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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在决战脱贫攻坚时期，芜湖

市繁昌区与太湖县结为对口帮

扶友好县，将青梅种植作为村

级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一

个重点项目予以实施。太湖县在

11 个乡镇 14 个重点帮扶村建立

了3000多亩青梅种植基地。经过

5 年多来的精心培育发展，如今

各个青梅基地的果树相继进入

挂果期，预计今年 1000 多亩青

梅挂果产量达 6 万多斤。结对帮

扶 的“ 友 谊 之 花 ”结 出 累 累 的

“友谊之果”。

“友谊之花”结出累累“友谊之果”

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有效支撑

本报讯 太湖县汤泉乡地处
大别山深处，随着人口老龄化进
程加快，留守老人、独居老人数
量也随之增加。针对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养老难问题，汤泉乡群策
群力，充分发挥党建引领智慧村
居治理，深入探索“智慧养老”
新路径。

“由于孩子们长期在外，家里
只有两个老人留守。我们的身体
也不好，村里推行养老助餐平
台，为我们老年人提供助餐服
务，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
和帮助，我们非常高兴。”汤泉乡
黄下村村民辛治淮说道。

辛治淮讲的养老助餐平台，
实际上就是黄下村正在推行的

“一键呼叫”智慧养老数智平台，
该平台通过向留守老人和独居老
人发放“智能守护卡”，解决老年
人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实现
智慧养老全覆盖。每天，临近中
午午餐时间，“一键呼叫”智慧养
老数智平台的工作人员就会通过
系统呼叫辖区有助餐服务的老人
前来就餐。对于行动不便的老
人，志愿者还会提供送餐和接餐
服务，让老年人就餐无后顾之忧。

“通过这个智慧养老数智平
台，可以及时了解到辖区每个老
人的需求，根据老人的需求提供
对应的志愿服务，如果有出现急
救的特殊老人，我们也会第一时

间与乡镇医院和医生取得联系，
让老人得到及时救治。”汤泉乡黄
下村智慧养老数智平台管理员殷
咏咏说道。

为了让“一键呼叫”系统成
为老年人的“守护神”，汤泉乡充
分发挥党员、志愿者、监护人、
亲属、网格长、联防长的包保作
用，形成一支超过150余人的智慧
养老志愿服务队伍，真正做到了

“一呼即应”。“对我们很方便，特
别是有急事呼叫的时候，志愿者
马上就到了。”汤泉乡黄下村五保
老人杨远来说。

“一键呼叫”智慧养老数智平
台依托移动公司的技术支持，即
使在信号很弱的情况下，也能让
系统后台及时收到呼叫。同时汤
泉乡还加大对老年人的使用培
训，让“一键呼叫”智慧养老守
护最美夕阳红。

“针对特困人员养老问题，汤
泉乡深入探索‘智慧养老’新路
径，通过智能化、信息化手段，
积极响应老人的合理需求，不断
提高养老服务的效率，切实守护
老人生命健康安全。目前，一键
呼叫系统已覆盖汤泉乡 10 个村，
服务特困老人230余人。下一步，
我们将持续探索、发力，不断提
升智慧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汤
泉乡副乡长赵飞燕说。

（通讯员 吴阳金）

“一键呼叫”助养老

本报讯 5月 18日，太湖县在
小池镇白沙村举行文化科技卫
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仪式。

活动现场，各单位结合各自
职能，设置展台，集中开展各类
便民服务和科普宣传活动。县
文旅体局为群众送去精彩的文
艺演出，歌舞、快板、黄梅戏、舞蹈
等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
彩。县卫健委组织健康宣教和义
诊服务，为群众提供便捷、专业的
诊疗及健康咨询服务。县司法局
向群众普及婚姻家庭、法律维权

知识。县科协组织了科普知识宣
传，向广大群众宣讲最新科普知
识。县文联组织书画爱好者挥笔
为群众送上精美的书法作品。县文
化馆、美术馆、图书馆、新华书店等
单位组织美术展、非遗展和图书
赠送等活动。县博物馆工作人员
开展了红色革命文物展览活动，
向广大群众宣讲太湖的红色革
命历史。工作人员现场发放了文
物保护法律法规、文物知识刊
物等宣传资料。

（通讯员 吴阳金）

“三下乡”活动全面启动

本报讯 5 月 20 日上午，首
届“朴初杯”全市青少年书法大
赛颁奖仪式在太湖县举行。

举办此次大赛，旨在以赵朴
初先生书法文化为引领，引导广
大青少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书法艺术瑰宝，全面促
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
发展，同时进一步激发全市中小
学生深入学习赵朴初先生的诗

词、书法艺术和爱国爱乡情怀，
并以此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
冶人生。

此次大赛自去年开展以来，
共征集安庆市各县 （市） 区中
小学生书法作品1018件，其中儿
童组 742 件，青少年组 276 件。
经过公平、公开、公正评审，最
终评选出大赛一二三等奖及优秀
组织奖。

