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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如以往每一个晴朗的清晨，6
月2日的朝阳里，江水根又在偌大
的养殖场里找鸡蛋，这是他每天工
作的一部分。

“一般来说，同一只鸡会在同一
个地方生蛋。”江水根通过实践，证
明了当地村民大多知道的规律。“不
过，我们养殖场这么大，找起来也要
费点功夫。”

“腾笼换鸟”
闲置鸭棚改作鸡舍

这是江水根在养殖基地工作的
第二个年头，他每天的工作，除了找
鸡蛋，就是喂食、喂水，还有每日鸡
鸣时分打开鸡舍门，让“咯咯哒”的
声音响彻这片100亩的树林。

“这个鸡舍，看起来很高端啊！”
不明就里的来客，初次来到这处位
于望江县太慈镇马山村的养殖基
地，通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用作鸡舍的大棚质量确实
好，当时是按大公司提供的标准建
设的。现在嘛，就是废物利用了。”
江水根告诉记者。

“这么好的大棚，要不用上多
可惜啊！”马山村党总支书记任恒
汝接过话来，“这次腾笼换鸟，效果
还是不错的。”

任恒汝所说的“腾笼换鸟”，其实
是马山村的一次养殖产业调整，原本

养鸭的大棚，里面的鸭换成了鸡。当
然，这鸭和这鸡都不是平常品种，不
然也住不上如此高标准的大棚。

在担任村党总支书记之前，任
恒汝是村里的扶贫专干。对于这几
座大棚的来历，他再清楚不过了，这
一切还要从脱贫攻坚说起——在脱
贫攻坚之前，太慈镇马山村没有什
么像样的产业。为了让村集体和当
地群众尽快享受到政策红利，当地
于2017年建设了4座高标准养鸭大
棚。大棚建成投用后，一度让马山
村的脱贫路走得顺利了很多。不
过，后来因为环保等因素，马山村

“两委”顾全大局停止了养鸭项目，
大棚也于2020年被闲置。

“从大局上看，这些资产都是
国家花了钱的，我们不能让这些钱
白花。从本村利益看，如能利用好
这些资产，将给村里带来经济效
益。”任恒汝介绍，本着赋予低效
闲置资产“二次生命”的工作思
路，2021 年村“两委”换届后，就把
盘活闲置资产作为重中之重。

巧借东风
林地、河滩合成养殖基地

不过，项目也不能盲目上，必
要的市场调查工作必须做好。

“有订单那就最好了！”任恒汝
的算盘还真被他打着了，他通过与

消费扶贫结对单位环新集团积极对
接，成功收获了对方伸来的橄榄枝
——一份关于收购土鸡的协议。“一
方面是对方对于消费扶贫这个事很
重视，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的思路对
方很认可。我们的思路就是主打两
个概念，‘散养’和‘土鸡’。”

“散养”和“土鸡”当然并没有停
留在概念上。马山村养殖基地的那
100亩树林是林业基地。“以前这片林
地，每年光除草这一项就有好几万元
开支，去年这项开支就不再有了。你
看这个季节，本来就是草疯长的时
候，但在我们林地里看不到什么草，
这都是这群鸡的功劳。另外，我们也
观察到，自从养鸡后，林木的病虫害
明显减少，生长速度也更快。”对于林
下养鸡的好处，任恒汝有着细致的
观察和真切的体会。“这些鸡吃的主
要是林地里的昆虫和青草，每天的
运动量又比较大，肉质当然好了。”

有消费扶贫结对单位的订单托
底，马山村养殖基地的产品质量有
保障，效益自然不会差。

2022年，马山村林下生态养殖
基地饲养土鸡3000只，当年销售额
达到了25万元。除去人工、鸡苗、饲
料、药品、水电费、耗材、设备折旧、
运输及销售支出等成本，为村集体
增加了收入10万多元。作为在养殖
场务工的脱贫户，江水根当年也能
从养殖场拿到2万元工资。今年，该

