肤子后期收割、粗加工
环节，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可以

带动当地更多村民实现家庭增收。
近年来，洲头乡全乡50亩以上地肤
子种植大户已发展到36户，地肤子
种植总面积扩大到6128亩，预计今
年全乡可出产地肤子枝条612万斤、
地肤子药材 74 万斤，可创总产值
2510万元。

如今，“一产两收”的地肤子，已
成为洲头乡实现富民强乡的大产
业，也为当地村民铺就了一条条奔
向幸福生活的“金光大道”。

（通讯员 孙春旺 袁洁 全
媒体记者 付玉）

洲头乡：“一产两收”铺就富民路

本报讯 安庆市建成城市阅读空间打造
“15分钟阅读圈”。截至9月底，25个“15分钟
阅读圈”城市阅读空间全部建成，提前完成年
度建设任务。

科学布局。按照“节约实用、因地制宜”原
则推进“15分钟阅读圈”建设，最大限度发挥阅
读空间作用。在公园景区、体育场馆等场所新
建6个，利用国有和民营实体书店改扩建4个，
与图书馆、文化站、职工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等共享建设15个。

突出亮点。支持各县（市、区）结合资源禀
赋，打造独具特色的城市阅读空间。怀宁独秀
书舫着力打造以国学经典、地方文献等书籍为
主题的阅读空间；太湖书香伴旅城市书房倾力
打造以文促旅、文旅融合发展的阅读空间样
板；桐城阅读空间运用大数据实现阅读点服务
效能数据化、实时化、可评价。

宣传引导。通过开展民生政策宣传、举办
“欢度国庆节喜迎二十大”系列文艺演出活动
等形式，大力宣传推广“15分钟阅读圈建设”，
让城市阅读空间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文旅）

安庆市建成城市阅读空间

打造“15分钟阅读圈”

本报讯 近日，宿松县司法局创新开展“三
个一”帮教行动，助力刑释人员“温暖回归”。

一个终端解乡愁。充分利用遍布城乡的11
个远程帮教会见终端设备，开展“掌上办、家门
口见”的高质量远程会见服务，让服刑人员在
一次次连线中缓解了对家乡、对亲人的迫切思
念，进一步系实了亲情纽带。今年以来该局已
完成“云会见”419例，切实搭起了高墙内外的
沟通“桥梁”。

一次访谈听需求。发动基层司法所联合
村（社区）对帮教对象进行上门走访，逐一谈
话、逐一记录，有针对性地及时落实相应帮扶
措施。截至目前已累计走访2058人次，解决安
置帮教对象个性化需求146个。

一份帮扶暖心头。多次主动深入园区企
业探索就业帮扶新模式，对接民政、医保等部
门。截至目前该局已对15名生活困难安置帮
教对象进行上门帮扶，直接推荐就业20余人，
落实帮扶举措30余人。 （通讯员 贺燕）

宿松司法局：

“三个一”让帮教更暖心

本报讯 10月14日下午，潜山市检察院针
对一起滥伐林木一审公诉案件召开公开听证
会，并通过中国检察听证网同步在互联网直播。

本次公开听证的储某某等人涉嫌滥伐林
木一案中，三名当事人涉及的犯罪事实均刚达
立案标准，犯罪情节较为轻微，当事人均具有
自首、初犯、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其中一名当
事人还具有老年人犯罪情节。经全面审查，承
办检察官综合考量以上情形，认为案件可以从
轻、从宽处理，提出拟相对不起诉的初步意
见。听证会上，各当事人充分陈述了自己的观
点，听证员就本案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询问。经
评议，检察机关提出的初步意见也得到了参与
听证人员的一致同意。储某某等当事人均表
示认罪认罚，今后一定吸取教训、遵纪守法。

此次听证会是潜山市检察院直播设施验
收通过后的首次网络直播。听证会还就山区
普法、案件行刑衔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通讯员 程操红）

潜山检察院：

首次线上直播听证会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龙眠街道太平社区
联合街道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隐患排查专项
行动，筑牢社区矫正安全稳定防线。

社区密切配合司法部门，召开矫情分析会
议，查找监管安全薄弱环节，制定针对性管控
措施。落实社区矫正监管制度，通过街道、社
区、村民组微信群，实地查访等方式，及时了解
掌握社区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活动情况和行
为表现，社区矫正对象信息化核查率达100%。

开展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谈话与谈心活动，
结合身边的实际案例，“以案释法”，加强对社
区矫正对象的政策法律法规教育和心理健康
教育，教育引导社区矫正对象学会用法律约束
自己，依法依规办事。

在对社区矫正对象日常教育监管的同时，
通过为矫正对象提供技能培训、就业咨询指
导、公益性工作岗位等服务形式，为社区矫正
对象解决就业、生活实际困难，帮助他们妥善
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之间的关系，树立生活
信心，正确认识社会，正确面对自我。

（通讯员 郑锦 彭琪）

龙眠街道：宽严并济

筑牢社区矫正安全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