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今年我种的200多亩桔
梗长势喜人，预计毛收入近百万元，这真
得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近日，在桐
城市青草镇高山村周佰应的桔梗地里，
周佰应一边指挥工人除草，一边介绍自
己种植的中药材。

周佰应是该镇江岭村周冲组人。今
年春，他承包高山村犬形组的低产林，全
垦整地后种上油茶，油茶初植密度底，林
中空地能否再利用呢？林业技术人员建
议他林下种植中药材，既可节省油茶抚
育费用，又可增加短期收入。该镇林业

站负责人说：“随着国家中医药振兴发展
重大工程实施方案落地，中药材产加销
将大有作为，必将成为乡村振兴、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重要路径。”

“多亏镇林业站的技术干部和科技
特派员陪我到亳州考察，找客商、学技术、
买种子，还帮我请来专家现场指导。”周佰
应告诉笔者：“近段时间，有两拨亳州客商
来看过我家的桔梗，都说长势不错。”

林地套种中药材，受益者不止周佰
应一人。“我年纪大了，其他工作不好找。
在这里干活，离家近，每天工资100元。”

犬形组63岁的陶大爷说。“周佰应承包了
这片林地，村集体增加了收入，村民获得
了租金，还带动了70多户村民就业。现
在，周边村民都在跃跃欲试，跟着周佰应
种桔梗呢。”高山村两委干部介绍道。

2020年“桐城桔梗”获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这是继桐城小花、桐城水
芹、天莊大米之后桐城获得的第4个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桐城桔梗是地道
的中药材，种植周期为2年至5年，梗体
大、质坚、断面菊花纹清晰，药用价值超
常，属于同类药材中的佳品。桐城市黄

甲、唐湾、青草3个镇是药用桔梗种植的
理想产地，所产桔梗有效药用成分高。

目前，青草镇有7000多亩油茶林
地。为更好利用土地资源、让一块地挣
到两份钱，近年来已在林下试种金银花、
桐城桔梗、复盆子等经济作物。明年，该
镇准备再推广林地套种桐城桔梗和金银
花500亩，采用“公司+农户”的模式，通
过统一建设基地、提供种苗、技术服务、
统一管理、统一采收、分级包装，搞活林
下经济，丰富“土特产”品牌，促进乡村产
业振兴。 （通讯员 黄健生）

青草镇：林下套种拓空间一地多产促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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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4日，朱桥村党总
支书记汪伟看着收割机开进刘四二
的麦田，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了。

桐城市嬉子湖镇朱桥村西河
圩地势低洼，现有集体水面 440
亩。2022年通过招投标，该镇渔业
村村民刘四二夺得承包经营权，朱
桥村村集体经济因此每年增收 17
万元。为化解农渔矛盾，朱桥村积
极协调，将西河圩周边 180 余亩低
洼河田流转给刘四二种粮食，当年
收获一季水稻，刘四二增收5万余
元。去年冬天，刘四二种下 120 余
亩冬小麦，丰收在望。

然而天公不作美，今年一场大雨
造成西河圩水位猛涨，120余亩小麦
田泡在水中，如不及时采取补救措

施，将颗粒无收。在镇村扶持下，刘
四二开展生产自救，排涝数日，终于
保住近90亩麦田。这几天，眼瞅着
麦子熟了，却联系不到收割机，刘四
二急得一筹莫展。

汪伟得知刘四二的困境后，他
立即帮助联系收割机。从双港镇

“调”来一台收割机帮忙抢收。
6 月 4 日下午，见收割进度较

缓慢，汪伟又从邻村协调一台刚忙
完收割任务的收割机前来增援。
经过当天 10多个小时的抢收，4万
余斤小麦终于归仓。刘四二感激
地说：“要不是汪伟帮衬，麦种钱都
收不回来。总算抢回了 90 亩小
麦，损失减少了一大半！”

（通讯员 张泽宝）

嬉子湖镇：

助农止损打好小麦“抢收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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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笔者日前走进桐城市范
岗镇新联村“宜业工坊”，脱贫户黄阿姨
正带着大家加工制作口罩，从原料分
割、层叠、焊接、裁剪、缝合到消毒、包
装，20多位工人熟练操作，一个个口罩
在她们灵巧的手中快速成型。“总共十
万只口罩，要赶在这个月底交货呢。”生
产车间负责人郑平杰说。

