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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巨石
山脚下，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收割
机徐徐向前，一茬茬稻穗在割台翻滚中被
源源不断地卷入，收获的稻谷倾泻而下，
装满一辆辆农用车……

宜秀区罗岭镇以种植水稻、油菜等传统
农作物为主，缺乏特色产业。为了改变农业
主产业结构单一的困局，2017年，该镇积极
盘活村级资金、资产、资源，流转1800多亩
土地与宇顺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
展特色红稻新品种研发项目，发展订单农
业，目前与公司合作的农户共有172户。

小红稻口感好，营养价值高，亩产收
益高，成为罗岭镇“土地生金”的新希
望。“种700亩小红稻比种700亩普通品种
水稻要增收18万元。”正是看准了小红稻
的广阔市场前景，汪晓永和儿子汪家顺成
为宇顺高科特色稻种植基地里第一批小红
稻种植大户之一。

2017年，宇顺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罗岭镇建立首个小红稻种植基地，推广
种植小红稻。2021年，该公司推广“一种
两收”再生稻栽培技术，使得小红稻亩产
量进一步提高。一般头季稻亩产 600 至
700公斤。

撒下“科技籽”，秋收“致富红”。这
些年，依托小红稻种植，宇顺高科种业实
现转型升级，成为安徽省首批育、繁、推
一体化种业企业。目前，该公司正在罗岭
镇全力推进特色红稻产业园建设，项目总
投资1.2亿元，一期占地59亩，建设特色
红稻种子加工基地及特色红米深加工厂
区。“同时我们将建设万吨级的粮食储备
库和10万吨级的大米加工车间，建成后的
基地将集种子培育、收购存储、加工、销
售于一体，实现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带
动当地更多农户家门口就业。”该公司生
产部负责人王旭东说。

该公司还与蒙牛、伊利、中国农科院等
食品企业、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开发花青素
提取、红米粉、红米片、红米苦荞片等新型
功能性健康食品生产，建立红米精深加工
研发基地，实现“科技创新+种粮一体化”产
业融合发展，其品牌特色健康米（红米）入
选全国“扶贫产品”，生产基地获批国家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国家生态农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红米的品牌越
叫越响，产业价值也越来越高，让小红稻种
植户实现更大收益。

“因水稻品种优良，镇里将发展健康生
态米种植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主导项
目，种植面积已由2017年的1000多亩增加
至今年的4000多亩。”罗岭镇相关负责人
说道，今年小红稻从8月下旬开始收割，预
计到 9 月下旬能全部收完，预计总产量
2500吨左右，产值800万左右。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宋欠）

本报讯 9月 15日上午，在宜秀区罗岭
镇凤溪社区的一块辣椒地里，几位务工村民
穿梭在过腰深的辣椒苗间，喜悦地采摘着辣
椒。辣椒苗上长满了火红的辣椒，点缀在绿
色的辣椒苗中，显得十分艳丽。在一连连

“啪啪啪”的声响中，村民们将成熟的辣椒
摘下，放进桶里，辣椒地里充满着丰收的喜
悦。

这阵子，赶上辣椒集中采摘，凤溪社区
今年69岁的居民龙小改每天都来采摘。她戴

着草帽、手套，穿着靴子，在地里摘起辣椒
来一点不输年轻人。

“这块的地都是我们的，现在村集体统
一种植辣椒，我们也有事做。从之前栽苗、
除草到现在采摘，我们是看着辣椒长起来
的，现在长得这么好，我们心里也很高兴。
每天把家里的事做好就来采摘，上午一袋、
下午一袋，一天能摘个八九十斤，赚个六七
十元。”龙小改说。

9月的罗岭镇，这样红绿相间的辣椒地
随处可见。2022年4月，罗岭镇成功入选国
家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在此基础上，罗
岭镇紧扣“镇有主导产业、村有特色产业、
户有增收项目”发展定位，依托三分山水三
分田，还有一分是庄园的天然优势，盘活闲
置土地资源，引进种植成本低、采摘周期
长、经济效益好的辣椒产业，先行先试在全
镇6个村居种植辣椒400亩，累计实现收益
240余万元，有力带动了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今年，罗岭镇聚焦解决辣椒产业一产不
强、二产不优、三产不活，党建引领产业振
兴整体示范效应不突显的问题，将辣椒产业
发展列为镇党委“书记项目”。全镇8个村居

