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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近年来，岳西县包家乡依托红色资
源，做强绿色产业，走出一条“红绿”融合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之路。

初秋的包家乡鹞落坪村虽然没有夏
日的繁华，但仍然有不少外地游客前来
休闲度假。中午时分，红土情客栈王家
福一家忙着不停，为来自南京的客人准
备午餐。地道的农家菜让游客张素华赞
不绝口，据张素华介绍，这是她第二次来
到鹞落坪，是和旅游团队过来的，这次住
一个星期，这里空气好、吃得也好，是康
养休闲的好地方。

鹞落坪曾是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时
期红二十八军和皖西特委机关驻地，被誉
为“红色鹞落坪”。1935年红二十八军在河
图凉亭坳重建，在转战途中进入鹞落坪，见
这里崇山峻岭，山高林密，易守难攻便决
定在此建立根据地。鹞落坪逐渐成为红
二十八军的大本营和游击中心根据地。

2008年，红二十八军军政旧址正式
开放，家在军政旧址大门入口的王家福
和另一户村民开始在全村率先办起了农
家乐。如今，红二十八军军政旧址成为
全国一百个红色经典景区之一和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王家福的两个儿子和女儿
王芳也先后办起了农家乐，每家的年纯
收入都在30万元以上，王芳还成为红二
十八军军政旧址的讲解员。据王芳介
绍，今年军政旧址已接待游客18万余人，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接待量，现在农家
乐的生意根本不用愁，在旅游旺季更是
一房难求。

除了丰富的红色资源，包家乡全境
还是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生
态旅游资源丰富，空气负氧离子指数平
均每立方厘米2万个单位以上，森林覆盖
率达95.08%，夏季最高气温26℃，是一
处天然避暑胜地。

鹞落坪村坚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立足
环境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和清
凉经济。目前全村共有农家乐136户，带
动周边群众务工近300人，今年已接待游
客20余万人次，营业收入超3000万元，
全村近三分之一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为了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近年来，鹞落
坪村全力打造“鹞落坪村特色红色小
镇”，共计投入4500万余元先后施行人居
环境改造和沿街农家乐外立面改造，融
入更多红色元素，整体提升农家乐景观
和品质。与此同时，还成立农家乐协会，
组建义警队，来提升管理的软实力，推动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如何赓续红色血脉，在保护生态的
同时，做强产业、推进乡村振兴，是包家
乡各村共同“课题”。

石佛村是传统的茶叶大村，全村建
有高标准茶园3300亩，为了提高茶农收

入，石佛村通过多年的探索，以“党支部+
茶叶协会+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6+模
式，大力实施茶园有机化管理，打生态
牌，走有机路，取得了明显成效。

据石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军介绍，一开始推行有机化管理，茶农
是非常不适应，因为使用除草剂和化学
肥料，省力、省工又省钱。为了推进工
作，减轻茶农在有机化管理过程中的成
本，村“两委”研究决定，茶农购买的除草
机由村里补助50%，茶园需要的菜籽饼
肥也由村里统一采购，并给予40%补
助。同时，为最大限度减少茶叶面源污
染，经征求村民意见，村“两委”决定从
2021年10月1日起，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如今石佛村的茶叶全部通过有机认证，
茶叶品质得到市场认可。

随着茶叶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前来
购茶的客商不断增多，茶农冯金波建起
了石佛山居民宿，打造茶旅融合的成功
模式。

今年，石佛村实现人均茶叶收入1万
元，户均3.5万元的目标，茶农收入比去
年增加了20%。在谈到未来发展时，王
军满怀信心，“我们石佛村将持续地走生
态立村、茶旅富村、有机强村发展之路，
坚持党建引领、品牌保护、茶旅融合、有
机发展，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实现产业
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近年来，包家村通过党建引领产业
发展，对效益低的土地，撂荒地等进行整
合，带领村民发展四季豆、甜玉米等，为
乡村振兴不断注入源头活水。为了确保
农产品质量，由村集体统一发放种子，提
供技术指导，同时解决农户销售的后顾
之忧。“我们村‘两委’主动到南京、合肥、
安庆等地市场对接，最终选择了与合肥
生鲜传奇和岳西好又多超市达成战略合
作，定时、定量、稳定提供农产品，今年价
格稳定、不愁销路，群众的种植热情高，
我们明年计划扩大种植面积。”包家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同传高兴地说。