新联村“宜业工坊”今年2月投产以
来，脱贫户黄阿姨一家三口就在此工
作，每月增收6000多元。“在这里收入不
低，在家门口又可以照顾老人和孩子，
我觉得很好。”如今，黄阿姨坚定了在家
乡务工的信心。

新联村“宜业工坊”是利用闲置场地
改造而成，以带动脱贫人口就业增收为
首要功能，总投入 155 万元，占地面积
1300平方米。该工坊主要从事劳保口罩

生产，配套设施齐全，投产以来，已吸纳
附近脱贫人口就业10人，人均年增收2
万余元。这也是桐城建设“宜业工坊”、
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桐城市人社局以“就业
载体+”等七种建设模式为标准，高质量
打造“宜业工坊”，打通“家门口就业”渠
道，稳妥解决群众特别是脱贫人口的就
业难题。截至目前，该市已认定首批

“宜业工坊”30家，共吸纳就业633人，
其中吸纳脱贫户劳动力252人，带动脱
贫人口就业比例达39.8%。

桐城市人社局将持续推进“宜业工
坊”建设，对认定的“宜业工坊”运营状况、
吸纳就业情况进行实时跟踪监测，及时了
解、解决“宜业工坊”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
题，促进“宜业工坊”健康发展，提升“就业
促进行动”质效。（通讯员 王彪 齐翔）

范岗镇：

“宜业工坊”促就业稳增收

本报讯 近日，全省 59 个县
（市）4月份PM2.5浓度“排行榜”出
炉，桐城市以每立方米18微克，位居
第1名。今年1至4月份，桐城大气
质量综合排名位列全省第7名，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

今年以来，桐城克服气象等不
利因素影响，坚持控源、减排、严管，
减少本地污染物排放，促进了空气
质量持续向优。

管控源头。桐城发布秸秆禁烧
令，制定秸秆禁烧巡查方案，压实镇
和街道属地责任，加大网格巡查和
宣传力度，实行市、镇、村三级联防
联控，严控农作物秸秆和生活垃圾
露天焚烧，统筹推进秸秆禁烧和综

合利用。
狠抓减排。桐城生态环保分局

指导7家重点企业实施挥发性有机
物（VOCs）“一企一策”深度治理，推
动华盛包装、景晨印务、中一包装等
企业改造升级废气处理设施，加强
全市涉气企业活性炭吸附处理设施
运行监管，进一步削减VOCs排放。

精细管理。桐城开展非道路移
动机械编码登记，完成新增登记607
台；持续推进扬尘污染防治，针对城区
道路施工中扬尘污染问题，多次约谈
施工单位负责人，督促其落实各项控
尘措施；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妥善解决
城区环卫用水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精
细化管理水平。 （通讯员 杨贤俊）

桐城：

多举措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6 月 16 日，桐城市双拥办联合市
文旅体局开展送图书进军营活动，为
驻桐武警中队官兵们送上200余册精
美图书，助力部队官兵在书香中培根
铸魂、启智润心，汲取强军兴军的智
慧和力量。为纪念延安双拥运动 80
周年，桐城先后开展“文化进军营”等
系列活动，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
单”机制，努力开创军政军民团结新
局面，擦亮文都“双拥”工作品牌。

通讯员 王韵仪 摄

军营添书香

文化助强军

本报讯 今年一季度，桐城市外
贸进出口总额6326万美元，同比增长
22.06%，其中出口5979万美元，同比
增长29.38%。深化“一改两为”、助力

“稳外贸”，桐城交出令人满意的“答
卷”，外贸企业加速“出海”势头稳健。

抓服务、优环境、挖潜力。桐城
商务局建立外贸“潜力企业”目录，结
合“新春访万企助力解难题”“优环境
稳经济”等系列活动，走访相关企业
50余次，协调解决问题65个；组织10
家外贸企业申报2022年度省级外贸
促进政策专项资金12.7万元；提升商
务报关窗口服务，今年为外贸企业提
供帮办代办事项50余件，指导桐城信
邦电子有限公司通过海关AEO认证。

强培训、提技能、扩电商。依托桐
城跨境电商产业园，围绕网站客户定

位、国际站运营规则、直播攻略等内
容，桐城商务等部门对园内30家跨境
电商企业开展培训8次，参训从业人
员329人次。今年截至4月底，桐城市
跨境电商交易额达9683万元，同比增
长11.6%。

