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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湛蓝的天空下，满坡金蕊遍地
黄，微风瑟瑟菊花香；蔬菜基地绿
意盎然，黄瓜、辣椒、茄子等蔬菜已
经挂满枝头；粮库内小红稻像一座
座小山峰，一辆辆运输车进进出
出，十分繁忙……冬日时节，一幅
幅“丰”景图在戏乡宜秀区罗岭镇
徐徐展开，谱写大地赞歌。

念好蔬菜“致富经”

走进罗岭社区辣椒种植基地，
一个个色泽红润的辣椒垂挂在枝
头，10多位村民们在大棚里忙碌
着。“我家2.5亩土地流转给了辣椒
种植基地，每亩每年租金400元。
我自己也来基地打工挣钱，一天干
五六个小时的活就能挣80元，1个
月2000多元。”11月24日上午，村
民刘芳一边采摘辣椒一边笑着说，
像她这样来基地务工的中老年人
就有30多人。

“一亩地可以收3.5吨的蔬菜，
今年产量高，卖的也好，一上市就
被抢购一空。”罗岭社区党委书记
严云虎说，把“大棚蔬菜”作为社
区的支柱产业，是社区两委外出
考察学习并多次组织召开党员议
事会、党员大会探索集体经济出
路，经过多方考察、论证选定的。

“只有壮大集体经济，发展特色产
业，才能带动社区经济发展，才能
实现乡村振兴”。

2021年，在干群齐心合力下，
投资370余万元的蔬菜基地一期、
二期顺利完工，占地面积40余亩，
其中大棚占地面积5亩，已成功栽
种两季蔬菜，收益60余万元，第三
季蔬菜今年2月底陆续上市。

今年，社区计划在原有的基础
上，继续扩大蔬菜种植规模，完成
生态园项目三期工程。同时，引进
省徽黔红农业公司、市盛泰农业公
司，以联营联建的合作模式，计划
栽种小红椒60亩和莴笋60亩，预
计今年产值在300万元以上。实
现集体经济增收与群众致富的“同
频共振”，带动254户村民增收，解
决了22户脱贫户就业问题。

“去年在蔬菜大棚做事，算起
来有 15000多元的收入。”脱贫户
龙武说，自己一边在蔬菜大棚里
务工，一边还可以照顾上中学的
孩子，挣钱和照顾孩子两不误。

在蔬菜种植基地，像龙武这样的
村民还有不少。

镇党委副书记罗峰说，今年
以来，该镇以创建国家级农业产
业强镇为目标定位，加快推进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写好“辣”
文章，做大“辣”产业，使辣椒产业
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引擎。目
前，全镇共流转土地400余亩，建
成6个辣椒产业基地，覆盖6个村
（社区），形成了辣椒种植产业的
区域化布局。

菊花香里说丰年

11月24日上午，微风瑟瑟，罗
岭镇妙山村金丝皇菊基地散发着
浓郁的芳香。

“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
田埂下……”在黄梅戏经典唱曲
《打猪草》吟唱声中，金丝皇菊种
植基地迎来了新一季的菊花采摘
季，几十位村民提上篮子，穿梭在
花海中采摘菊花。

近年来，妙山村充分挖掘乡
贤能人资源，以“菊”为链，全面推
行“党支部+产业能人+合作社+农
户”生产经营模式，大力发展菊花
经济，打造了“醉美妙山”菊花基

地。现基地种植面积达250余亩，
拥有金丝皇菊、婺源皇菊和贡菊
等多个品种，有效带动周边100多
名群众就业。

为适应产业兴旺的发展要
求，促进“三产”融合，妙山村投入
250余万元，新建1800余平方米的
菊花烘干车间标准化厂房，新增烘
干设备10套，发展菊花深加工项
目，做大做强“春峦独秀”品牌，全
力打造集培育、种植、采摘到收购、
加工、生产为一体的全产业链。从
2019年到2021年，菊花产业累计带
动村集体经济增收60余万元。

