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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8日上午，大观区海口镇保
婴村，庆蕊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
春霞早早地来到她的瓜蒌基地里，和
务工村民一起，将长在网架上的瓜蒌
放下来，防止日灼和鸟啄。

对于瓜蒌种植户来说，每年这个
时候，是难得的清闲时光。2 月挖
根、整地，4月栽苗，之后常态进行
除草、打药、整枝、控旺、灌根，持
续到8月中旬，再等到10月下旬收瓜
蒌，一直收到过年前……这样的瓜蒌
种植管理“时间表”，胡春霞已经再
熟悉不过了。

10年前，对于海口镇的各类种植
户来说，瓜蒌还是一个稀罕物，而瓜
蒌终因其效益显著，被本地种植户关
注到并引入海口镇种植。胡春霞是海
口镇第一批瓜蒌种植户之一，现有瓜
蒌基地70多亩，目前全镇拥有26家
瓜蒌种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植面
积近2000亩。

近年来，海口镇深入实施“两强
一增”行动，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
伐，推动瓜蒌产业发展提质增效，海

口瓜蒌发展面貌焕然一新。
胡春霞说，种植瓜蒌之初，她

的期望就是效益达到水稻的 10 倍。
事实上这个期望也达到了，第一年
就收回了成本，瓜 蒌 亩 均 纯 收 入
3000 元。这么多年来，她紧跟先进
种植模式，不断投入资金，应用科
技、机械元素，延伸加工产业链，瓜
蒌种植效益大大提升。现在，她的
瓜蒌基地每年产瓜蒌籽和皮各 2 万
多斤，并产瓜蒌根若干，亩均纯收
入已达1万元。

10年前，基地打药全靠人工，费
时费力还费药，效果也不好。现在打
药全靠无人机，20分钟全打完，效果
还更好；10 年前，因为没有烘干设
备，瓜蒌皮和根无法远距离运输销售
出去，只能扔掉。2015年、2022年，
胡春霞先后投入资金建设烘干房、更
新烘干设备，让瓜蒌皮和根得到了利
用，增加了收入；10年前，每到瓜蒌
籽集中上市时，因为没有储藏设备，
瓜蒌籽急着出售，价钱卖不上去。
2021 年，胡春霞投入资金建了一个

210立方米库容的冷库，从此可以根
据市场价格适时出售瓜蒌籽……此
外，胡春霞还购置了清洗机、切片
机、包装机等设备，大大延伸了瓜蒌
加工产业链。

因为同一品种连年种植，瓜蒌籽
产量达到了瓶颈。2016年底，胡春霞
主动找到省农科院，引入新瓜蒌品
种，并于2017年作为首批种植户试种
了8亩。当年，这8亩新品种瓜蒌籽
亩产量就达到了400斤，远超基地老
品种的亩产量240斤。随后，她的瓜
蒌基地品种迅速更新换代。去年，胡
春霞又联系到潜山市一家企业，引入
一个青瓜品种，试种了10亩，可以错
开季节上市，目前这个青瓜品种仍在
种植试验中。

在海口镇，和胡春霞一样积极应
用科技、机械元素，延伸加工产业链
进而提升效益的瓜蒌种植户还有很
多。与此同时，随着海口镇瓜蒌产业
不断发展壮大，其日益成为富民强村
的有力支撑。胡春霞的瓜蒌基地常年
固定用工 8 人，零散用工 200 多人

次，年均发放工资约20万元，为本村
留守人员提供了务工增收路径。

海口镇培文村一直以来村集体经
济比较薄弱，缺少产业支撑，2022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仅有22万元。但是，
培文村拥有11家瓜蒌种植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面积1000亩，占全镇瓜蒌种
植面积的一半以上，产业基础雄厚。