（通讯员 刘辉 黄德丰）

“朴初杯”全市青少年书法大赛颁奖

徐桥镇茗南村青梅基地。 通讯员 刘辉 摄

五月绿满枝，青梅结子时。眼下正
值青梅成熟的时节。连日来，在太湖
县各个青梅种植基地，处处呈现出一
派生机勃勃、硕果累累的热闹场景。
一块块连片种植的青梅树上结满了
果实，果农们忙碌地穿梭在梅林绿海
之间。他们手提果篮，抑或麻袋圆桶，
抑或身背背篓娴熟摘下颗颗青梅，遇

到较为“高大”的青梅树，果农们则踮
起脚尖，用细长的竹竿朝树枝上敲
打，一颗颗如珍似玉的青梅顿时“呱
呱坠地”，经过细致的分拣、包装后，
运往芜湖繁昌溜溜梅公司进行加工。

自2018年下半年起，繁昌区向太
湖县免费提供青梅种苗，全程提供技
术服务，由溜溜果园集团公司签订最

低保护价，实行“订单收购”，并对青
梅苗期管理通过产业扶贫项目的方式
累计给予526万元资金帮扶支持。截
至目前，太湖已在大石乡田祥嘴村、
徐桥镇茗南村、晋熙镇阳冲村、江塘
乡何墩村牛镇镇天桥村等11个乡镇14
个重点帮扶村建立了3000多亩青梅种
植基地。

经过 5 年多来的精心培育发展，
如今各个青梅基地的果树已相继进入
挂果期，这朵结对帮扶的“友谊之
花”正结出累累的“友谊之果”，成为
乡村振兴的有效产业支撑。预计今年
1000 多亩青梅挂果产量达 6 万多斤。
一颗青梅，链接了两地的深厚情谊，
也见证了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

结对共享“友谊果”

在地处泊湖之滨的大石乡田祥嘴
村青梅种植基地，荡漾着一阵阵爽朗的
笑声。果农们一边迅速将饱满的小果实
收入囊中，一边尽情畅谈着满载而归的
喜悦。在百亩青梅的映衬下，几位果农
的笑容显得格外憨厚而灿烂。

田祥嘴村土壤肥沃，气候温润，具
有青梅种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2018年，田祥嘴村同溜溜果园集团签
署了青梅产业种植基地合作协议，溜
溜果园集团负责提供优质梅苗，并在

梅苗的培育、种植方面提供技术指导
与支持。如今，青梅产业已发展成当
地的特色产业，550 亩青梅基地已是
当地老百姓的致富宝地。“今天摘了
三百多斤果子，有一百多块钱的纯收
入，平时还在这里除草、管理，每年也
有八千多元的工资。”田祥嘴村村民
查秀娥一边采摘，一边说道。

田祥嘴村北林组青梅基地负责人，
种植大户汪戴华经营着150亩的青梅基
地，一年投入10万元左右。凭借着多年的

青梅种植经验，汪戴华不仅将自己的基
地打理得“有声有色”，也通过带动就近
务工，让村民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汪戴华的青梅基地始建于2019年，
去年已初见成效，今年产量预估会是去
年的几倍。“青梅产业只要管理得当，会
是长期受益的产业。”他兴奋地算了一
笔账，一亩地大概能栽45棵树，一棵树
结果30斤，按照保底价2元算，一亩地
收入可达2000多元。产业收益高，村民
受益大。看着满目皆绿的累累果实和村

民们幸福的笑脸，汪戴华既对今年的产
值非常满意，“预计今年的产量能达两
万斤左右，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就业的
机会，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效益。而且看
到青梅结果也看到了希望，繁昌的结对
共建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除了采摘季，青梅的除草、管护、
施洒有机肥等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就
业增收的契机。广大村民辛勤培育、亲
手采摘的青梅，成了稳定增收、居家就
业的“梅”好。

同心共育“致富果”

在晋熙镇阳冲村青梅基地旁，几
位村民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他们分
工明确、行动敏捷，有人担着袋子，
有人扶着秤杆，还有人拿着账本随时
记录着，原来他们刚刚在青梅种植基
地摘下新鲜的青梅，正装袋称量着青
梅的重量。果子越沉重，产量越喜
人，村民们忙得不亦乐乎。

今年阳冲村的青梅采摘效率极
高，阳冲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青梅基地
负责人周玉进介绍：“目前青梅已经进
入成熟期，正在采摘，从本周开始，
每天都有40多位村民上山采摘，每天
的采摘量大概在3到4吨，预计一个星
期以内可以采摘完毕。”

海拔200多米的阳冲青梅基地位
于阳冲村集体资产毛安山场，2018年
经芜湖原繁昌县繁阳镇帮扶单位工作
队多方考察、研究，毛安山场地理位

置和气候条件适宜于青梅种植。于
是，该村就紧紧依托山林优势，将毛
安山场青梅基地产业作为优势特色产
业重点打造。

青梅漫山的碧绿新妆，梅花朵朵
的花开春暖，村民采摘的农忙景象，
让人惊艳于当代“富春山居图”的美
丽与活力，很难想象到曾经的毛安山
场是无人问津的山区村落。阳冲村利
用青梅的观赏价值，积极打造了花草
时光欢乐谷，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
业，挖掘山水田园资源，将沉寂土地
化为绿水青山，以梅为“媒”，实现
了乡村面貌的焕然一新。