选优品、抢订单、稳出口。桐城
启动实施“徽动全球万企出海”拓市
场抢订单行动，以名优产品为拳头，
拓展海外市场。桐城商务等部门组
织鸿润、霞珍等9家企业参加第 133
届广交会，接待海外客户700余人，意
向对接境外企业129家，现场外贸成
交额达629.7万美元。桐城国轩新能
源公司凭借高新技术，产品配套国际
一流车企，定向出口到美国、印度等
地，月度出口额超一千万美元。

（通讯员 童珊）

桐城市:

搭好平台助企快步“出海”

6月10日凌晨3时半，当大家都还
在沉浸在梦乡的时候，桐城市吕亭镇
石桥村的90后小伙郑伟已经开始在田
间旁忙活起来了，他熟练地组织6名工
人拉地笼、收虾、分拣，不一会，2000斤
龙虾就要从石桥村起运，发往桐城市
区及庐江县乐桥镇等批发市场，带给
市民更多美味体验。

稻虾轮作 一年三收

郑伟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2013年
开始在吕亭镇石桥等村流转土地近
2000亩，开始他的种田之路。2018年
郑伟开始实践“稻虾共养”，在石桥村的
稻田中养殖龙虾200亩，凭借优良的品
质迅速在该市及周边市场站稳脚跟，
他还被评为桐城市“十佳养虾能手”。

“我们每年3月至6月份养虾，这
一批早虾收获以后，我们将马上进入
水稻种植。”郑伟将水稻和龙虾养殖相
结合，发挥龙虾除草和排泄增肥的功
效，紧抓稻虾质量，提升亩均效益。“9
月份水稻收割以后，我们又将投放一
次虾苗，到来年1月份一直可以收获。”

在郑伟手中，一亩净收入在3000
块钱左右，而只种水稻一亩能收入仅
在千元左右。谈到致富经，郑伟算了
笔经济账，在头年3月至来年2月的一
个完整轮作周期中，一亩一年能产150

市斤龙虾，200亩稻虾轮作的田块共可
收获龙虾3万多市斤，获得收入近40万
元；此外，龙虾也减少了稻田的肥料支
出，虾田种出来的大米轻松卖出了10多
元的高价，这又是近30万元的收入。

稻虾轮作有效盘活了土地资源，促
进农业增效增收，也让8名群众村民实
现了家门口就业。成功走上了致富的康
庄大道。为此，除了通过给付土地租金
为当地群众增加收入50万余元外，郑伟
每年还支付劳务工资约在50万余元。

面对稻虾田这个聚宝盆，郑伟谈到
了他的下一步发展，以稻虾共养为依
托，大力发展钓虾烹虾的比赛、活动，增
强游客的农事体验，推动文旅与自然生
态、乡土人情、产业发展等深度融合，实
现一田四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农机赋能 颗粒归仓

6 月 3 日，在桐城市吕亭镇合河
村，村民周真法种植的 160 亩小麦田
里，2台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沉甸甸
的麦穗。收割、脱粒、装车、秸秆粉碎
一气呵成，一派丰收的景象。

“天气预报这几天还要下雨，我的
心悬着呢。幸亏有查友国帮忙，帮我
租了2台收割机，一天完成抢收。我现
在终于放心了。”周真法欣喜地说。

周真法口中的查友国是吕亭镇双

龙村人，他牵头成立的桐城市古塘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农业信息咨
询、农技推广、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农业
公司。“从5月18日至6月4日，我们先
后协调了21台收割机在吕亭镇开展油
菜、小麦抢收，18天内完成抢收面积达
5310亩。终于抢在新一轮降水到来之
前完成收割，确保农民丰收到手。”查友
国说，每逢农作物收获季节，他都会提
前对接、收集农户的农机需求，科学调
度，确保农机社会化服务的供需平衡。

此外，查友国还积极组织，为外地
种植大户输送收割机17台。截至6月
5日，古塘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机收服
务团队已在河南、阜阳等地参与抢收
小麦达7000亩，帮助外地群众挽回经
济损失超200万元，展现了桐城农机手
的良好形象和专项素质。

“截至6月4日，吕亭镇的1.1万亩
小麦基本抢收完毕，实现颗粒归仓。
雨网里抢收午季粮油作物，多亏我们
镇的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吕亭镇农
业站站长余庆柱为之点赞道。

