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点 击击 DIANJI

2023年9月1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汪迎庆 电话：5325915

视 点

眼 下 ，各 类 蔬 菜 逐 步 进 入 采 收 期 。在 望

江 县 赛 口 镇 九 华 村 的 蔬 菜 种 植 基 地 ，绿 油

油 的 小 白 菜 、上 海 青 等 蔬 菜 长 势 喜 人 ，种 植

户 正 忙 着 采 摘 、分 拣 、装 篮 ，随 后 运 往 当 地

馅 料 加 工 厂 生 产 车 间 ，制 作 的 面 点 馅 料 售

往 全 国 各 地 。延 伸 蔬 菜 产 业 链 ，用 抓 工 业 的

理 念 推 动 农 业 发 展 提 质 增 效 ，现 已 成 为 赛

口 镇 乃 至 望 江 县 上 下 的 共 识 。

本报讯 今年以来，桐城市大关镇聚
焦物业管理服务“小切口”，大力开展以

“皖美红色物业”党建品牌为引领的系列品
质提升工作，以解决问题、保障民生的实
际成效推动物业管理水平提升、物业服务
质量明显改善，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大关镇不断健全工作体系，成立镇物
业管理办公室，抽选精干力量设立物业管
理工作专班，强化对物业服务行业党组织
的监督指导。同时，健全住宅小区物业服
务质量考核评价“红黑榜”，在支持优质企
业规模化发展的同时，探索对连续“黑榜”
企业采取市场限制或退出机制，逐步建立

“质价相符”的物业服务市场环境，为群众
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针对物业服务管理
工作现状，该镇抓融合促提升、抓整治强服
务、抓创建提形象，广泛开展物业服务行业
文明创建“办实事”活动，深入开展“加强物
业管理·共建美好家园”活动，不断提升居
民幸福感。 （通讯员 周敏健）

大关镇：

加强物业管理 共建美好家园

本报讯 近年来，怀宁县黄龙镇坚持党
建引领，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抓手，以
便民利民惠民为目标，多措并举、多向发
力，着力建强村级党组织，壮大村集体经
济，推进各项民生工程。

黄龙镇锚定星级创评，建强战斗堡垒，
2022 年度评定“五星级”党组织 1 个、“五星
级”党员 36 名。该镇强化“头雁”引领，定
期开展党建观摩活动，逐村现场观摩听取
汇报，推动各村交流学习、树立标杆，激励
先进、鞭策后进，不断夯实基层组织。同
时，紧扣“书记项目”，增进民生福祉，今年
全镇确定了基层党建“书记项目”9 个、“书
记领办事项”17 个，按照抓深、抓细、抓实的
要求，有效处置难题，提升为民服务实效。
今年以来，黄龙镇盘活集镇区存量闲置资产
6处，实施危桥改造1座、危房改造3户，改厕
验收 133户，完成人居环境整治点2个、当家
塘清淤3口，修建“四好农村路”11条 2.602公
里，安装路灯120余盏。 （通讯员 刘泉）

黄龙镇：

强化“头雁”引领 增进民生福祉

本报讯 为全面提升辖区群众利用法律
知识解决问题的意识，增强法律素质，营造
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
围，近日，宿松县柳坪乡司法所联合当地派
出所、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妇联组织开展普
法宣传志愿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给来往群众发放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维权指南》《法律
援助指南》 等宣传折页，并为前来咨询的
群众答疑解惑。该乡广场舞爱好者也积极
加入宣传志愿者队伍，她们的加入缩短了
志愿者与群众的距离，让此次宣传活动变
得更加有意义。下一步，柳坪乡将进一步
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普法效
果， 提 高 宣 传 受 众 群 体 的 广 度 和 普 法
内 容 的 深 度 ， 满 足 辖 区 群 众 个 性 化 的
法 治 需 求 ， 切 实 提 升 人 民 群 众 的 幸 福
感 和 获 得 感 。 （通讯员 杨晨丽）

柳坪乡：
志愿宣传普法活动

本报讯 宿松县下仓镇下仓埠社区坐落
于黄大湖长河口，三面环水，防灾减灾、综
合治理任务重、难度大。近年来，该社区
坚持“居安思危，预防为主”的应急管理
指 导 方 针 ，以 综 合 减 灾 示 范 社 区 创 建 为
抓手，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应急管
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与安全，在宣传教
育 、科 技 防 控 、巡 逻 检 查 等 方 面 持 续 发
力，从严从实抓好防灾减灾工作，切实有
效保障大湖安全。

