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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传统产业“欣欣向荣”

4月6日，岳西县来榜镇下了一
上午的雨。傍晚，在关河村村集体
茶叶加工厂，村民们陆续将新鲜的
茶草送来售卖。加工厂负责人杨全
正坐在桌前，给每袋茶草过秤后，查
看茶草品质，然后将崭新的钞票交
到村民手上。

“茶草收购价是 65 到 70 元一
斤，昨天收了170多斤。今天上午下
雨，村民们都是趁着下午雨停后采
的，现在收了20多斤，还会陆续有
人送来。今天量不多的话，就给茶
草摊凉，明天一起加工。”杨全正说。

关河村有茶园1200多亩，平均
每户2亩多。2019年，村集体和一家
企业联合建设了这个茶叶加工厂，村
集体占股75%。加工厂面积800平
方米，拥有上草机、杀青机、理条机、
烘焙机、筛选机等茶叶加工全流程机
械设备，从4月上旬到6月上旬，整个
采茶季预计收购4万斤茶草，产出1
万斤干茶。采茶高峰时期，加工厂通
宵加工，村“两委”干部轮流值班，保
障加工厂正常运行。去年，茶叶加工
厂为村集体增收6.3万元。

除茶园外，关河村还有桑园
3000多亩，其中村集体110亩，2022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80.2万元。关河
村党支部书记胡孝军告诉记者，
2017年，关河村引入一家桑枝木耳
生产企业，村集体以土地、资金入
股，占股32%，将废弃桑枝加工成菌
棒，生产桑枝木耳、桑枝香菇、桑枝
茶菇等桑枝系列食用菌产品。除此
之外，现在茶叶加工厂还可以将桑

叶加工成桑叶茶、桑叶面、桑芽菜等
产品，大大延伸了蚕桑产业链。

在来榜镇，茶叶、蚕桑、中药材、
高山蔬菜作为传统的“四大产业”，
一直是村集体和村民收入的基础保
障。目前，全镇拥有茶园1.4万亩、桑
园1.6万亩、中药材0.4万亩、高山蔬
菜0.38万亩。

近年来，来榜镇在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过程中，积极推动茶、桑、药、菜
四大传统产业延伸产业链，并根据各
村资源禀赋，探索发展新的特色产
业，为村级集体经济注入“新鲜血
液”，大大推动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2022年，来榜镇12个村村均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56.4万元，超过50
万元的村有8个，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水平在岳西全县位居前列。

在来榜镇西部，紧邻国家4A级
景区明堂山入口的横河村，素有“母
皖山下第一村”的美誉。近年来，横
河村“两委”依托旅游资源，发展冬
桃、黄金梨种植及采摘、观光产业，并
将闲置多年的老村部改建成为一家
宾馆，实现休闲食宿一体化。2022
年，横河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10.4
万元，为来榜镇最高，并入选岳西县
2022年度“集体经济发展十强村”。

特色产业“争奇斗艳”

几年前，横河村结合“三变”改
革政策，投入资金50万元，流转土
地70亩，发展黄金梨种植产业，当
年黄金梨初次挂果就喜获丰收。为
突破产业单一模式，依托“三变”改
革政策，村集体又成立了合作社，与
一家企业合作，流转土地150亩，发

展冬桃种植产业。村“两委”成员利
用休息时间积极参与果园的种植管
理，翻地、施肥、除草、除虫环节都能
看到村干的身影。

横河村集体宾馆在318国道旁，
2019年由老村部改建而成，宾馆有
16间客房、2个餐厅、3个包间，2021
年开始由村集体自主经营，当年就
创收20多万元。2022年，横河村集
体宾馆收入达到35.3万元。

“我们把村集体的事当自家
事，宾馆只请了2个人，负责掌勺和
保洁。忙的时候，村书记就当起大
厨，其他村干当起店小二，都是冲
在第一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为了把剩饭剩菜利用起
来，我们又养了一些鸡和猪，喂鸡、
喂猪我们也都不含糊，这也给宾馆
提供了部分食材。”横河村党支部
副书记谢余庆说。

像横河村一样，如今的来榜镇
村域特色产业“遍地开花”，形成了

“竞相开放”的格局，山村经济发展
活力十足。

沿着蜿蜒的山路，记者来到来
榜镇花墩村，远远就可看到潜水河

畔有一个个方格形水池。这是岳
西山区唯一的鲟鱼规模化养殖基
地，属于花墩村集体，在基地务工
的当地村民周访舜正在为养殖池
塘排水，随后用舀子给池塘里的鲟
鱼投喂饲料。