今年，包家村共种植四季豆、甜玉米
300余亩，将带动165户农民增收120余
万元。

有了收入，66岁的残疾人万经和见
人就说：“原来我们老百姓老实，搞不到
钱，在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今年，我们村
里给我带来两大产业，一是四季豆，二是
甜玉米，村里还想方设法地帮着销售，今
年有五六千元收入，我们得到了实实在
在的收益。”

如今，包家乡立足“红色”“绿色”两
大资源，进一步巩固提升茶产业、高山蔬
菜、红色旅游、清凉经济等优势产业，在
保护中促进发展，在发展中强化保护，实
现了村村有特色、家家有产业、户户能增
收。 通讯员 汪宏方 叶蓉 方芳

依托红色资源 做强绿色产业

“红绿”融合点“绿”成金

本报讯 眼下，正值秋收秋
种季节，受汛期强降雨影响，岳
西县店前镇境内道路、堰渠损毁
严重，为了不影响群众秋收秋
种，该镇自筹资金150万元，修
复农村道路、堰渠，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为秋收秋种保驾护航。

日前，在岳西县店前镇银河
村金竹组水毁道路施工现场，工
人们正在砌石坝，全长1.3公里的
金竹路是联接银河、天台两个村
的主干道，受汛期强降雨影响，
道路一侧出现塌方险情。“目
前，道路边坝修复正在加快进
行，预计近两天就可以完成，可
以有效解决了当地600多名群众

的通行难、运输难的问题。”店
前镇交通分管负责同志介绍说。

今年夏季，店前镇普降大到
暴雨，最高单日降水量达200毫
米，灾情发生后，店前镇将汛期
水毁修复作为持续深化“一改两
为”的重要举措，迅速启动水毁
道路、堰渠修复行动，建立项目
清单，修复一处、销号一处。

截至目前，已修复徐良村徐
湾路、白鹿村红岩路等道路损毁
50余处，司空村下畈、祠堂大堰
2处，切实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为群众秋收
秋种运输畅通奠定良好基础。

（通讯员 王云志）

店前镇：

修整田间路为秋收保驾护航

本报讯 9月7日，在岳西县
中关镇中关村马冲组村民储诚林
家中，一根根细长、晶莹剔透的粉
丝整整齐齐地摆在庭院里，晒粉
丝俨然成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我们一年能够生产红薯
粉丝和绿豆粉丝上十万斤，产值
达到200万元以上。”储诚林说。

1998 年开始，储诚林就继承
了祖传的手工制作粉丝工艺，
2000年，储诚林创办了安徽晶熠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从最开始的

家庭作坊到如今集线上线下销售
于一体的粉丝制作工厂，通过他
不断研究手工粉丝制作工艺，
2015年，储成林被评为县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从刚开始的摸索自制，到后
来慢慢壮大，再到建起了生产作
坊，又添置了机械化设备。近几
年，在镇里的扶持下，成立了粉丝
生产公司，带动了周边50人就业，
粉丝也卖到了全国各地。”储诚林
介绍说。（通讯员 余飞 储翔）

中关镇：

小粉丝“牵来”大市场

本报讯 日前，在岳西县温泉镇
西营村，一排排竹竿、钢丝搭建起来
的架子上爬满翠绿的藤蔓，瓜藤下饱
满翠绿的瓜蒌正孕育着金秋丰收的希
望，满架青翠的小瓜蒌连起了群众的
致富道路。

2019年，西营村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产业，以“党支部+公司+基地”为
抓手，发展瓜蒌种植350亩。瓜蒌是
一种多年生植物，一次性投入可以连

续收益5到7年，瓜蒌全身都是宝，瓜
蒌籽可以作为一种休闲零食，瓜蒌
皮、瓜蒌根还能入药。西营村选择种
植瓜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市场需
求量大，经济效益好，种植和管理相
对简单适合大面积种植。