走进徐桥镇茗南村，村民们穿梭
在梅林间，灵巧的双手不停地在枝头翻
飞，很快便收获了一担担翠嫩的青梅。

茗南村青梅基地在2018年和2019
年分两期实施，共计220亩，基地有

120 亩在今年挂果，100 亩在苗期。
“现在趁着晴好天气，村里全力组

织青梅采摘，今年的产量估计能够突
破两万斤，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五六
倍。”说起今年的青梅采摘情况，茗南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严宏其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地处香茗山下的茗南村青梅基
地，按照“村党组织+产业基地+贫困
户”的产业模式，吸收了几十个农户
的荒山荒地种植青梅，由繁昌区免费
提供优质种苗和60多万资金补助，与
繁昌溜溜梅果园集团共同打造。

如今的茗南村不仅收获了金山银
山，还将一片荒山变成了青山。每年
春季，这里的青梅基地，梅花竞相绽
放，幽香宜人，园林疏影清雅，暗香
盈袖的如诗如画让人流连忘返。绿水
青山不仅是生态茗南的天然名片，也

是农旅发展的深厚底色。
“基地将以青梅独特的观赏优势来

带动乡村生态旅游观光，并逐渐向特
色民宿等第三产业转型，为农旅产业
发展释放更多的新空间，不断提升美
丽经济颜值，着力打造特色生态茗
南。”严宏满怀信心地说。

回望阳春三月，花开满园，芬芳
馥郁；眼见初夏之季，梅子成熟，青
果满枝。走过花径，品味青果，结下
的不仅是帮扶共建的佳话、乡村振兴
的华章，更是绿色生态的文明、繁太
友谊的深情。

放眼眺望，在明媚的阳光下，太湖
郁郁葱葱的12万多株青梅树正涌动着
产业兴旺的勃勃生机，广大村民正用
勤劳双手，勾勒出景美人和的乡村画
卷，编织成乡村振兴的美好梦想。

通讯员 刘辉 王璇

农旅共创“生态果”

本报讯 太湖县坚定不移做大做
强“中国膜都”首位产业，不断加强科技
创新、深化产教融合、优化营商环境，鼓
励支持膜产业链企业发展壮大，助推膜
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太湖县致力于膜产业经济与科技
创新工作，把科技创新转化为工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全力实施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科技领军企
业培育引领行动。该县依托安徽省光
学功能膜新材料工程研究院、太湖县
功能膜新材料检测研究院、功能膜科
创基地、功能膜技术成果孵化中心和
安徽高分子技术研发研究院等平台做
好技术需求和技术成果的征集发布、

精准匹配和推广应用。如太湖金张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富印新材料有
限公司等企业入围安徽省首批新基建
名录。同时，该县积极鼓励和支持优质
企业申报创建工业设计中心、制造业
创新中心、众创空间等国家级、省级各
类科创平台，力争实现国家级科创平
台实现零的突破。

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太湖县还致力
于深化产教融合培养适用型人才。县经
开区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
进学校教育链、人才链与园区膜产业
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和深度融合。今年
4月，在经开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推进会上，构建了“人才共育、基地共

建、资源共享、协作服务”的校企合作新
格局，建立沟通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
走访摸底，掌握人才需求与供给的第一
手资料，不断提高学校专业设置与园区
重点产业的匹配度，让太湖职业技术学
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成为支撑太湖功
能膜产业体系建设的主力军。

同时，太湖县还致力于培养政企情
感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县委、县政府
坚持健全服务企业长效机制，把政策落
到位，把服务送上门，主动为企业纾困
解难；持之以恒地开展“周调度、月通
报”项目推进工作机制，用好“5+1+N”项
目推进平台，健全项目台账，制定项目
建设路线图、时间表；组织代办员业务

培训，建立帮办员、代办员考核制度，压
实帮代员工作责任等一系列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举措，筑巢引凤，充分培养政
企一家亲的浓厚氛围。县经开区积极
借助“膜都茶叙”企业家沙龙活动等新
颖活动明确助企发展措施，举办银企
对接会，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始终坚持

“服务好企业就是抓发展”的理念，转
作风、提能力、抓落实，常态化走访服
务企业，下沉一线全流程引导、全过程
服务、全领域支持，围绕推进企业数
字化管理、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智
慧园区智慧服务，为推动膜都经济高
质量发展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通讯员 刘影）

“中国膜都”实现高质量发展

５月１９日，美术爱好者在太湖县西风洞景区写生。西风洞景区
幽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众多美术爱好者前来现场写生，感受太湖的深
厚文化底蕴和良好生态景致。

通讯员 刘辉 摄

美丽风景入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