同步推进，有效整合各类闲置土地资源共计
2100余亩，种植二荆条、小米辣、朝天椒等
多个辣椒品种，形成辣椒产业种植的区域
化、规模化、差异化布局，为产业兴镇、产
业强镇注入发展新动能。

“今年的辣椒是4月栽种的，从6月开
始采摘，可以采摘3至5茬，一直持续到11
月底。”罗岭镇乡村振兴工作站负责人严劲
文介绍，目前，本地辣椒主要销往贵州、重
庆、湖北、江浙沪等外省市，以及省内几个
城市和安庆周边地区。这些辣椒，今年预计
能为周边村民增收800万元，全镇8个村级
集体增收700万元。

凤溪社区有集体辣椒种植面积260亩，
目前正处在第二茬采摘期，每天有近20位务
工村民在辣椒地里采摘。为节约运输成本，
居委会今年购买了一辆小货车，社区干部每
天开车奔波在辣椒地和党群服务中心之间，
将辣椒分拣、打包之后装车，傍晚送到江南
大渡口镇的一家企业。

“现在一天大约要送1500斤过去，最多
时一天要送4000斤过去，企业还补贴油费，
部分辣椒就在本地零售了，农家乐、蔬菜市
场都需要，销售方面一点问题都没有。”凤

溪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谈双龙说。
为推动辣椒产业三产融合，延伸产业

链、提升附加值，今年，罗岭镇在罗岭社区
建设了一个辣椒烘干车间。烘干车间为一座
钢构厂房，内含大型烘干设备及冷库，8月
底正式建成运行。

罗岭社区党委副书记汪海龙介绍，全镇
8个村居的辣椒除作鲜椒出售外，都可以送
到这个烘干车间来烘干，这里一天可烘10吨
鲜椒，出干椒2至3吨。干椒容易储存，而
且市场价格远高于鲜椒。

在车间冷库里，摆放着已经烘干的、打
包好的3吨干椒。汪海龙说，加上其他村居
冷库里的，现在全镇有10多吨干椒存货。这
里储藏条件好，这些干椒可以根据市场行情
适时出售。

在姥山社区，一个由罗岭镇和本市一家
食品酿造企业共同建设的辣椒深加工基地即
将建设。基地规划占地10亩，包含发酵池、
冷链仓储、展厅等设施，基地建成后，罗岭
镇部分辣椒将在这里进行破碎、发酵，形成
半成品，再由企业进一步加工成辣椒酱，基
地预计明年上半年建成运行。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宋欠）

本报讯 9月14日，记者走进桐城市
范岗镇联合村，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稻
香，绿油油的水稻抽出健壮的稻穗，微风
拂过，稻浪翻滚，呈现出一片丰收在望的
兴旺景象。

“再过半个多月，这3200亩水稻就
会陆续开镰收割，今年水稻长势很好，预
计每亩产量达1500—1600斤。”联合村党
总支委员郑敏看着日渐圆润饱满的稻穗，
丰收的喜悦溢于 言表。今年，联合村
3200 亩 农 田通过集中托管，取
得了降 成本、增效益的成
效。

“相比农户自
种，托管节约了
耕种成本，平均

每亩生产成本减80
元；而且种植管理水平提

升，品种选择高产高效，带
动了产量和效益提高。”郑敏介

绍，全村土地集中托管，能带动
705户村民年增收20余万元、村集

体经济增收 16 万元，实现土地增
值、农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发展增速

的目标。

郑敏所说的“托管”是今年桐城市试
点实施的农业生产“大托管”。该市引导
农户将土地“委托”给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再由其将土地集中托管给企业生产经
营，村集体与企业形成“村企联结、风险
共担、利益共享”共同体；该市还引进安
徽农垦集团，在农业生产“大托管”、粮
食产业链延伸、富锌农业品牌打造等方面
开展合作。

今年年初，范岗镇通过多方调研考
察，遴选联合村作为开展“大托管”改革先
行村，集中托管3200亩土地，涉及26个村
民组，服务农户 705户。“大托管”是新鲜
事物，怎样让村民认可？范岗镇组织专业
人员前往村民家中，面对面帮他们算清收
益账，让他们深入了解“大托管”的好处，
同时通过与多个种植大户逐一沟通，最终
化解了种植大户的心结，“大托管”得以顺
利开展。