下仓埠社区全力打造“天罗地网”大湖
安全防控系统，在主要下湖路口、重点路
段、重点区域布设视频监控点位 200 个，
在自备船舶上安装船用 GPS 定位器 150 个，
确保监管全覆盖、无盲区。同时充分利用
科技手段，构建起全天候信息采集自动
化、传输网络化、分析智能化的立体监控
体系，进一步提高大湖监管效率和管护水
平，实现大湖安全智慧化管理。该社区与
公安、渔政、市场监管部门形成联动巡查
机制，加强大湖安全管控力度，严厉打击
违法犯罪活动，全力以赴保障大湖安全形
势稳定。 （通讯员 余志飞 张文莉）

下仓镇：
保障大湖安全 筑牢防灾堤坝

“绿色工厂”
循环播种产销两旺

天蓝、地绿、水净。金秋时
节，望江县赛口镇九华村的田野
充满生机，蔬菜种植基地里的小白
菜、上海青等蔬菜已进入采收期。

9月6日清晨，天刚放亮，赛
口镇九华村蔬菜基地的区间道路
上，便排满了前来装菜的货车。

“500多亩蔬菜基地，如一个‘绿色
工厂’，年产蔬菜370多万斤，为
镇内的面点馅料加工厂等单位供
货。”九华村党总支副书记曹竹根
说，该村是一个从事面点行业的大
村，全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务工人
员都是从事这项工作，但是面点馅
料一直是一个“瓶颈”——在外从
事面点行业的赛口百姓，在制作面
点中缺少面点馅料，因此制约其发
展。为此，2017年，该村“两委”
用抓工业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建
起蔬菜种植基地，专业配套生产面
点蔬菜馅料，实现基地“工厂
化”，形成产销一体化。

上海青是素食面点馅料的主要
食材，也是九华村蔬菜基地选择的
主打产品之一，一年四季轮番耕
种，产量稳。“我们从源头上选择
种植上海青，是因为销量大，供应
渠道广。整个基地流转土地500多
亩，循环播种，每天出菜量近5000
公斤。目前这个基地已经向赛口镇
乃至省内外多家面点加工企业签约
长期供应。”曹竹根说，九华村蔬
菜种植基地种植有上海青、萝卜、
包心菜、菠菜、香菜、大蒜等，品
种齐全、收获期长。该基地通过错
峰种植、分梯度种植，确保全年新
鲜蔬菜持续上市“不断茬”。2022

年，九华村蔬菜种植基地带动周
边群众增收80万元。下一步，该
村将继续引导当地合作社流转
1000 多亩土地，扩大蔬菜种植规
模，进一步提高蔬菜的质量和产
量，满足更大的市场需求，带动
更多的种植大户和周边群众共同
发展、共同致富。

九华村在蔬菜种植基地加大技
术投入，提高“绿色工厂”效益。
目前该基地连片种植的蔬菜已全部
实现“喷管”灌溉，这种信息化、
智能化的喷灌系统和渗灌系统，可
根据土壤水分、土壤性质等条件，
进行定时定量灌溉。“这种喷水方式
是将管路架空，再辅以水雾方式进
行洒水，不仅柔和，还可以保持土
壤结构。”曹竹根说，种植户利用

“喷管”灌溉，既省时省钱、节约用
水，还能促进蔬菜生长。目前，除
了九华村，赛口镇大河村大棚蔬菜
种植基地、金堤村金堤大棚综合种
养基地、南畈村瓜果大棚均实行

“喷管”灌溉。
近年来，赛口镇积极发展蔬菜

种植，目前种植面积 2000 多亩，
覆盖6个行政村，今年预计年产量
达750多万公斤，为面点馅料加工
提供新鲜原材料。

“中央厨房”
打造面点馅料品牌

“望江是传统农业大县，具有
发展绿色食品深加工的资源优
势。”望江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曹结
海说，该县坚持用抓工业的理念
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树牢融合
发展理念，推行“一村一块田、
一企一基地”改革，指导农业生
产和农村经济发展，通过发展绿

色食品精深加工，促使农业生产
优化升级，推动品牌打造和规模
化、标准化、工厂化生产，推动
实现从“粮仓”向“厨房”转
变；不断丰富产业新业态，打造
品种全、品质高、品牌响的现代
农业产业集群。