今年，培文村聚力实施瓜蒌种植
基地“书记项目”，采取村集体资金
入股方式与种植大户合作共建210亩
瓜蒌基地，扩大瓜蒌种植规模，增加
村集体经济收入。

培文村党总支书记吴保利说，村
集体合作社马上就要上一套烘干设
备，还有脱籽机、阳光大棚等项目。
今年预计亩产瓜蒌籽400斤，保底亩
均收入8000元，再加上瓜蒌皮和根的
收入，除去各项成本，瓜蒌基地能为
村集体经济带来 120 万元收入。另
外，基地今年截至目前已零散用工
3000 多人次，发放工资 30 多万元，
带动了留守人员就近就业。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实施“两强一增”行动 多渠道加快农民增收

海 口 瓜 蒌 的 十 年 之 变

走进桐城市范岗镇高黄村陈屋
组，充满地域特色的美丽乡村引人注
目。告别千篇一律的乡村景观打造，
陈屋组美丽乡村建设紧紧围绕着“老
窑厂”这一工业和文化元素，在文化
墙和随处可见的花坛中融入一代人
的窑厂记忆，让美丽乡村形神俱
备。在陈屋组省级美丽乡村建设过
程中，当地乡贤、乡亲通力合作，一
幅幅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优美画卷
正徐徐展开……

彭申民是高黄村陈屋组居民，早
年间外出创业，生意红红火火。“我
们是做会展广告的，一开始公司在北
京，后来在上海等地也成立了分公
司。”9月8日，彭申民介绍，在外从
商的十数年间，自己始终怀揣着一颗
建设家乡的心。“2010年前后，随着
村民大量外出务工，陈屋组的田地撂
荒现象十分严重，不仅田地无法耕

种，很多通往田地的道路都没有
了。”2010年，通过招商引资，彭申
民回到了家乡。

“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陈屋组
村民撂荒的田地流转过来，投入200
万元，进行水利、荒田荒地治理。”
彭申民说，因为田地抛荒情况比较严
重，治理的投入非常大。经过几年的
治理，陈屋组400余亩田地得到了充
分利用，“我们种植了优质水稻、小
蜜薯、蔬菜等农作物，取得了较好的
经济效益。”

高黄村党总支书记周桐林介绍：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我们成功
引进乡贤能人兄弟同创有限公司彭申
明返乡，参与家乡的发展建设，流转
陈屋组的田地共400余亩发展农文旅
项目。陈屋组的生态环境好了，村民
们的居住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彭
申民等乡贤的实际行动激发了大家对

乡村的记忆和共鸣，村民们纷纷投
入美丽宜居村庄建设，自发改翻建
自家老旧房屋，清理建设门前屋后
场地，希望能共同努力把自己的家
建设得更美。”

陈屋组村民陈其林常年在外，了
解到家乡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美丽乡
村建设，他主动提出可以将自家的房
屋拿出来，建设成党小组示范阵地和
村民文化活动中心。“我们很少回
来，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能够充分利
用起来，给村民们提供一个集体活动
的场地非常地好。”陈其林说道。

周桐林介绍，在陈屋组省级美丽
乡村建设过程中，为了找准特色定
位，高黄村下过一番功夫。“我们这
里有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窑场，
村里很多老人曾经都是窑厂工人，可
以说窑厂是一代人的记忆。”为了体
现地理特色，高黄村将制陶工艺流程

等在文化墙上加以体现，“文化墙总
共面积超过600平方米，除了党建、
移风易俗和农耕文化方面内容，就是
老窑场文化元素。”不仅如此，在陈
屋组当家塘周围，形态各异的陶罐被
安置在护栏上作为花瓶，“如果是春
天，花瓶里各种各样的花开的正好，
这里的风景美不胜收。”

优美的环境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陈屋组村民陈立生曾经在桐城市
一家饭店做厨师，后回家开办了农家
乐，“即使是工作日每天也有四五桌
客人，生意还不错。”周桐林说，高
黄村还规划在这里打造户外草坪婚礼
基地以及露营垂钓体验基地：“我们
已经在陈屋组打造了4条以花为主题
的休闲道路，包括樱花大道、桃花大
道、紫薇大道、红梅大道等，最快到
明年春天这里风景会更加地好。”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华璐

