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点 击击 DIANJI

2023年7月1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汪迎庆 电话：5325915

视 点

茭白田里说丰年

“稻饭似珠菰似玉，老农此味有
谁知？”菰指茭白，诗人陆游的诗句
形容茭白色泽洁白如玉、味道鲜
美。眼下，正值茭白丰收的季节，
在岳西县石关乡茭白基地，村民们
正抢抓时节，采收新鲜的茭白。

石关乡平均海拔847米，夏季
平均气温在22℃左右，这种特定的
气候条件让石关乡发展成了享誉全
国的“高山蔬菜之乡”，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已经成为石关乡推
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7月 7日，湛蓝的天空下，一
片绿色的茭白田里，65岁的石关乡
马畈村菜农刘同心正在忙着采收茭
白。“脆、甜、嫩。”剥开叶子嚼一
口刘同心刚采摘的茭白，记者情不
自禁蹦出这三个字。刘同心很是
自信地说：“我们种植的茭白，是
喝着山泉水、吃着农家肥长大
的，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因此这
里的茭白甜而脆。”

“这两天一斤茭白能卖到 2.7
元。”刘同心说，她家种植了15亩
茭白，预计今年利润15万元。

“三月桃花雪、四月柳叶霜，
七十岁老奶奶拎火桶，八十岁老爹
爹提火箱，秋后粮食进了仓，算算
只管当年粮。”刘同心说，这曾经
是石关乡流传甚广的民谣，“如今

我家靠种植茭白，不仅建了新房，
每年还有存款，在大山里，日子过
得如茭白一样甜，穷苦的日子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

放眼望去，如今的马畈村大片
茭白田层层叠叠，美不胜收。手
里捧着刚采摘下来的茭白，村民
们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这里白
天光照强，昼夜温差大，茭白甜
度高，市场上俏得很呢！”马畈村
党支部书记刘伟说，“马畈村茭白
产业的发展，还得从2004年说起。
当初村里引进茭白，是抱着试试看
的态度小面积种植，得益于高山特
殊的气候条件，第一茬收上来的茭
白长相好、口感佳，一送到市场就
成了抢手货。”

“过去种水稻根本吃不饱。现
在种茭白能卖出好价钱，每亩能挣
五六千元。”石关乡马畈村村民刘
海兵站在自家三层“茭白楼”前，
谈及现在的生活很是知足。“我是
通过种植茭白盖起楼房的，在这里
大家都叫它‘茭白楼’。”

高山区夏季清凉的气候，种
粮往往是“种一坡、收一锅”。这
里的老百姓，过去有时连吃饱饭都
困难，“时值九月冷异常，红薯
野菜当细粮”可以说是多年前的
真实写照。

穷则思变。“推广种植茭白，
首先要翻越思想观念的这座大
山。”刘伟回忆道，为了说服村

民种植茭白，村干部没少花心
思，挨家挨户给大家算经济账。

“茭白的亩均收入是一般农作物
的 6 到 10 倍，按照一亩田种植
2000 棵茭白算，一年下来毛收入
就是4000元。”

看到数字上的对比，村民们起
初的顾虑被逐渐打消，不少村民
动了心，从开始的观望到后来的
跟种，几年下来，仅马畈村的种
植面积就有 1000 多亩，整个石关
乡种植面积超过了 1 万亩，全乡
95%以上的水田种上了茭白，种植
的高山茭白“白、嫩、甜、脆”，
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品牌，年
产茭白超过 1 万吨，年产值过亿
元，每亩茭白收入最低不低于
4000元，最高可达万元。

“村里目前已建有 7 个茭白
冷链保鲜库。茭白年收入 5 万元
以上的农户 51 户，10 万元收入以
上的有 23 户。”刘伟说。“在过去，
村民们都亲切地称茭白为扶贫

‘小白’，如今，成了村民心中的致
富‘大白’。”