产业兴，百姓富。走特色农业发
展之路让西营村尝到了甜头，一颗颗
看似普通的瓜蒌，带动周边群众实现

“家门口”稳定就业，让村民鼓起“钱

袋子”，过上好日子。
“我们西营村这个瓜蒌基地，我们

一年能干到万把块钱，我们家里的事
也带着做了，家里照顾小孩、做家务
也不耽误，比在外面打工要强多了。”
温泉镇西营村村民汪利军说。

据了解，近年来西营村坚持农业
产业优先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
作，赋能乡村振兴，努力把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逐步形成了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农村繁荣、乡村振兴
同步发展的新格局。

“我们西营村瓜蒌基地是通过‘村
集体+村民+公司’的模式，每年土地
流转费用有20余万元，为周边几十人
提供了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增收，以
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温泉镇西营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洁说。

（通讯员 储翔 余飞）

温泉镇：

瓜蒌变成村民致富的“金果子” 本报讯 近日，岳西县莲云
乡火龙果种植基地的红心火龙果
进入成熟采摘期，不仅带动了村
民增收，还铺就了“红火”致富路。

9 月 11 日，在种植基地大棚
内，一颗颗类似仙人掌的植物攀
缘在木柱上，枝条荆棘密布，长势
旺盛，红艳艳的火龙果挂满了枝
条，果农们穿梭其中进行采摘。

据了解，种植基地通过调整
大棚内光照、温度、湿度等因素来
营造一个适合火龙果生长的环

境。同时还可以保护果实免受外
界侵袭，避免果实被病虫害等因
素破坏。

近年来，岳西县莲云乡积极
探索特色种植，目前辖区内葡萄、
凤梨、火龙果等都已成熟，深受广
大居民和游客的喜爱。同时该乡
还积极探索休闲农业+观光旅游
生态农业模式，把风景变成产业，
做到农业增收有“路子”，农民增
收有“方子”。

（通讯员 余飞 储翔）

莲云乡：

火龙果映红致富路

本报讯 今年以来，岳西县
按照构建内联外通综合交通网
络的要求，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其中，无岳高速岳
西段主线已完成路面摊铺任务，
正在加紧推进交安、机电、绿化、
房建等工程的收尾施工，全力冲
刺10月份通车目标。

9 月 8 日，在岳西东高速收
费站建设现场，工人们正铆足干
劲，抢时间、赶进度，加快收费站
周边绿化、排水等附属工程建设，
为高速公路通车做好充足准备。

“我们无岳路面五标现在已
基本上完成所有的主体工程施
工任务，目前剩余的工程量主要
还有将近一公里便道的沥青铺

设，以及部分附属工程施工，预
计在未来的一周完成收尾工作，
有 望 在 十 月 份 实 现 通 车 的 目
标。”广西交建工程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无岳高速路面五标项目
书记杨家顺说道。

无岳高速路线全长 178.28公
里，是安徽省内的一条交通大要
道，建成之后能有效改变沿线城
市的交通灵活性，该项目也是上
海至武汉高速公路（G42S）和安
徽省高速公路网的组成部分，岳
西境内路线全长 13.574 公里，设
有岳西东互通（立交桥 4 座，匝
道桥 2 座）、岳西枢纽（立交桥 2
座，匝道桥4座）。

（通讯员 余飞 储翔）

无岳高速岳西段进入收尾阶段

丰收正当时

本报讯 为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
力和吸引力，营造对新业态就业群体关
心关爱的浓厚氛围，近段时间以来，岳
西县总工会组织开展了关心关爱新业
态就业群体系列活动。

为进一步增强新业态就业群体对
交通事故的自我防范能力，有效化解交
通安全事故风险隐患，县总工会邀请了
县交管大队警官，给在县总工会户外劳
动者幸福驿站纳凉休息的新业态就业
群体进行道路交通安全宣讲。主讲警
官结合县城实际，从道路交通安全和新
业态就业群体工作环境的特殊性出发，