乡贤携手乡亲 共建美丽乡村

为进一步拓展第二课堂现场教
学，怀宁县月山镇老年学校通过参观
美丽乡村、高标农田、经济建设成就
和校临时党支部党员开展志愿服务，
让学员进一步关注家乡变化与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檀志扬 李心正 摄

第二课堂

好精彩

本报讯 宿松县华亭镇立足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农户发展特
色采摘园，将水果采摘和乡村旅游
相结合，发展周末游、休闲游，激活
采摘经济，让游客感受田园生活，体
验农耕乐趣，助推农户稳定增收。

近年来，华亭镇摸排闲置山场
土地620亩，建立“示范区建设土地
银行”，流转土地建设“破凉亭农业
公园”，成立创业发展公司，采取“创
业发展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完
成一期投资900万元，建成葡萄、草
莓、西瓜等水果采摘园60亩和柑橘、
羊肚菌等特色种植基地260亩。

华亭镇依托交通区位优势，立足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农户发展特
色采摘园，种植草莓、葡萄、西瓜、火

龙果、沃柑和橘子等水果。开展“采
摘”体验，发展“周末游”“休闲游”等
休闲经济，带动水果销售以及餐饮、
住宿等消费，将水果采摘和乡村旅游
有效结合，让游客感受农耕生活，体
验乡野乐趣，助推农户稳定增收。

该镇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乡
村田园风光资源，动员农户开展农
家乐、垂钓园、采摘园、农事文化活
动等休闲农业产业，推进农业产业
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带动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截至
9月上旬，华亭镇有休闲农业经营主
体50余户，从业人员100余人，营业
收入超300万元。

（通讯员 朱梦涛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宿松：

“采摘经济”乐了游客富了村民

本报讯 9月2日，桐城市孔城
镇南口村蔬菜大棚正值辣椒苗下地
的关键时间，可因一时找不到相当
数量的务工村民同时作业，把大棚
基地的负责人给愁坏了。因为辣椒
苗是从150公里外的马鞍山市和县
运过来的，从种苗离开苗床到南口
村蔬菜大棚基地已有大半天的时
间，而且当天天气炎热，如不能在最
短的时间内把这1万余株种苗种到
地里，种苗就全蔫了。

南口村妇联在获知这一消息
后，及时联系南口村“村嫂服务队”
前来支援大棚种植。她们相互用自
己的车挨个地接送路远的队员，确
保在最短的时间内人员全部到位。

大棚里，10多名“村嫂服务队”
队员身穿红马夹，分工有序地忙碌
着。她们有的一手挥动锄头一手拿
着自制的样本间隔小棍棒种下一株
株种苗，有的负责浇水，个个干劲十

足，整个定植过程配合默契，井然有
序，不一会儿大棚里便呈现出一行
行整齐的绿色嫩苗。此次“村嫂服
务队”志愿活动从下午2时一直持续
到晚上8时。

南口村“村嫂服务队”由村里的
妇女小组长和近百名留守妇女组
成，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她们既当

“宣传员”又当“助力员”，有效解决
农忙时节村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南口村妇联主席崔逊爱介绍：
“我们在日常宣传、走访过程中，只
要发现村里种植户有困难，就立即
通知‘村嫂服务队’前来帮忙。”“村
嫂服务队”队员们表示：今后将继续
发挥“村嫂服务队”互助精神，开展
各项服务行动，助力产业发展，为加
快建设产业兴旺、幸福宜居的美丽
南口村贡献“村嫂”力量。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崔志伍）

桐城：

“村嫂服务队”助农生产帮大忙

本报讯 “前几年，企业开办时
政府免费为我们刻制了整套印章，
但是公司开办后有些印章一直用不
上，这次又给我们提供了更多选择，
真的是太贴心了。”9月15日，一位正
在办理企业设立登记的群众说道。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
业服务效能，潜山市市监局坚持问
题导向、需求导向，推出“专属套
餐”服务，建立免费公章自动选择
发放机制。即在公章免费发放的
基础上，企业可以自主选择企业公
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
专用章、法人私章等自由组合，按
照实际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印章