村又分 3 批投放鸡苗 1 万只，基本
实现常年有鸡销售。

除了将闲置大棚与林业基地
组合成林下养殖基地，马山村还将
闲置大棚与河滩草地组合成河滩
养羊基地。

而养羊基地的建设，同样少不
了村“两委”借力的过程。

去年年底，在谋划村集体经济
发展的座谈会上，马山村“两委”
与帮扶单位望江县第二自来水厂负
责同志谈到了利用闲置大棚发展养
羊的初步设想。“马山村耕地面积
6112.26 亩 ，水 面 1000 余 亩 ，山 场
5000亩，可为养羊提供丰富的牧草
资源，发展养羊潜力巨大……”在听
到任恒汝对本村发展养羊的优势及
后续发展思路的介绍后，帮扶单位
当即予以积极回应：“第一批羊由我
们投资。”不仅如此，帮扶单位还协
助联系了未来羊肉的销售渠道，并
与收购方达成了初步协议。

“我们养的第一批羊有 62 只，
60只母羊、2只公羊，这个帮扶单
位为村里省下不少钱哦。”当地脱
贫户汪成根，有着丰富的养羊经
验，也因此成为养羊基地的“羊
倌”。在这里，他每年的收入有 2
万元，如果养殖效益好，还能有一
笔年终奖。“目前有15只母羊已怀
孕，到年底大小山羊就有100多只
了。”汪成根开心地说道。

变废为宝
助力富民兴村

马山村的借风使船，还不止因
地制宜利用闲置大棚与周边地形相
结合发展产业，该村还通过引入一
家秸秆综合利用企业，让当地的
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的同时，增
加村集体和群众收入。

“我们公司一年处理的包括秸
秆在内的废弃物，在8000吨左右。
这些废弃物被制成有机肥、生物燃
料等产品销售到周边地区。”位于马
山村的环通秸秆综合利用公司负责
人任建友介绍，这个处理规模，不仅
让马山村及周边农业废弃物有了好
去处，还带动了大量就业。“我们公司
的工人大多数都是周边老百姓，每年
的劳务支出40万到50万元之间。”

“为了充分利用闲置土地，我
们村‘两委’还从村民手中流转闲
置土地 100 亩，种植蔬菜、油菜、
高粱等作物。这些作物产出，同样
都有订单农业支撑。这一项目不仅
解决了大量脱贫户就业，还进一步
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去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达到了87万元。”任恒
汝信心十足地表示，随着土鸡养殖
规模扩大和养羊基地收入增长，

“今年马山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
万元，问题不大。”

让乡村沉睡资源“活”起来
全媒体记者 何 飞 通讯员 田 荣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宿松县华亭镇积极开
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努力营
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法治氛围，教
育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让《民法典》护航美好生活，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该镇以“民法典进乡村”为重点，大力推动
法律“六进”向村居延伸，创新普法形式，深入
辖区9个村、社区结合开展“鼓书普法”，非遗传
承人汪永松唱响鼓书普法曲目《鼓书唱赞民法
典》，在寓教于乐中让法律知识走到群众身边、
走进群众心里，非遗普法添亮“典”。开展“典
亮校园”主题普法讲座，就社会治安、校园安
全、防溺水等内容进行讲解，发放普法宣传材
料，引导学生们养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习
惯，培育法治思维。履职尽责助企纾困，开展

“送法暖企、助力发展”活动，引导企业依法经
营、依法治企。推进法治阵地提升行动，把法
治文化书屋、法治宣传栏、法治文化广场打造
成“实用学法地+法治风景线”，潜移默化地增
强广大群众崇法、尊法的法治意识，为美丽乡
村建设增添法治元素。 （通讯员 朱梦涛）

华亭镇：

基层普法亮“典”纷呈

本报讯 为增强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晓
率和支持率，营造人人参与平安创建的良好
氛围，5月30日至31日，潜山市检察院先后到
黄铺镇张河村、桃铺村、古井村开展“双提升”
集中巡回宣传。

活动中，检察干警通过设立宣传台、发放
宣传手册、摆放宣传展板、接受法律咨询等
方式，向群众宣传“双提升”工作的意义，引
导群众在接到测评电话时，积极、客观评价；
向群众介绍公益诉讼、司法救助等检察职能
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法律知识，告知
12309 检察服务热线功能，耐心解答群众提
出的法律问题。下一步，潜山市检察院将立
足自身职能，结合工作实际，持续开展“双提
升”专项行动巡回宣传，进一步提升群众安
全感和对政法工作满意度，全力推动更高水
平的“平安潜山”建设。 （通讯员 储冬云）

潜山市检察院：

持续开展“双提升”巡回宣传

本报讯 为有效提高青少年的识毒、防
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5 月 31 日上午，在