结合常见的抢行、随意变道、骑车接打
电话、不戴头盔等常见交通违规违法行
为，与新业态就业群体进行深入、面对面
的道路安全宣传教育。警示大家在从事
作业时必须严格遵守道路安全规则，摒
弃随意横穿马路、闯红灯等不文明交通
陋习，有效预防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

在岳西县总工会红色驿站，县总工
会宣讲员以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乐于接
受的形式，鼓励大家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团结奋斗共建美好生活，并开放
了悦读书屋，引导他们利用工间休息时
间通过阅读党史和红色经典作品的形

式抒发爱党爱国情怀，传承红色文化，
弘扬红色精神，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接
续奋斗、砥砺前行。

县总工会组织开展了新业态就业
群体“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在县总工会
户外劳动者幸福驿站避暑休息的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送上十滴水、花露水、毛
巾等防暑降温清凉爱心大礼包，在炎炎
夏日为他们送去一份清凉与关怀，并叮
嘱他们在高温天气下要注意防暑降温，
在配送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合理安
排休息时间，做到劳逸结合。

新业态就业群体已经成为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广大职
工群众的“娘家人”，近年来，县总工会
从建会、入会、送温暖、送健康、送清凉、
职工互助保障等方面加强对新业态就
业群体的关心关爱。下一步，县总工会
将继续在组织建设、职工阵地、服务体
系等方面下功夫，大力营造全社会关心
关爱新业态就业群体的良好氛围，坚持
以新业态就业群体需要为导向，维护好
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不断增强
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动
岳西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

（通讯员 王亚妮）

关爱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 娘 家 人 ”以 心 暖“ 新 ”
本报讯 9月6日，岳西县冶

溪镇首批中稻陆续成熟，趁着晴
好天气，农户们驾驶着收割机穿
梭在稻田里，在轰鸣声中，一片片
稻田被收割完毕。一旁的农户们
用编织袋装上刚收割好的稻谷，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冶溪镇被誉为“岳西粮仓”，
近年来，冶溪镇紧抓粮食生产不
放松，鼓励和引导大户流转土地，
发展粮食作物生产，今年水稻种
植面积达1.82万亩。

“我们冶溪镇是岳西县的粮食
生产大镇，冶溪镇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粮食生产，县农业农村局在我们
冶溪镇实施水稻精耕细作示范点，
今采收的精耕细作示范点水稻亩
产达到680公斤以上，带动了全镇
的水稻种植生产，今年丰收在
望。”冶溪镇党委委员黄光胜说。

据了解，岳西县在冶溪镇和
温泉镇各建立 1 个 500 亩以上精
耕细作示范点；在温泉镇榆树村
建立 1 个 100 亩粮油新品种试验
示范基地。以打造粮油作物周年
均衡高产田为主要内容，带动全
县域水稻、油菜单产增加 5‰以
上。 （通讯员 杨辉）

冶溪镇：

水稻丰收喜开“第一镰”

◀ 9月8日，村民正在采摘蜜桃。眼下正值黄金蜜桃采摘季，在岳西县中关镇的中关村富
良家庭农场果园内，一棵棵桃树上挂满拳头般大小、气味芳香的黄金蜜桃，引得众多游客前来

“打卡”品尝。2019年，该农场流转50多户农户的188亩抛荒地，栽种黄金蜜桃果树，并邀请科
技专家到村指导，组织群众学习先进技术，今年，果农们的辛勤劳动得到了充分的回报，实现
了产业有特色、农民有收入、集体有益的目标。 通讯员 储翔 摄

图图 说说

▶ 9 月 7 日，64 岁的正在开箱取
蜜。时下正值酿蜜时节，蜂农也到了一
年最忙碌的时刻。有着优良生态环境的
岳西县温泉镇，为养殖蜜蜂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也造就了良好的蜂蜜品
质。蜂农王续青今年预计能采收蜂蜜四
百斤左右，收入八万余元，他还带动了
周边多户村民发展养蜂产业增收致富。

通讯员 储翔 余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