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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近年来，太湖县刘畈乡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该乡通
过系列举措，盘活红色资源，让红色旅游的发展辐射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特
色林业、生态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红旅产业与绿色产业的共同发展，织就一幅“红绿”融合富民的锦
绣画卷。

传承红色基因 加强生态建设

“红绿”融合绘就富民锦绣画卷

“1947年 11月9日至12日，刘邓大
军在太湖县刘家畈召开会议。这是从
挺进大别山到走出大别山战略链中承
上启下的会议……”在刘邓大军刘家
畈会议旧址，管理员潘新民正在向参
观的游客讲述着曾发生在这里的刘家
畈高干会议。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军民同心的鱼水情深，将人们的记忆
拉回到那段红色岁月，这座青砖小瓦
结构的清代胡氏新祠，因为承载着这
份红色历史，而成了刘畈乡具有重要
历史价值的文化旧址。

泛黄的老照片，斑驳的老物件，实
现历史与现实的重逢；场景复原及声、

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复原了不曾磨
灭的烽烟记忆。展厅从千里跃进大别
山、决策刘家畈、从刘家畈走向胜利、
军民鱼水情四个单元展开讲述，重现
了刘邓大军战略转移、千里跃进大别
山、逐鹿中原、渡江作战等载入史册的
伟大瞬间，将刘家畈会议的背景、经
过、意义和成果，进行了生动的诠释和
深刻的解读。

在刘畈乡，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旧
址这样的红旅基地已不在少数，鲜花灿
烂处的陈锡联、桂林栖故居，红日映照
中的石砌碉堡，沿着红色步道，穿过岁
月星辰，铺展开来，那是一份革命精神

的传承，也是一份红色资源的保护。
“刘畈乡是红色的土地，绿色的家

园。这几年，以刘邓大军刘家畈会议旧
址为中心，着力恢复了刘伯承、邓小平、
陈锡联、桂林栖这些领导人居住地的修
缮工作，另外修了红色步道和游客服务
中心、乡贤馆，这些红色旅游的发展能
辐射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刘邓大
军刘家畈会议旧址管理员潘新民说。

沿着先人的红色足迹，刘畈乡探
索出一条守护“红色脉络”的红旅路
线。通过系列举措，盘活红色资源，
赋予红色文化新的内涵。刘畈乡依托
会议旧址，加快推进刘伯承居住旧

址、邓小平居住旧址、陈锡联指挥
所、红二十八军柴家山会议旧址、石
砌碉堡等红色资源的保护开发。该乡
在刘邓大军三旅某团驻地旧址率先试
点建立了马畈村史馆，开发洪河谷，
打造“红军路”，创建特色小镇，积
极融入太湖县全域旅游经济圈。全乡
先后实施老刘牛路改线工程、红色旅
游大道建设，完成中心路绿化亮化美
化、游客服务中心、刘邓大军刘家畈
会议旧址文化广场、停车场建设；鼓励
和支持乡村民宿发展，创建一批星级
农家乐，努力将红色资源转化成富民
强乡的“红色引擎”。

深耕红色沃土 厚植文化自信

在刘畈乡的山林深处，坐落着一
座乌啼山。初闻其名，便不由想起张
继名句“月落乌啼霜满天”。这个与古
诗遥相呼应的名字，为这座山增添了
一丝神秘和诗意。百转千回的蜿蜒道
路间，每一个转角处，总是隐藏着未知
的风景。穿林问路，青山深处，只见毛
竹苍郁，山茶青翠，共同交织成漫山之
绿，辉映无尽苍穹，福泽一方百姓。

初春时节，山林显得格外青翠，几
位村民手持镰刀熟练地穿行在山林
间，他们仔细观察树木的长势，并挖除
着芭茅。对于脚下这块土地，他们再
熟悉不过了：“曾经的乌啼山，山坡到
山顶都是光秃秃的。造林之后，生态
环境是越来越好了。”“从小就在山里
长大，现在通过劳动让山变美了，还能
带来劳动收入，很开心。”生态优化乌
啼山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一片富饶

的土壤，当初第一批“拓荒者”“先行
人”的努力，赋予这片土地更美的风景
和更多的收益。

太湖县徐桥镇人喻家来心系桑
梓，放弃大城市的收益，回到故乡，看
中在刘畈乡发展林业得天独厚的地理
优势。于是，他在刘畈乡洪河村、乐盛
村等以乌啼山为中心，承包荒山荒地
和以杉木、马尾松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5000余亩进行经营开发，大力发展毛
竹、油茶、果蔬等经济林。2014年，喻
家来成立太湖县世外桃源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采取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然后不断发展
壮大，成为集种植、养殖、生态休闲旅
游为一体的林业产业化企业，每年出
售600多头土黑猪、茶叶6000斤左右，
产油茶籽4万斤左右，农家乐和民宿收
入40万元，带动100多人就业，每年支