今年来，妙山村以“村企融
合 兴菊富民”基层党建“书记项
目”为抓手，开始“菊花+旅游”新发
展项目的探索。

同样，黄梅村发展菊花产业
既在土里刨“金”，也在二、三产里
摘“银”。整合资金新建了1500平
方米的杭白菊加工厂，注册了“七
仙黄梅”品牌。

“今年第十五届安徽国际茶产
业博览会在合肥开幕，‘七仙黄梅
胎菊产品’在展会上首次亮相，引
得现场观众争相品尝购买，现场火
爆，气氛热烈。”罗峰说，近年来，黄
梅村以花为媒，大力发展“菊花经
济”，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

现一产强、二产优、三产活，驶入了
集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铺就乡村振兴新“稻”路

罗岭粮库内金灿灿的小红稻像
一座座小山峰，一辆一辆运输车将
其运到怀宁和宿松烘干车间烘干。

罗岭镇属于典型的丘陵地
区，多年来以种植水稻、油菜等传
统农作物为主，缺乏特色产业。
为了改变农业主产业结构单一的
发展困局，2017年，该镇积极盘活
村级资金、资产、资源，流转 1800
多亩土地与宇顺高科种业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研发特色红稻品种
两优68和徽两优1898项目，发展
订单农业，目前与公司合作的农
户共有150户。

“我种小红稻比种植普通品
种水稻600亩要增收20多万元。”
种粮大户武士魁高兴地说，如今，
像他一样积极种植小红稻的农户

腰包也越来越鼓。
“在小红稻种植基地工作的村

民最多的时候，能达到100多人，除
草的、插秧的、施肥的，这些村民的
到来极大地缓解了用工问题。”该
公司负责人王旭东向记者介绍。

2008年，宇顺高科种业与安
徽农业大学合作，研发出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小红稻新品种，获得多
项国家专利。2017年，该公司在罗
岭镇建立首个小红稻种植基地，推
广种植小红稻。2021年，该公司推
广“一种两收”再生稻栽培技术，使
得小红稻亩产量进一步提高。一
般头季稻亩产600公斤左右，再生
稻亩产200公斤以上。该公司生
产的“回音谷”牌特色健康米（红
米）入选全国“扶贫产品”，生产基
地获评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
示基地、国家生态农场等。该镇
将发展健康生态米种植作为脱贫
产业的主导项目，小红稻种植面
积已增加至5000多亩。

今年来，该镇以创建国家农
业产业强镇为契机，强化育种、种
植、精深加工等全流程资源要素
保障，完善东方红圩、跃进圩等生
产基地的配套设施建设，推动小
红稻全产业链发展，为乡村振兴
提速增效。

“罗岭镇耕地面积3.8万亩，水
面4.5万亩，山场4.7万亩，素有‘三
分山水三分田，还有一分是庄园’
及鱼米之乡的美誉，荣获安徽省特
色旅游名镇、安徽省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等称号。”罗峰说，去年，全镇
的村均集体经营性收入已突破100
万元，实现从后进镇到先进镇的美
丽蝶变。今年4月，该镇更是成功
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
为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指明了“风向
标”，注入了“新引擎”，如今罗岭镇
正在向“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
农民富起来”的愿景阔步迈进。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宋欠

产业兴旺 富民强村

罗岭镇：谱写大地赞歌

本报讯 “张医生，新院子真不
赖，又宽敞又干净，卫生室的环境越
来越好了。”11月26日上午，桐城市
嬉子湖镇松山村卫生室里，大嗓门
的金宜大老人一进门便对村医张武
忠打趣道。

“这让你们看病也更舒心一
点。”张武忠回应了一句，又继续给
病人开方子。

由于入秋以来天气变化大，病
人明显比平时多了。看着自己工作
了一生的家乡有了环境整洁、设施
齐全的村卫生室，张武忠忍不住总
是感叹：“真的越来越好了，真的
好。”改造后的村卫生室投入使用
后，为村民们看病就医、开展公共卫
生服务提供了极大便利。