“六一”国际儿童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禁
毒法》实施纪念日来临之际，岳西县禁毒办
携手天堂镇政府、岳西县公安局关工委和
城关派出所，前往岳西县中洲小学开展禁
毒宣传活动。

在当天的知识讲座上，岳西县禁毒办工
作人员针对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深入浅出、
形象生动地向同学们讲解毒品危害及相关
法律政策，现场还播放了禁毒宣传小视频，
教育同学们要杜绝猎奇心理，坚决抵制毒品
的诱惑，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在禁毒宣传活
动现场，工作人员还分发了禁毒宣传手册
120 份、禁毒知识小摇扇 120 份、禁毒小礼品
120份。此次活动进一步筑牢了青少年抵制
毒品侵袭的防线，也为创建全省禁毒示范县
城打下了良好基础。 （通讯员 金超）

岳西县：

禁毒宣传进校园

闲置鸭棚改作鸡舍，林地里和河滩上鸡、羊成群，废弃的秸秆等被制成有机肥、生物燃料……

近年来，望江县太慈镇马山村通过“腾笼换鸟”、巧借东风、变废为宝等措施，有效盘活乡村闲

置资源，逐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富民兴村，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眼下正值油菜收割季
节，桐城市龙腾街道的万亩油菜已
全部成熟，迎来了大丰收，辖区种
植大户正利用晴好天气抢收油菜，
在确保油菜籽颗粒归仓的同时，腾
出农田轮作水稻，稳定粮食生产。

5月27日上午，在位于龙腾街
道新桥村的安徽新桥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千亩油菜基地里，正是一派丰
收的场景——农机手正驾驶着收割
机在油菜田里来回穿梭。伴随着机
器的轰鸣声，一排排成熟的油菜卷
入收割机，脱粒的油菜籽被运往晾
晒场，油菜果壳和油菜秸秆被收割
机碾成碎片，直接抛撒还田。

在油菜收割现场，安徽新桥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斌告诉记
者：“用机械收割不仅省时省工，
而且降低损耗，秸秆还可以还田，
我们1000多亩油菜，用三台收割机
4天就能全部收完。油菜收完以后
我们马上可以种水稻，一季油菜加
一季水稻，提高了农田复种指数，
收入也比以前提高了很多。”

去年秋收后，龙腾街道高度重
视秋种工作，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

改革和农民增收这一主线，坚持科
学秋种、抗灾秋种、效益秋种，多种
粮、种好粮，守住粮食安全这个底
线。街道农业站积极行动，在生产

季节，大力推广优质、高产、高效的
油菜品种，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开展油菜生产指导服务，
为种粮大户传授油菜轻简化栽培、

油菜一体机播种技术等；在收割季
节，大力推广机械化收割和秸秆粉
碎还田技术，不断探索农业绿色发
展新模式，降低劳动成本，秸秆还

田后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
龙腾街道和平村润泽家庭农场

的农场主唐旭升，就是在街道办事
处的鼓励下，扩种了200亩的优质
高产的油菜品种，在他的精心管理
下，克服了干旱和低温的不利影
响，实现了理想的产量。在收割现
场，经过街道农业站技术人员的测
产，唐旭升的油菜田平均亩产量达
到了 220.5 公斤，标志着“稻油”
模式下种植的油菜实现丰产丰收。
唐旭升坐在今年刚买的新农机上笑
着说：“今年油菜收成不错，感谢
街道办事处领导鼓励我种油菜，减
少了季节性抛荒，让‘冬闲田’变
成‘增收田’，200多亩油菜多增收
10万元，今年我买了一台新轮拖，
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据了解，龙腾街道今年油菜种
植面积达1万亩，高于往年，其中
建立了2个千亩示范基地和5个百
亩示范片，目前已全部进入了收割
期，预计总产量达到 2000 余吨，
直接增收1500余万元。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
员 刘伟）

农技服务进田间 万亩油菜获丰收

龙 腾 街 道
和 平 村 家 庭 农
场 的 农 场 主 唐
旭 升 正 驾 驶 着
收 割 机 在 自 家
油 菜 田 里 收 割
油 菜 。 今 年 ，
唐 旭 升 的 200
亩 油 菜 田 平 均
亩 产 量 达 到 了
220.5 公斤，实
现了丰产丰收。

通讯员
刘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