“我们精选了悠香优和57华占优质香
稻品种在联合村种植，聘请当地专业的农
机合作社提供耕、种、防、收等服务，并选
派两名经验丰富的农业技术人员驻村进
行生产管理。”安徽农垦集团（桐城）农业
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辉介绍，目前仓

库、烘干线和加工厂都已准备就绪，正在
申请注册商标，打造富锌米品牌。后期还
将建设粮食加工产业园，延长粮食产业
链，发展富锌食品精深加工，让稻米卖出

“好身价”。
“在水稻收割后，我们计划种植小

麦、油用萝卜和玉米。”王辉说，今年公
司与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开展稻茬小麦高
产示范项目，拟在联合村发展500亩扬麦
25 高产示范片，目标产量在 1000 斤每
亩；油用萝卜也是新引进的品种，每亩萝
卜籽产量在600斤左右，产量和产值均比
油菜高。王辉早已做好了下茬作物的种植
计划，他想通过丰富农作物种植品种来提
高土地产出率和亩均效益。

今年，联合村采取的是每亩向“托
管”公司收取 50 元管理费用的合作模
式。眼下，双方正在商议“5+2+3”合作
模式，村集体将土地托管给公司后，公司
雇佣当地的农户当网格员，负责田间管
理，村集体和职业农民参与分红，利润分
配按村集体20%、职业农民(网格管理员)
30%、公司50%的方式进行分成，届时村
集体的收益会大幅提升。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华璐）

本报讯 “秋风起，蟹脚肥。”金秋九
月，望江县华阳镇磨盘村江调圩的螃蟹迎来
丰收，养殖户彭玉高拎起沉甸甸的笼网，脸
上绽开灿烂的笑容。

“今年风调雨顺，螃蟹又大又肥，这只
有3两，这只3.5两。”彭玉高倒出笼网里的
螃蟹，随手抓出两只用手掂量一下就报出了
重量。箱子里，一只只螃蟹体型硕大，张牙
舞爪。“目前收获的全是母蟹，公蟹还比较

嫩，得等到 10月初。成熟的公蟹比这大很
多，一只得有半斤重。”

交谈间，彭玉高的手机响了起来，“现在
只有母蟹，130元一斤，量不多，你需要多
少？”9月以来，每天他都能接到订购螃蟹的
电话，“目前螃蟹刚刚上市，每天捕捞量仅
40余斤，客户得提前预订。”彭玉高介绍，
一般到了10月初是螃蟹收获的高峰期，每天
能捕捞 200 多斤，除了在自家的水产店销
售，还会通过快递发往全国各地，收获期一
直能持续到腊月。

今年60岁的彭玉高早些年在浙江绍兴经
商，后为照顾年迈的母亲回乡发展，进村当了
村干。他家所在的磨盘村江调圩紧靠长江，地
势低洼，每到汛期外溢内涝，十年九灾，农民种

植黄豆总是欠收。“地势低洼，正适合发展水产
养殖。”2017年，彭玉高先行先试，联系在江苏
高淳从事螃蟹养殖的朋友，在江调圩租了210
亩低洼地，掘地垒埂做池塘养起了螃蟹。2019
年，长江水位偏低，池塘干涸，朋友在遭受损失
后撤出；2020年，受洪涝灾害影响，蟹塘被淹，
损失达100多万元。虽连年受损，但彭玉高仍
在坚持，他得在江调圩闯出一条致富路。他将
蟹塘缩减至110亩，每年正月里购进10万只蟹
苗，细心养殖。数年坚守，如今他已成为远近
闻名的养蟹能手，他养出的母蟹重4.5两，公蟹
能达到7两，一只最高卖200元。6年的摸索
也让他有了一肚子的“养蟹经”。

“你看，这塘里的水是不是很清？夏天高
温时，水也不会变绿，因为我引的是长江水，隔

几天就会换一次水。”彭玉高自豪地介绍着他
设计蟹塘的“巧思”，他在蟹塘四周种上了水
稻，稻田与蟹塘间挖有一条沟渠，他用泵抽来
长江水，通过南边的稻田进入蟹塘，再定期将
蟹塘内富含营养的水排入沟渠，灌溉稻田。“螃
蟹的排泄物为水稻提供了很好的肥料，让每亩
水稻增产200斤，亩产达1600斤。”记者注意
到，蟹塘边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折弯了腰，
呈现出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你再看这水草，是不是很丰茂？俗话
说‘蟹大小，看水草’，要想把螃蟹养好，得
先把水草养好。”养水草彭玉高也有“秘
诀”，在放苗前，他先在蟹塘里种上了伊乐
藻，为螃蟹栖息、蜕壳提供良好的隐秘场
所；此外，他还种了螃蟹喜欢吃的苦草，苦