付村民务工工资100多万元。
“我们积极引进和培育新型经营

主体，通过整合资金、多元投入，实施
三年灭荒行动，已累计消除芭茅山3.88
万亩，完成新造林3.2万亩，其中油茶
造林1.6万亩，毛竹造林1.2万亩，其他
造林0.4万亩。近两年为巩固提升历
年造林成果，积极实施欧投项目2.4万
亩，进一步让刘畈乡山更绿、水更清。”
刘畈乡林业站工作人员彭松说道。

如今的满目皆绿，是大自然赋予
的特色优势，也是林业人勤劳与智慧
的结晶。刘畈乡因地制宜，大力发展
特色林业，通过实施千万亩森林增长
工程和林业增绿增效行动，森林覆盖
率进一步提高，森林资源存量增长显
著。全乡现有林地面积129214亩，其
中乔木林地面积101404亩，竹林面积
27810亩。全面推进林长制、河湖长

制工作，设立乡村林长45名，223名
生态护林员全天候巡护山林，完成营
造林4.35万亩，刘畈乡被评为“安庆
市林长制改革工作先进单位”，刘畈
乡林业站被授予“全国标准化林业工
作站”称号。

“全乡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始终立足‘红色刘畈、绿色发展’的
理念，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串联红色旅
游景点，加快特色产业升级，创建产业
聚集小镇，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优
势和自然资源优势，着力推动红色旅
游与生态旅游共同发展，努力打造一
条集红色研学、生态农业为一体的特
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之路，不断
加快建设经济强、生态美、百姓富、产
业兴的美好刘畈。”面向未来，刘畈乡
党委书记方毅信心满满。

通讯员 王璇 徐虹

筑牢绿色屏障 擦亮生态底色

本报讯 太湖县不断探索完善科
技特派员制度，在资金扶持、对口服务
上狠下功夫，多措并举推动人才下沉、
科技下乡、服务“三农”工作，让广大科
技特派员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把科
技成果应用到生产实践中，成为科技强
农、机械强农、增加农民收入的带头人。

日前，在徐桥镇桃铺村，何吉祥正
在田间地头向群众讲解农业科技知
识。作为一名来自安徽省农科院的省
级科技特派员，从2014年开始，他就定
点结对徐桥镇桃铺村开展科技帮扶工
作，这一干就是8年。2021年，何吉祥
又被选任为驻徐桥镇桃铺村党总支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由“派出”到

“驻村”，他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先后引
进国家和省级重点研发课题5项，转化
稻渔综合种养新模式新技术10余项，
有效推进桃铺村产业融合发展，不断
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

“何吉祥用他的专业技术指导我
们搞稻鳖共生、稻虾共生这些特色产
业发展，由传统农业转变为特色农业，
实现亩均增收3000多元。”太湖县某农
业合作社负责人王雨红说。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近年来，何吉祥带领驻村工作队和村

“两委”盘活了该村肉羊养殖场，实现
扭亏为盈；引进了食品加工企业投资
500余万元新建小龙虾加工厂，有效补
齐当地稻虾产业短板；提升了村450亩
产业示范园的科技内涵，将其打造成
太湖县“农旅、农教、农研”样板基地。

“作为科技特派员，目前也是驻村
干部。我想下步要做好结合文章，一
是结合省农科院科技支撑的优势，为
地方产业发展提供强劲的科技支撑；
二是发挥自身项目优势，把项目示范
点建到所在的村，辐射到乡镇；三是结
合所在村的资源禀赋，做到一产强、二

产优、三产旺，走三产融合发展之路。”
何吉祥说。

阳光明媚，春风送暖，正值农业生
产和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3月份以
来，在全县的田野上、麦田里、果园内、
养殖场随处可见农业科技特派员活跃
而忙碌的身影。在大石乡东湖村的瓜
蒌基地里，处处都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在县科技特派员、徐桥镇农业农村综
合服务中心主任顾大中的指导下，村
民正有序开展松土除草、深翻施肥等
工作。针对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缺技
术、缺管理、缺经验等问题，顾大中还
采取点对点、一对一的服务方式，全程
参与瓜蒌与金银花的种植，帮助解决
技术问题，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撑，为东湖村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
断的发展动能。该村也因此于2021年
荣获了“全省三变改革示范村”，实现
了瓜蒌种植、金银花种植、水产养殖等

产业“同频共振”，去年村级集体经济
收入达到164万元。

太湖县大力推进科技特派员队伍
建设，积极打造强劲助农队伍，采取

“聘、选、派、育”等方式累计选派省市
县三级科技特派员185名，实现全县行
政村科技特派员服务全覆盖。该县紧
紧依托省农科院、安农大等专家团
队，组建4个农业产业服务科技特派
团，为全县特色农产品种植与加工、
畜牧业养殖提供科技服务。该县还建
设了省级科技特派团2个、科技特派员
示范基地 2 家、农业科技创新平台 2
家。下一步，该县将进一步创新科技
特派员服务方式，鼓励科技特派员常
态化深入田间地头，有针对性地开展
技能培训。通过技术、资金入股或合
伙经营方式，建立利益共同体，积极搭
建产学研服务平台，不断促进科技成
果快速转化。 （通讯员 黄德丰）