修好塘口 种田不愁

6月12日，在桐城市吕亭镇合河村
杨庄组当家塘边，一台泵机正在高效
运转着。水流从塘中快速抽出，哗啦
啦地从管子的另一头喷涌而出，奔向

绿油油的秧苗，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多亏了去年政府及时出台文件，指

导我们兴修水利。我们及时响应号召，
让这个当家塘真‘当家’，我们种田不愁
水源了。”种植大户吴义红开心地说。

合河村杨庄组当家塘承担着畔元
组、杨庄组、草塘组多个村民组农田灌
溉任务，由于年久失修淤泥严重，导致
蓄水量减少。再加上去年以来，桐城
市遭遇罕见高温少雨天气，众多塘口
河段干涸见底，杨庄当家塘也出现塘
水浑浊、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严重影
响了农业灌溉。

鉴于当家塘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吕亭镇积极申请上级资金104
万元，对全镇60口当家塘进行兴修，进
一步提高当家塘的蓄水能力，为2023年
夏季粮食生产准备水源。合河村根据
村民和种植大户实际需求，对全村范围
内有较大影响力和亟待兴修的当家塘
申报了兴修奖补，经过四议两公开程
序，同意杨庄组的当家塘兴修，根据实
际工程量给予牵头大户资金奖补。

当家塘和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是农田灌溉的“最后一公里”。在村两
委的支持下，大户吴义红牵头负责兴
修。经过整修后的杨庄当家塘面积约5
亩，新增库容约15000立方，可灌溉稻田
150亩，切实发挥了当家塘作用。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杨莹 杨杰

稻虾轮作 抢收小麦 修当家塘

夏 日 田 间 农 事 忙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水利局
专业技术人员对狮山、胡埠等小型
水库渗流测压管开展灵敏度测试，
并对镇、村两级水库管护人员进行
现场培训。此次测试结果显示：小
水库渗流测压设施均运行正常。

目前，桐城已完成姚湾、狮山
等 16 座小型水库安全监测设施建
设。今年，该市将依托省小型水库

安全监测能力提升试点项目建设，
完成枧山、麻山等10座小型水库安
全监测设施建设，实现小型水库安
全监测全覆盖。

水库安全监测设施建设，将全
面提升小型水库防汛预警和安全
监测能力，提高水库运行管理水
平，保证水库运行安全。

（通讯员 方亚明 蒋昌圣）

桐城：

小型水库安全监测“全覆盖”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鲟鱼镇
禁捕办联合公安派出所等相关单
位执法力量，开展“四清四无”大排
查，确保“清船、清网、清江、清河、
无渔船、无渔具、无渔网、无捕捞”
常态长效，打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十年禁渔”持久战。
该镇执法人员和禁渔巡护人员

采取专项行动与常态化排查相结合
方式，重点排查沿江岸线和长河岸
线，查看水域是否存在涉渔船舶、捕
捞器具、捕捞行为和垂钓人员、滩涂
是否有停靠的“三无”船舶，消除非
法捕捞、违禁垂钓风险隐患。

该镇对辖区内所有餐饮店进
行地毯式排查，突击检查饭店后
厨，查看是否存在长江野生鱼类销
售和加工、餐厅醒目位置是否张贴
禁渔禁食江鲜宣传海报，宣传食品
安全、长江“十年禁渔”相关政策，
督促商家不得经营长江野生鱼类
和无溯源凭证、来源不明的水生野
生动物或其他产品。

经此次排查，目前鲟鱼镇无
“三无”船舶和地笼、丝网等违规网
具及偷捕禁捕现象，各饭店餐馆自
觉遵守禁渔政策，水产品经营无违
规现象。 （通讯员 王晖）

鲟鱼镇：

筑牢禁捕禁食江鲜防线

6 月 17 日，游客在田间参加摸鱼比赛。当日，“相约唐湾·播种希望”
2023·桐城唐湾农耕文化节（第七届插秧节）在该镇蒋潭村举行，数百名游客
乐享农耕文化表演、摄影采风、农事体验等农旅文化大餐。近年来，唐湾镇发
挥独特的生态优势和文旅资源优势，发展美丽经济，适时举办春季采茶节、夏
季插秧节、秋季丰收节、冬季年猪节等系列农旅活动，全力塑造全域旅游品
牌，将该镇打造成旅游胜地。 通讯员 廖永红 吴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