“有个头疼脑热再也不必要绕

远路跑到镇卫生院或者城里去了，
在村里就能解决，这里的医生医术
好，服务态度也好。”来村卫生室买
药的当地村民吴忠东连连点赞。

据了解，以前的松山村，医疗设
施简陋、医疗环境较差，村民有个
小毛病，买药打针都得赶到镇卫生
院去。一遇到下雨天，卫生室门口
的泥泞小路各种大坑小坑，出行十

分不便。
今年，松山村以抓牢抓实医疗

卫生服务质量、全面改善群众看病
就医体验为目标，多方筹资建起了
一百二十平方米的村卫生室，让曾
经的“危房”，焕然一新。诊断
室、药房、公共卫生室、留观室、
处置室里，电脑、药柜、诊断床等
设施一应俱全，各类常见药物种类

齐全，统一设计的标牌、宣传牌、
公示牌一目了然。新建的标准化卫
生间，硬化停车场和通往村室的水
泥路，改善了医疗环境，得到了许
多老百姓的称赞。真正做到让群众
能在家门口“看上病”，实现不出
村“看好病”。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
员 魏可）

松山村：改善医疗环境 让群众不出村“看好病”

本报讯 今年来，怀宁县石牌镇实施7个
村级公益事业项目，总投资近150万元，受益人
口2万余人。为加强对村级公益事业项目建设
的管理，牢牢把住建项目中的人、财、物这三个
关键点，堵住公益事业建设中的雁过拔毛现
象，该镇持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为高质量推
进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村级公益事业项目实施前，从“选配好监
督的人”到“公开好监督的事”，让镇纪委和村
务监督委员积极参与到项目建设工程中，按照

“见人、见项目、见资金”的工作要求，紧紧围绕
集体“三资”管理、惠民政策落实及干部纪律作
风等内容开展“嵌入式”监督，排摸收集问题线
索，对督查中发现的工作履职不到位的，从严
问责并督促整改落实。

此外，紧盯村级重大决策、集体资产资源
处置、村级财务管理、补偿救助款申领等群众
关心的重点内容，确保项目建设始终在阳光下
运行，让村民得到真正的实惠。

（通讯员 檀志扬 昂海波）

石牌镇：监督村级公益事业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期，望江县杨湾镇组织包村包
组干部进村入户开展“双提升”走访活动。

该镇通过开展问卷调查和现场宣讲相结
合的方式，针对村民日常生活中容易涉及到的
电信诈骗、保健品推销等方面作了耐心地宣传
讲解。包组干部还向村民宣讲日常的安全防
范措施，提升村民防盗、防骗、防火意识；宣传
扫黑除恶、非法集资、反邪教等知识；听取并记
录村民对“双提升”工作的意见、建议，引导广
大村民积极参与“双提升”工作，提高群众对政
法工作的满意度。

走访中，对群众提出的困难和问题，能够
解答的当场解答，能够办理的当场办理。对不
能当场答复或解决的，由走访人登记带回，并
向群众做好解释和反馈工作。

同时，该镇还有针对性地走访信访投诉
人，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
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通讯员 金国泉 张鑫宇）

杨湾镇：
开展“双提升”入户走访

本报讯 去年以来，宿松县司法局把平时
考核作为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有力
抓手，切实提升司法行政工作质效。

科学设置评价指标。根据不同股室、基层
司法所的特点和岗位实际，在基本考核内容上
体现共性，设立公共指标，在具体考核内容上
又注重突出个性，设立业务指标。

灵活借助现代技术。建立多元主体考评
机制，通过周清单、月纪实、纪检审查、结果审
定等七个环节，确定季度考核结果。同时，引
入信息化技术，开发考核小程序，结合线上和
线下开展公务员平时考核。

综合运用考核结果。坚持平时考核结果
与公务员年度考核、职级晋升、选拔任用、评先
奖优、学习培训等挂钩，“好”中选“优”。该局
今年先后推荐3人被提拔重用、16人晋升职级、
1人挂职乡镇领导干部，调整了4名股室主要负
责人、6名副股长、8名副所长；同时，对能力欠
缺、作风不良、整改不力的干部及时给予批评
教育、岗位调整等。

（通讯员 杨香梅 魏春凤）

宿松司法局：科学考核
提升行政工作质效

罗岭社区蔬菜生态园里村民在采摘干豆。 通讯员 宋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