“专属套餐”。
“前期，我们从降低企业开办成

本的角度出发，推出了为新开办企
业提供免费刻制印章服务，但固定

的服务模式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的需
要。”该局工作人员张瑞介绍道，

“‘专属套餐’的推出，切实有效降低
了行政成本，同时满足了企业的个
性化需求。”

“作为一名企业开办中介人员，
我深切感受到这些年企业开办服
务越来越周到，也越来越有针对
性，让企业享受到了优质高效、个
性精准的‘管家式’服务，我们办事
也方便多了。”企业中介机构许雅婷
感叹道。

据了解，自印章“专属套餐”推
出以来，该局已为10户企业订制了
专属服务，共发放公章30余枚，有效
帮助新开办企业节省开办成本，得
到了办事群众的广泛好评。

（通讯员 蒋碧云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潜山：新办企业

有了自己的印章“专属套餐”

本报讯 望江县吉水街道围
绕群众关切，紧扣民生所需，实
行老旧小区改造，改善居民生活
环境。

9月10日，望江县吉水街道牌
坊社区公安新村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全面竣工。该小区是一个建成已
有三十多年，共有住户 100 多户。
由于建成时间长，小区内基础设施
老化，水不畅、灯不亮、路不平、
雨污不分流、地下管网老化、绿化
美化基本没有等情况较为严重。随
着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启动，公安

新村小区内的管网布局、道路硬
化、绿化亮化等基础设施方面得
以全面提升。

环境焕然一新的公安新村小
区，通过“党建引领+居民自治”
的模式，呈现出从过去“没人管”
到现在“全员干”的喜人场景，同
时，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让居
民真正享受到了通过共建共治共享
小区治理模式带来的“看得见、摸
得着”的品质和实惠。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袁鑫）

望江：

老旧小区换新颜 升级改造暖民心

“郝师傅，6 号机再运一车稻子
过去，1 号机和 2 号机马上也要加
了，注意安全！”9月 10日，走进怀
宁县腊树镇八一村谷物烘干厂烘干车
间，负责人查焰军正指挥着装载车辆
来来回回地将刚收割的稻谷投放到烘
干机里，随着机器“嗡嗡”的轰鸣
声，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查焰军是
八一村返乡创业大学生，因热心村级
公益事业被吸收进了民兵队伍。“红
色基因代代传，作为新时代民兵，我
们既要当训练标兵，又要当乡村振兴
排头兵。前几年我大学毕业一直想做

点事，正好国家倡导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我就回了家，一口气包了 2000
亩地，又办了这个烘干厂，带动 20
多名乡亲在我这就业，既圆了自己的
乡村振兴梦，又能帮助大家一起致
富，我挺开心的。”查焰军笑容满面
地说道。

近年来，怀宁县广大民兵发挥自
身优势，积极投身美丽乡村建设，以
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无论是田间
地头，还是加工车间，一个个“迷彩
绿”勇挑重担、不懈奋斗，成为推进
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奋力探索新

时代新民兵的新使命。
“叔，你这块模板没有放正，还

要往左去一点，排密实一点儿。”9月
10日下午，在怀宁县洪铺镇长安村荷
形组至虾形组一处小河道清淤整治现
场，身穿迷彩服的村干部、基干民兵
陈进，正在指挥工程队一边安装模
板，一边进行钢筋混凝土浇筑施工，
在他黝黑的脸上，眼神专注，神情严
肃。经过近2个月的持续努力，水毁
严重的荷形段河道已完成清淤护砌，
虾形段施工也逐渐接近尾声，为两个
村民组335人农业种植提供了有力的

水利保障。作为一名村干部、基干民
兵，今年27岁的的陈进原先从事室
内设计，在沈阳有着一份薪资不错的
工作，“因为村里缺人啊，村主任给
我打了电话。”就这样因为一通电
话，2020年4月，陈进毅然回村做了
后备干部，加入了民兵组织。回村
后的陈进全身心投入到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建设中，在防洪抢险、森
林防火、环境整治、产业发展、基
础设施建设等工作中，处处都有他
的忙碌而坚定的身影。

通讯员 檀志扬

“迷彩绿”争当乡村振兴生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