草耐高温、不臭水，还能作为螃蟹的“零
食”。现在一到晚上，螃蟹就会爬上水草，他
撑着小船直接在水草上捡螃蟹。

公蟹母蟹分塘养殖；喂养螃蟹“荤素搭
配”，既喂食螺蛳、海鱼，又喂食玉米等；蟹
塘里还混养了青虾、桂鱼等，以清除饲料残
渣控制浮游生物生长，调节水质……通过钻
研，彭玉高总结出了很多螃蟹养殖的“小妙
招”，2021年以来螃蟹连年丰收，“今年预计
能收获螃蟹3万余斤，收益100多万元。”

生态养蟹，让江调圩从农业的“低洼
地”变成了生态“聚宝盆”。彭玉高毫不吝啬
地分享着他的“养蟹经”，他也希望能带动更
多农户通过养殖螃蟹走上致富路。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李曙斌）

本报讯 秋意渐浓，在岳西县主簿
镇，一幅幅茭白丰收图景随处可见——
田间地头，单季茭白收获已进入尾声，
双季茭白正在采收中；机械化厂房内，
联合制料机将茭白秸秆碾碎、拌料、加
扩繁菌，然后自动打捆制成圆柱形青贮
包，通过发酵成为动物饲料……随着农
业机械在当地茭白种植中广泛应用，不
仅节约成本，还增产提质，有效提升了
茭白的产量和品质。

2023年，主簿镇茭白种植面积达到
7800亩，其中单季茭白种植面积约6000
亩，亩产 3000 斤；双季茭白种植面积
1000余亩，亩产达5000斤。“今年，单季
茭白的平均价格在1.5元左右，双季茭白
价格更高达到2.5元。我们合作社有会员
212户，1个6口之家有6亩田，仅茭白一
项毛收入便超过2.5万元。还有一些社员
有10多亩田地，收入就更高了。”主簿镇

余畈村茭白种植大户、岳西县原生态果茶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艳华介绍，茭白成为
当地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然而每到秋季
和来年春耕时期，茭白秸秆也让农民们犯
了难。

茭白植株茎干直立，高约2米，但可
食用部分仅约20厘米，为接近根部白色
像嫩藕又像笋的茎。王艳华说：“因为可
食用部分很少，而茭白植株又相当高，1
亩单季茭白能够留下3000斤的秸秆，如
果是双季茭白留下的秸秆会更多。茭白丰
产背后，如何处理大量的秸秆，一直是个
令人头疼的难题。”

“在联合制料机没有投入使用以前，
茭白秸秆要么直接在田间地头焚烧，要么
被机械还田，任由其在土壤里逐渐腐
烂。”王艳华说，秸秆焚烧污染环境，而
机械还田虽然相对来说更加环保，但病虫
害问题却得不到解决。“茭白的病虫害比

较多，通过秸秆还田，虫卵等还是存在于
土壤中，来年种植的茭白也会受到侵害。”

如何处理茭白秸秆成为时时萦绕在王
艳华心头挥之不去的问题。2017年王艳华
参加安徽省循环经济研究院调研座谈时，
道出了这一烦心事。“当时循研院负责人
了解情况后，从发展多功能大循环农业角
度出发，提出了运用微生物技术破解的思
路，并帮助我与灵璧县李雷等专家对
接。”王艳华说，李雷联合宿州学院3名
博士展开攻关，历时近4年，终于实现将
茭白秸秆在内的多种农作物秸秆转化为可
供牛羊食用的发酵饲料。

2020年，王艳华投资135万元，建设
1200平方米的厂房、1700平方米的生产场
地，购买秸秆加工机械，应用转化技术。
2022年，茭白秸秆机械化粉碎打捆青贮
饲料技术在岳西县得到全面推广。仅
2022年，利用茭白秸秆机械化粉碎打捆
青贮饲料技术他的工厂便生产了1670吨饲
料，“一吨饲料价格380元，今年政府每
吨还补助60元钱。”王艳华说，除去秸秆
收购等成本，饲料每吨净利润40元。虽
然公司盈利甚微，但为本地群众带来了一
定的收益，并解决了秸秆综合利用难题，
社会效益明显。