“20多年里，在茭白产业发展
中，石关乡先后涌现出一批种植大
户和25个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经营主体。目前，石关乡茭白种植
面积已达到1.2万亩规模，年产茭白
稳定在 1.3 万吨左右，年产值过亿
元，形成了‘村村有基地，户户有
产业，人人有增收’的万亩茭白产
业。”石关乡党委书记方球说，石
关的高山茭白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品牌，并入选全国十大产业扶
贫案例，石关茭白不仅走出了大
山，还远销武汉、合肥、杭州、南
京、南昌等大城市。

笑迎南来北往客

“前年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举重
‘梦之队’以7金 1银完美收官。这
些奥运奖牌获得者们都曾在位于石
关乡的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夏训
过。”石关乡政府工作人员胡小坤
说，凭借独特的气候、优美的自然环

境以及让奥运健儿们“光长成绩不
长肉”的神奇之处，石关乡也因此被
誉为“冠军的摇篮”。该乡正是依
托这块“金字招牌”，大力发展休
闲旅游产业，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刘多云是石关村一家避暑农庄
的负责人，也是当地最早开始经营
民宿的村民。“想着我们石关乡这
么好的气候条件，山清水秀的，我
们搞乡村旅游也一定能发展起来，
于是就把自家的房屋进行了改建，
给房屋换上‘新衣衫’。”刘多云
说，2015年开业之初，他家民宿起
初只有七八间房，因为价格实惠、
干净卫生，拥有较好口碑，很快便
有了“回头客”，后来他又进行了
扩建，现在能同时接待住宿游客48
人，可满足每天100人就餐。

茭白切成细丝、小河鱼煎至金
黄……7月 7日中午，在石关乡石
关村的四景庄园民宿，几位厨师正
忙着给游客准备中饭，伴着锅碗瓢
盆的撞击声，厨房里热气腾腾、香
气四溢。“今晚用餐的客人有30多
位。”四景庄园民宿负责人余英霞
一边忙着一边笑着说道。

在四景庄园民宿盆景鉴赏区，
来自南京的游客杨丽和她的老伴正
在此散步。“这里气候好，空调都
不需要开，半夜还要盖被子呢。”
杨丽说，“我们都已经退休了，城
里温度高，老年人又不能多吹空
调，夏天难熬。这个小山村不仅凉
快，而且安静，确实很舒服。说是
避暑，其实就和度假一样。”

当日，行走在石关村民组，各
家民宿的门前，均有一块招牌十分
显眼：候鸟村（中国）旅居养生基
地。对于石关村小龙组农家乐负责
人李叶森来说，近年来早已习惯了
盛夏客房“爆满”。“以前是闲，现
在是闲不住、闲不了！”李叶森原
先是脱困户，近年来专心经营自家
农家乐，从以前年收入不足4000元
到现在的年收入约8万元。

“我们村就是候鸟村，一到夏
季，这里就会迎来全国各地避暑的
游客。夏季过去，他们又纷纷离

开，回到各自城市。”石关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文林介绍，

“因为这里夏季气候凉爽宜人，现
在沪苏浙和皖北地区来避暑的客人
渐渐多起来，必须提前一两个月才
能预定到房间，可以说一房难
求。”今年夏天，来石关避暑度假
的游客最多的一天突破2500人次，
达到历史新高。

在石关乡，夏日“清凉经济”鼓
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冬日“滑雪经
济”也拓宽了当地群众的致富路。

安徽岳西冬季体育运动休闲中
心（大别山滑雪乐园）项目位于岳
西县石关乡石关村西湾组处，海拔
高度1010米，项目地距岳西高速出
口22公里，距国家体育训练基地3
公里，距 105 国道 500 米。“经过
2016 年至 2022 年七个雪季的运
营，大别山滑雪已经成为岳西冬季
旅游的一大亮点。”大别山滑雪乐
园总经理吴俊歌介绍，去年该乐园
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带热周边农
家乐的同时，滑雪场还带动了当地
30余人就业。