科技特派员兴农富民

本报讯 日前，国家住建部
会同文旅部、文物局、财政部、自
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
了《关于公布第六批列入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村落名单的通知》，公
布了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全国共有1336个村落入选，其中
太湖县牛镇镇天桥村榜上有名。
截至目前，该县共有3个传统村落
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其中
汤泉乡龙潭寨村、金鹰村于2012

年入选首批中国传统村落。
以此为契机，太湖县住建局

将会同文旅、资规、农业农村、财
政等部门，按照国家、省市有关加
强传统村落保护的工作要求，科
学指导天桥村按照“一村一档”建
立完善中国传统村落档案，明确
保护范围与重点，深入挖掘传统
资源，有效提升人居环境，力求做
到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有机
协调发展。 （通讯员 刘辉）

天桥村入选
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本报讯 日前，太湖县正在
建设之中的天华大桥工程实现主
跨合龙，大桥有望在6月初全面竣
工。这也是近十年来该县在环花
亭湖库区投资最大建设的一座

“交旅融合”大桥。
天华大桥位于地处山区、库

区的天华镇合铺村、黄镇村境内，
起始于孙家湾附近，途径柳河、黄
镇中学，上跨天华河口，顺山势而
上，最终接上 248 省道石家冲附
近。项目中标价为4421万元。桥
梁所在路线拟升级为246省道，路
线采用二级路设计标准，设计速
度60公里每小时，设计使用年限
100年。桥面全宽15米，大桥全长

330米，接线全长2220米，线路基
全宽12米，路面全宽9米。

天华大桥及接线工程的建设
不仅可以进一步加快山区资源开
发力度，为农特产品提供便捷进
出通道，还能为旅游服务业提供
交通基础设施的硬件支撑，方便
旅客出入、拓宽旅游发展空间、壮
大旅游品牌，实现旅游资源的良
性互补与互融共进。同时，该桥
的建成进一步优化了地域交通网
络、增强国省道辐射作用，极大地
提升了天华镇区城市化建设水
平，为促进天华镇大桥两岸地区
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通讯员 刘辉 吴阳金）

天华大桥主跨合龙

本报讯 日前，太湖县政协
“爱心”服务志愿分队、医药卫生
界别活动室联合县知联会医卫活
动组到寺前镇马龙村开展助力乡
村振兴送医下乡活动，弘扬雷锋
精神，为山区群众提供便捷、优质
的医疗服务。

村民们听说专家要来“家门
口”看病，都很激动，早早就来到
义诊现场排队。医护人员热心接
待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村民，免费

提供血压、血糖、心电图、血常
规、b超等项目检查。同时把脉
问诊，耐心解答村民对常见病、慢
性病的疑惑，为他们科普健康知
识，给予用药指导，嘱咐他们按
时吃药、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活
动当天共有内科、中医科、妇产
科等 5 个科室 17 名医护专家参
与，服务当地群众近300人次，发
放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治
资料300余份。（通讯员 尹茗）

家门口的“医”靠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太湖县扎
实做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掀起统
计普法热潮，护航首季“开门红”。

太湖县聚焦学习教育，推动
纪法意识强起来，大力推进统计
培训进党校，安排县统计局主要
负责人在组工干部业务能力提升
专题培训班上就统计法和统计知
识进行授课。县统计部门在晋熙
镇、小池镇、经开区等地及新入库
企业统计业务培训会上专题讲解
统计法律法规、工作规范，播放案
例视频以案示警。累计培训 121

人次，印发统计法及其实施条例
等宣传资料400余份，有效筑牢防
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思想防
线和业务能力。

同时，全县各级各部门深入
基层、社区广泛宣传与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统计法律条
款，深入企业30余户，开展自查自
纠行动，督促依法统计、诚信统
计，切实强化数据支撑，夯实统计
基层基础，更好地服务全县社会
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刘辉 叶术兵）

强化数据支撑 服务经济发展

4月1日，太湖县举办以“强国复兴有我”为主题的青少年风采大赛
决赛，11支代表队通过歌舞、曲艺、声乐、朗诵等多种文艺形式，展示了广
大青少年健康向上、多才多艺的青春风采和青春激情。

通讯员 刘辉 摄

展青春风采

春和景明，春花烂漫。连日来，
天气晴好，农作物茁壮成长。放眼熙
湖大地，油菜花鲜艳绽放，遍野金
黄，每天一列列“和谐号”“复兴
号”高铁从境内花海中飞驰而过，
成为一道璀璨的靓丽风景线。

通讯员 刘辉 摄

花海靓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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