在主簿镇，不仅茭白秸秆通过技术转
化实现循环经济，每年春耕，通过翻蔸灭
茬机械化也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没有实现翻蔸灭茬机械化之前，
因为耗费的人力成本大，茭白种到田里要
管三四年，但茭白植株会不断地发生劣
变，第一年大概是5%，到了第三年劣变
达到30%至50%，整个田的茭白产量就会
下降一半以上。有了翻蔸灭茬机，省时省
力，茭白可以一年种植一次，劣变也得到
了很好控制。”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梁月升）

农业机械化 茭茭 出致富新答卷

9月15日，在王艳华的工厂内，联合制料机正在加工茭白饲料。通讯员 彭晓峰 摄

本报讯 金秋九月，桂馥稻香。记者
走近桐城市孔城镇双河村水稻新品种示范
基地，微风拂过，稻浪翻滚，稻香沁人。
中国水稻研究所在桐城市示范种植的四个
超级稻新品种迎来丰收季，远远望去一片
金黄，水稻长势十分喜人，正等待收获。

俗话说“秧好一半禾，苗好七分
收”。桐城市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提高
秧苗质量和育秧效率，超级稻、再生稻助
力水稻增产，农民增收。

今年，中国水稻研究所在孔城镇双河
村试种了四个优质高产绿色水稻新品种。
目前这些新品种水稻已经进入蜡熟期，10
月中旬就要收割。桐城市孔城镇水稻新品
种示范基地负责人丁俊贵每天都要接待来
自各地的种粮大户，介绍新品种水稻性状
指标和栽培管理技术要点。

“这些品种落色好，穗子紧密性也
好，结实率高，剑叶也挺拔，呈现了一种
丰收的景象。我们进行理论测产，高产的
能达到936.9公斤，最低的产量也能达到
835.4公斤，达到了预期目的。”丁俊贵笑
容满面地说道。

今年，根据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桐城试验站2023年试验示范设计和安
排，孔城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组织实施优质
高产水稻品种嘉禾优5号、华中优9367、
华浙优210、华两优2号四个品种绿色高
质高效栽培技术攻关示范，示范面积200
亩。丁俊贵告诉记者，该示范片重点推广
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水稻“三控”施
肥技术、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水稻绿

色防控技术等粮食栽培技术，力争明年亩
产达1000公斤以上。

王书启是孔城镇众多水稻种植大户之
一，除了负责试验田的种植管护，今年自
己还种了500亩水稻。“这200亩试验田相
比以前，每亩水稻可增产100斤左右，每
亩增收280元。我明年要继续采用超级稻
新品种，扩大种植面积。”王书启说。

“示范片从5月9日育秧，6月5日机
插秧以来，稻谷长势良好，田间无倒伏现
象，病虫害发生程度也比较轻。省农科
院、市农科所专家多次到田间指导。”丁俊
贵说,明年基地将继续种植超级稻新品种，
并辐射推广周边区域，助力粮食丰产丰收。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南方
省份发展多熟制粮食生产，鼓励有条件的
地方发展再生稻。

种一次，收两季！亩产高，再加上政
策性补贴，再生稻很是受到农户青睐。在
桐城市范岗镇挂镇村一望无垠的田野里，
第二茬再生稻已经开始抽穗，预计11月份
可以进行收割。今年，桐城市许多种粮大
户普遍增加了再生稻种植面积，提高粮食
产量和自身的收益。

为优化粮食种植结构，桐城市范岗镇
挂镇村通过大户连片承包，实施土地流
转，切实解决农村耕地“分散碎片化”问
题，降低种植大户生产成本，提高土地利
用效益。同时该村积极邀请农业技术专家
深入田间地头，为种植大户提供技术指
导，解决疑难杂症，做好“把脉问诊”。

“再生稻的优势主要是成本低，因为

第二季不用打田、育秧、插田、撒药，肥
料也只有头季的二三成，成本算下来每亩
低了四五百元。今年是我种植再生稻的第
6年了，种植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产量
相比往年有所提高。一亩地能产1900斤左
右。这260多亩稻田产量估计能有50万
斤。”挂镇村种植大户官申祥说道。