“ 节 假 日 时 ，每 天 来 我 家 餐
厅就餐的游客有十几桌。”今年
50 多岁的石关村村民吴爱霞，早
些年在外打工，2015 年开始返乡
创业，她将自家住房的一楼改成
了厨房、餐厅、超市，二楼改成了
四间客房。“夏天有人来避暑，冬
天还能接待滑雪的游客，现在夏、
冬都是旅游旺季。”吴爱霞说。

“石关乡结合村集体经济发
展，引入各类市场主体，陆续规
划建设象形旅游接待中心、马畈

“一宅两院”民宿、东冲特色民宿
等项目，初步形成了以“清溪行
馆”“书法大厦”为引领的高中低
不同档次、覆盖不同人群的民宿
体系。全乡发展农家乐 120 家，其
中四星级农家乐4家，年接待游客
1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5000
万元。”该乡党委书记方球说，下
一步，石关乡将进一步打造“民
宿+茭白+滑雪”，打造全乡乡村振
兴的“强引擎”。

“清凉小镇”美丽逆袭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储昭龙 朱文英

本报讯 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
快乐的暑假，连日来，桐城市孔城镇政府与
孔城初中组成联合家访组开展“防溺水大家
访”活动，通过家访活动宣传防溺水相关知
识，让安全教育深入到每一个家庭、落实到
每一个孩子，让安全警钟长鸣。

家访过程中，家访组成员耐心与家长
沟通，重点宣传防溺水安全知识，让家长认
识到防溺水的重要性。同时提醒家长加强
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认真做好孩子的安
全监管，杜绝学生意外事故的发生。每到一
户，家访组成员填好家访记录表，并做好防
溺水提醒，对于一些不在家的孩子和家长，
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进行安全知识宣传，
力保不漏一人。家访组还向学生及家长宣
传了消防、燃气等安全知识，发放《消防安
全伴我行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截至目
前，家访组共家访学生609人。

家 访 组 将 安 全 教 育 送 上 门 ，把 关 爱
送 给 每 一 位 学 生 ，提 高 了 学 生 和 家 长 的
安全意识，受到当地群众好评。

（通讯员 刘欢）

孔城镇：

携手防溺水 家访暖人心

本报讯 连日来，宿松县下仓镇在责任
落实、排查整改、物资准备等方面持续发力，
以“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夯实防汛责任，
细化防汛救灾措施，筑牢汛期安全“防水墙”。

下仓镇科学制定应急预案，明确各村
（社区）、各岗位的防汛救灾工作职责，有计
划有组织地开展应急演练、河道清理等工
作。同时建强应急抢险队伍，提高应对突发
洪涝灾害的综合反应能力，切实做到有备而
战。该镇组织开展安全大检查行动，到企业、
商超、村民家中，对防水、排水、防潮、供电网
络线路进行全面排查，针对排查出的问题，
进行限期整改。该镇提前准备沙袋、雨具、铁
锹等防汛物资，加强水利工程救生设施和救
生器材配备，并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
确保出现险情时，能够及时快速、及时、准确
做好应急处置。 （通讯员 余志飞）

下仓镇：

筑牢汛期安全“防水墙”

本报讯 盛夏时节，骄阳似
火。7 月 5 日，在望江县华阳镇
司阁村，果蔬种植户王金梅正
弯着腰在田地里收获西瓜，天
气闷热，她 的 衣 服 很 快 就 被 汗
水湿透。“现在西瓜都成熟了，
我这里的瓜口感好，能卖到 3 块
钱一斤呢。”王金梅一边剪着瓜
藤一边说。

今年 53 岁的王金梅是华阳镇
司阁村的脱贫户，之前因家里老
人生病家中入不敷出致贫。为了
照顾家人，她没有选择外出打
工，而是留在家里务农，也由此
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