“鲟鱼对水质要求很高，并且水
温不宜超过22度，我们这里是潜水
河上游，水质好，夏季也很凉爽，能
够满足这个自然条件。”周访舜说，

“我每天就是给鲟鱼喂喂食，下雨
天就捞捞漂浮物，给鱼池排排水。”

2019年，花墩村“两委”依托当
地原有的一家鲟鱼养殖企业，在鱼
苗采购、养殖技术、市场销售都有充
分保障的基础上，着手建设这个11.6
亩的养殖基地养殖鲟鱼，发展村集
体经济。2020年，养殖池塘建成后，
村集体合作社投放了 3 万尾鲟鱼
苗，并在观景池塘投放了石斑鱼和
小河鱼鱼苗。

鲟鱼属珍稀水产品，上市后供
不应求。去年7月花墩村第二批鲟
鱼上市时，各地客商前来采购鲟鱼
的货车在山路上排起了长队，将大
山里的这些鲟鱼销往省内外市场，

3.9万斤鲟鱼销售一空，村集体获利
16.9 万元。2022年，花墩村集体经
济收入达到72万元。

在来榜镇枫树村主干道旁，有一
家现代化气息十足的汽车线束加工
厂，记者走进加工厂时看到，工人们
正坐在工位前熟练地组装着汽车线
束产品。该加工厂面积300平方米，
现有工人21人，属于枫树村集体，主
要为岳西县内一家汽车零部件企
业提供汽车线束产品代加工服务。

枫树村党支部书记吴自从介
绍，汽车线束加工厂的落地，源于
一次机缘巧合。先前，枫树村驻
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在入户进行
劳动力就业意愿的调查时发现，
村内有很多赋闲在家的留守妇女
对就近务工有着强烈意愿。2021
年，村“两委”与县内一家汽车零
部件企业达成合作共识，村集体
成立了安徽枫尚汽车电子有限公
司，购买端子机、裁线机、裹胶机
等机械设备，建起了这个流水线
加工厂，吸纳村民就业。2022 年，
加工厂为村集体创收 12 万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0万元。

山村经济“映山红”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林卢珍

岳西县来榜镇积极延伸传统产业链条，同时探索发展
特色产业，为村级集体经济注入“新鲜血液”——

春光明媚，草长莺飞。4月初，记者走进大别山
深处的岳西县来榜镇，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令人印象
深刻。近年来，来榜镇积极推动传统产业延伸产业
链，并根据各村资源禀赋，探索发展新的特色产业，
大大推动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2022年村均集体经
济收入达到 56.4 万元，在岳西县位居前列。火红的
山村经济，成为大山里的又一种“映山红”。

本报讯 “看看人居环境整治
后的中心村庄，地净、路平、灯亮、树
绿、水净、景美……现在的环境比以
前好很多，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
心情更好了，精神状态也都不一样
了。”3月26日，春日的暖阳下，正在
打扫门前道路的桐城市龙腾街道高
桥村中心组村民黄志财说道。如今
的高桥村，平整宽敞的道路、郁郁葱
葱的绿化带、水清岸绿的池塘、风景
宜人的休闲公园和文化墙，处处彰
显着新农村风貌。

说起村里的喜人变化，高桥村

党总支部书记陈顺发既开心又激
动。他说：“以往村民环境卫生意识
淡薄，垃圾乱扔、鸡舍猪棚乱搭乱
建，环境卫生脏乱差。为改变这种
落后的面貌，我们进村入户，到田间
地头宣传发动村民搞好环境卫生，
动员外出青年、乡贤带头响应做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容村貌发生
了喜人的变化，垃圾定点投放到垃
圾桶，村道变得干净整洁，两旁种上
绿树红花，文化广场设施完备，村居
环境可谓焕然一新。”

高桥村中心组环境整治大变

样，这只是桐城市农村人居环境变
化的一个缩影。3月26日，在桐城
市双港镇练潭村土街村民组，记者
同样见到了焕然一新的景象：鹅黄
的柳枝倒映在碧澄的河水中，一条
条整洁宽敞的水泥路纵横交错，门前
宅后绿林掩映，农家小楼整洁漂亮，
休闲广场精美别致，美丽乡村赏心悦
目。该村党支书记朱龙云说：“2022
年我们利用财政衔接资金13万元，
村民自筹5万元，围绕清杂物、清沟
塘、清庭院、改习惯、建长效，着力治
理‘脏乱差’、建设‘整齐美’，大大提