9 月 6 日，位于望江县赛口
镇金堤村的安庆市粮蒸棒食品
有限公司面点馅料加工厂内，2
条标准化蔬菜加工生产线满负
荷运转。“这几天订单比较多，
都是要包子馅料的，得赶紧做
好发出去。”该公司负责人程正
红告诉记者。

“我们每天从九华村蔬菜种
植基地调菜过来，青菜差不多三
四天一趟，一趟一万五到两万
斤，平均每天几千斤。先漂烫、
清洗，然后全自动化切碎打包、
冷冻、再发往全国各地，主要是
江浙沪一带，江西、福建、湖南
都有，畅销全国近百个城市。”程
正红说。

上世纪 80 年代起，赛口人
便凭着出色的做馒头手艺走南闯
北。截至去年底，该镇 9300 户
4.2 万余人中，在外从事面点加
工 的 就 有 2000 余 户 超 万 余 人 ，
还有人将面点店开到了越南等东
南亚国家。

50 多 岁 的 檀 同 贵 是 望 江 县
高士镇人，此前一直在苏州从
事面点馅料加工，并开设了自
己 的 加 工 厂 。 2018 年 ， 在 家 乡
招商引资政策的吸引下，他选
择了返乡在赛口镇创建面点馅
料加工企业，2019 年，安 徽 省
顺口福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投产
运 行 。“ 赛 口 镇 面 点 产 业 基 础
好，交通也便利，所以落户在

了这里。”他说。
檀同贵的公司年产销面点馅料

超 2000吨，生产高峰时每天需要
新鲜蔬菜2500公斤、糯米2500公
斤、菜籽油500公斤。“本地的优
质蔬菜、糯米等，正好可以作为原
料。”檀同贵说。

近年来，赛口镇积极招商引
资，做大做强大米加工、馅料加工
产业链，配套做好仓储冷链物流
业，以面点产业为支点推动三产
融合，构建原粮加工、馅料生
产、冷链配送全产业链，打造赛口
面点馅料“中央厨房”。

培育产业
聚集发展提高效益

“我们公司的原材料从蔬菜种
植基地运过来后，先漂烫、清
洗，然后全自动化切碎打包、冷
冻，再发往全国各地。”檀同贵
表示，全国各地都有老乡在从
事面点生意，公司的产品不愁
销路。但他也坦言，虽然本地
有原材料优势，也有销售渠道，
但产业聚集短板有待补齐。“我
之前在苏州做面点馅料生意，经
过比较可以看出，家乡的青菜、
糯米、菜籽油价格以及人工成本
有优势，但是酱油、食盐等原材
料价格比苏州的贵，运输成本也
有所增加。”檀同贵认为，“价格
高的原因就在于本地的产业聚集
度不够高。产业集聚可以形成规
模经济效应，企业可以共享资源
和基础设施，降低生产成本，提
高生产效率。产业集聚可以形成
更大的市场规模，提高企业在市
场上的竞争力。”

檀同贵的上述提议得到当地

政府重视。近年来，除安徽省顺
口福食品有限公司入驻赛口，该
镇 还 先 后 引 进 3 家 面 点 加 工 企
业，分别是安徽省食隆香食品有
限公司、安庆市粮蒸棒食品有限
公司、安庆市北粮蒸香食品有限
公司。其中安庆市粮蒸棒食品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8 月，签约
落户赛口镇金堤村，该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食品馅料研发、生
产、配送、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
主食加工配送企业。下一步，该
公司计划引进面点、焙烤全自动
生产线、全自动包装生产线、智
能恒温恒湿醒发箱等先进生产设
备，优化升级生产工艺流程，全
面提升生产车间的机械化、标准
化、工业化水平，提高生产效
率，预计形成日供应 10 吨的食品
馅料产品规模。

目前，赛口镇面点加工市场
主体超 2000 户，赛口面点产业
年产值达4亿元。“近年来，从赛
口走出去的面点行业‘头雁’不
少，出现了如食尚麦点、兴粮
品、粮蒸棒等面点连锁企业，有
连锁面点店铺 1500 多家。我们多
次深入企业调研，希望通过‘双
招双引’来实现引凤还巢，并
且积极引导农户发展蔬菜产业，
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延长蔬菜
加工产业链。”赛口镇党委书记
金文新表示，近年来，该镇着力
于用抓工业的理念发展现代农
业 ， 积 极 做 大 做 强 馅 料 产 业 、
建设全市面点特色小镇，这需
要更高层面上对赛口面点产业
的定位，加大对于馅料加工工
业用地以及仓储冷链设施用地的
保障，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促进乡村振兴。