2016 年，乐观坚强的王金梅
开始尝试和丈夫宋光明一起进行
瓜果蔬菜种植，承包了 5 亩地，
他们种的不仅有西瓜，还有豆
角、空心菜、黄豆、甜瓜、西红
柿等。近年来，在镇、村两级及
相关部门的帮助扶持下，他们的
种植事业逐年发展壮大，并实现
了脱贫致富，现在一年收入有四
五万元。目前正是瓜果蔬菜上市
旺季，每天由王金梅采摘，再由
宋光明骑电动车送往附近的农贸
市场销售。

“我种植的蔬菜品种比较多，
特别是这个新品种西红柿，个大

饱满、汁水充沛，口感也很好，
今年夏天我已经卖了好几批西红
柿，大家都说好吃！”王金梅欣喜
地说，“今年种的这些蔬菜，收成
不错，价格也不错！”

华阳镇充分挖掘当地资源，
因地制宜发动脱贫户及监 测 户
发展特色种养产业，积极鼓励
具备特色产业发展条件的脱贫
户 及 监 测 户 发 展 稻 田 综 合 种
养、蔬菜瓜果、木本油料等产
业以及茶叶、中药材、家禽、牛
羊等特色种养产业。与此同时，
各村片干以及驻村工作队通过实
地走访，根据农户家庭土地、人

口、劳动能力等实际情况，在尊
重本人意愿的基础上，帮助农户
精选产业，确保产业和农户自身
情况相匹配，最大程度拓宽群众
增收渠道。

“过去村民不愿种田，很多人
外出打工，不少田地抛荒，庭院
荒凉，村里产业基础十分薄弱。”
司阁村选派干部、第一书记余新
潮说，自从有了“以奖代补”政
策后，脱贫户或者监测户只要愿
意发展种养，并达到一定规模，
就能获得补贴。

目前，华阳镇发展特色种养
产业到户项目共有 79 户 81 个项

目，其中包括蔬菜产业、畜牧产
业、渔业及其他农业特色产业
等。通过“以奖代补”形式，华
阳镇对优质稻、玉米、畜牧养殖
等产业项目进行奖补，全面激发
了脱贫户内生动力，让不少沉寂
多年的土地再次焕发勃勃生机。

乡村振 兴 ， 产 业 先 行 。 华
阳镇还将继续大力推进特色产
业发展，巩固扩大特色产业发
展成果，激发脱贫户及监测户
内生动力，助推乡村振兴“提
档加速”。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程丽丹 伊婷）

华阳镇：激发内生动力 提升振兴活力

本报讯 为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
传统美德，保障辖区重点人群身心健康，近
日，望江县杨湾镇团委联合镇卫生院在鸡
冠村卫生室为辖区内老年人开展免费健康
体检活动，切实守护老年人健康，不断提升
老年人的幸福感。

在鸡冠村卫生室前，前来体检的老年
人有序排队，依次进行各项检查。体检过程
中，医生仔细为每一位老年人进行身体状
况检查、对既往病史进行详细询问，同时
就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给予指导，耐心地解
答大家关于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诊治及
愈后疑难问题，提醒老年人注意预防夏季
传染病，增加户外运动，注重健康饮食。针
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杨湾镇团委还采取
了青年团员和医务人员一起进村入户上门
体检的方式，切实打通服务老年人的“最后
一公里”，深受当地群众好评。

（通讯员 陈飞 李思贤）

杨湾镇：
敬老爱老在行动

盛夏时节，热浪袭人。下济广高速后，过岳

西县城，沿山路盘旋而上，海拔不断升高，半小

时后，便来到一个“夏天喝热稀饭不淌汗的地

方”，扑面而来的是凉爽的微风和清新的空气，

这里便是被誉为“清凉小镇”的岳西县石关乡，

夏季平均气温在 22℃左右。近年来，石关乡依托

当地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清凉经济”，

推进农旅融合，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