升了土街‘精气神’。”朱龙云表示，下
一阶段将持续发力推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常态化、长效化，加快建设山
清水秀美丽乡村，形成人居环境与
乡风文明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为
乡村振兴提“颜”增“质”。

桐城市农业农村局社会事业促
进科负责人江龙田介绍，2022年桐
城市投入财政衔接资金1042万元，
对全市80个自然村庄实施清垃圾、
清污泥、清杂物，拆除危旧房屋、猪
圈、旱厕、院墙，实现道路硬化、村庄
绿化、路灯亮化、环境美化、必要公

共设施配套化。今年，桐城市以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的可持续为
思路，充分发挥群众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中的主力军作用，着力完善
村规民约，让整治环境、美化村庄、

“门前三包”、“五美庭院”活动等成
为群众主动参与的自觉行动。同
时该市纪委监委、财政、审计等部
门加强项目资金执行监督检查，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有效落地、务实推进。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
员 孙传银）

桐城：村居环境“绿净美”群众更有“精气神”

本报讯 为了提高乡村治理质效，近年
来，宿松县下仓镇以农村小院、村民客厅为

“主会场”，召开了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板凳
会”，激活基层治理强劲动能，奋力擘画乡村
振兴“新图景”。

下仓镇利用“板凳会”灵活性特征，有效
引导群众坐下来、围起来，在符合群众习惯的
氛围中，讨论商议和协调解决各类问题，让解
民忧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并充分发挥农村党
员与群众联系密切的优势，收集群众在产业发
展、就业就医及矛盾纠纷等方面诉求，做到问
题早发现、早化解，有效保障群众利益。

该镇通过“板凳会”的方式，营造畅所欲言
的良好氛围，征求群众对人居环境整治、基础
设施建设、村集体经济发展等事项的意见建
议，充分提高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激发广大村
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速推动各项工作落地
落实。在重要节假日期间，该镇还组织来自
各行各业的返乡人才座谈交流，集思广益，积
极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新方法，为建设美丽
新农村做出贡献。 （通讯员 余志飞）

下仓镇：

“板凳会”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本报讯 目前茶叶进入采摘期，在望江县
长岭镇长岭村一家家庭农场，工人们正抓紧时
间采摘春茶，“绿叶子”将变成“金叶子”，茶农
们脸上写满了丰收的喜悦。

在家庭农场标准化茶叶加工车间内，机
器正轰隆作响，刚采下来的鲜叶通过摊青、
杀青、揉捻、烘干等一系列制作工序后，便成
了清爽甘醇的干茶叶，制作好的茶叶通过线
上线下方式进行销售，每斤价格在700至800
元。“茶园今年共种植茶树 110 亩，有雾浴翠
尖、白茶、黄金芽三个品种，这两天采茶工有
30多人，高峰的时候有50多人，都是附近的
村民，每天可采摘鲜茶 200 至 300 斤。”农场
负责人李结华说。

近年来，长岭镇积极培育发展特色产业助
农增收，通过大抓整合、做大基地，结合现代化
制茶工艺，积极打造“一村一品”特色，逐步推
动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该镇共种
植茶叶500多亩，年产值300余万元。

（通讯员 檀春红）

长岭镇：

采茶制茶促增收

本报讯 3月 29日，潜山市检察院在黄
铺镇开展走访民营企业活动，问需于企、送
法上门。

当天，潜山市检察院检察官们先后到潜
山天柱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安徽磁谷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实地察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座谈，听取企业对
检察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意见建议，询
问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法律维权等方面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安排专人办理跟进。

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是检察机
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要内容，也是
潜山市检察院“检乡同兴”助力乡村振兴工作
品牌创建活动的一项重要载体。下一步，潜
山市检察院将切实发挥检察职能，从打击破
坏民企生产经营犯罪、审慎办理涉乡镇中小
微企业案件、帮助企业防范化解法律风险等
多个方面发力，护航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通讯员 储思思）

潜山市：

送法进企业 服务零距离

来榜镇公山村茶园。 通讯员 刘金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