从“绿色工厂”到“中央厨房”
——用抓工业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系列报道之二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陈 娅

▲赛口镇一家面点馅料加工厂内，工人们将加工
好的蔬菜打包送入冷库，这些产品将销往全国各地。

通讯员 陈娅 摄

金 秋 时 节 ， 硕 果 飘 香 。 日
前，在宿松县洲头乡罗渡村“红
缨子”高粱种植基地，几台收割
机正穿梭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高粱
地里，忙着收割已经成熟的“红
缨子”高粱。在阳光的照耀下，
红彤彤的高粱俏立枝头，穗粒饱
满，一阵微风拂过，轰鸣的收割
机与涌动的高粱构成一幅美丽的

“丰景画”。
“以前，这里种植的都是大

豆 。 现 在 都 变 成 了 高 粱 地 。”
罗渡村村民秦三中是洲头乡首
个发展“红缨子”高粱种植产
业的农户，也是种植面积最多
的 农 户 。 2016 年 ， 他 率 先 在 当
地 种 植 了 100 亩 地 的 “ 红 缨

子”高粱。在宿松县农业农村
局农业综合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的大力指导下，秦三中在发展

“ 红 缨 子 ” 高 粱 种 植 产 业 上 获
得了成功，取得的经济效益也
越来越好，今年他将种植面积
扩大了 530 亩。

洲头乡农技站副站长高志祥
介 绍 说 ， 今 年 洲 头 乡 “ 红 缨
子 ” 高 粱 种 植 总 面 积 扩 大 到
9449 亩，50 亩以上的种植大户
发展到 52 户。由于天气好，加
之管理到位，家家户户种植的
高粱都颗粒饱满，亩产量能达
到 350 公 斤 以 上 。 之 所 以 越 来
越 多 的 农 户 选 择 发 展 “ 红 缨
子”高粱产业，是因为相比于

大豆，它的耐旱性、抗病性要
强，病虫害少，在管理和种植上
都 比 较 简 单 ， 实 行 “ 免 耕 播
种”，每年 5 月中旬赶在小麦收
割前，通过无人机直接将种子撒
播在麦地里就行了，不需要等到
小麦收割后再种植。也正是因为
播种期早，高粱每年基本都能实
现稳产高产。

唐 菊 元 是 宿 松 县 复 兴 镇 发
展“红缨子”高粱种植产业的
大户之一。在宿松县农业农村
局农业综合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的全程指导下，今年他在王洲
村 种 植 的 870 亩 “ 红 缨 子 ” 高
粱也获得了丰收，平均亩产量
可达到 400 公斤。9 月 6 日，他

在当地农技站人员的帮助和指
导 下 ， 抢 抓 晴 好 天 气 ， 组 织 2
台收割机收割成熟的高粱，确
保颗粒归仓。

复 兴 镇 是 宿 松 县 发 展 “ 红
缨 子”高粱种植面积最多的乡
镇 ， 今 年 该 镇 共 种 植 了 22125
亩，其中 50 亩以上的大户有 92
户。从 9 月 2 日以来，宿松县农
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联合属地农技站，每天组织
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帮助农户联
系收割机，指导农户粉碎高粱
秸秆做好秸秆还田等工作，为
秋种提前作准备。同时做好田
间 巡 逻 、 秸 秆 禁 烧 宣 传 等 工
作，常态化对高粱地进行巡逻

排 险 ， 及 时 消 除 各 类 安 全 隐
患，确保粮食安全落细落实。

一 座 基 地 种 出 一 片 红 。 据
了 解 ，今 年 宿 松 县 共 种 植“ 红
缨 子 ”高 粱 5.3 万 亩 。 当 前 ，正
值 高 粱 收 割 高 峰 期 ，全 县 广 大
高 粱 种 植 户 在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农 业 综 合 技 术 推 广 服 务 中 心
的 帮 助 和 指 导 下 ， 正 有 条 不
紊 地 开 展 高 粱 收 割 、 高 粱 秸
秆还田等工作，预计全县可出
产优质“红缨子”高粱 1820 万
公斤，一幅幅被“红缨子”映
红的丰收画卷在宿松 大 地 上 徐
徐展开。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孙春旺 朱全保

红高粱绘就“好丰景”

◀望江县赛口镇九华村 500 多亩蔬菜基地
里，大片上海青迎来丰收，菜农们正在进行采摘。

通讯员 陈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