再生稻有生育期短、降本省工、节水
省肥、收益较高等优点。再生稻第二茬直
接从稻桩上发苗，不用从种子阶段重新生
长，生长发育所需时间更少，能规避部分
农业气象灾害，此外也减少了化肥、农药
施用量，种植成本降低。同时，因为再生
稻第二茬不需要重新播种，也减少了买种
子、翻耕田地、育秧插秧等流程所需要的
人工成本。

近年来，桐城市因地制宜，推广超级
稻新品种，开展“一种两收”再生栽培模
式，打造一批高产典型，实现良田、良
种、良法、良机、良制配套，将育种试验
田产量转化为农户大面积产量，辐射带动
大面积均衡增产，取得较好的经济、社会
效益。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桐城试验站
站长、研究员汪向东向记者介绍，“下一
步将不断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联系对
接，开展与种业企业、米业企业的战略合
作，充分挖掘超级稻新品种的优良特性和
生产潜力，培植‘富锌稻米’品牌， 为
安徽建设‘千亿斤江淮粮仓’作出更大贡
献。”

（全媒体记者 许娟 通讯员 吴春
富 华璐）

本报讯 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
绿叶掩映下，岳西县古坊乡上坊村猕猴桃
基地里，挂果的猕猴桃树嫩绿蓬勃，分外
显眼，果园一派盎然生机，一个个毛茸茸
的猕猴桃沉甸甸地挂满枝头，散发着诱人
的清香，挂满枝头的猕猴桃在阳光下看着
甚是喜人。

“我们古坊乡地处皖鄂边界，平均海拔
600米，气候温凉，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土
壤深厚肥沃，十分适宜猕猴桃生长。”9月17
日上午，谈到猕猴桃时，古坊乡上坊村猕猴
桃基地负责人徐朝阳打开了话匣子。

自2014年起，徐朝阳就开始试种红心
猕猴桃，经历过溃疡病，感受过挫折。经

过不断学习和探索，如今他的猕猴桃基地
面积已经达到200余亩。现在基地里有红
心、黄心等各种品种猕猴桃，采摘期也延
长至11月份，每年采摘季吸引大量游客前
来观光采摘。“预计今年的猕猴桃亩产能
够达到5000余斤，收益预计可达100多万
元。”徐朝阳说。

采访期间，徐朝阳的电话不断地响起，
有商贩来电订货，还有微信朋友圈的回头
客催着送货上门。匆忙的脚步、响亮的声
音、上扬的嘴角……还有他在敲手机和摘
果子之间来回切换的手指，都在传达着丰
收的忙碌和喜悦。

这个收获季，在这个正在打造数字直

播小镇的深山小乡里，在猕猴桃基地忙碌
的，不只是果农。

“各位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猕猴
桃，我们的猕猴桃基地海拔较高，因此口
味甜美，我们所有的果树都是绿色防控，
不施农药，结出的果实有机绿色健康，大
家可以放心购买，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客
服，感谢大家的支持。”17日一整天，古坊
乡本土网红刘丹都穿梭在猕猴桃基地里，
不断向直播间的网友介绍着古坊的红心
猕猴桃。

今年以来，古坊乡充分发挥安徽乐华
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进驻优势，大力培
养本土网红，创建专业直播团队，该乡本
土网红已有7位，部分网红粉丝已过万。

“今年自猕猴桃成熟以来，我们每天都会
通过直播间销售我们的猕猴桃，去年一年
总的销售量超过千斤，今年肯定能超过去
年。”刘丹说。

种植一片猕猴桃，发展一个产业，富
裕一方百姓。猕猴桃摇身一变，成为“致
富果”。“小小的猕猴桃也有大大的动能，
它为群众持续增收致富提供了坚强有力
的保障，既给村民带去了就业机会，同时
也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发展。”古坊乡党委
书记王松林说，除了夯实产业基础，在网
络发达的今天，该乡将坚持抢抓数字经济
机遇，打响文体之乡特色品牌，建设数字
直播小镇，推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让
农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
更多年轻人留在农村。”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余敏）

直播小镇： 香自有宾客来

古坊乡本土网红刘丹正在直播销售猕猴桃。通讯员 冯润青 摄

优质新品种让丰收有

火辣辣的辣椒映出日子 红红

农业“大托管” 托出好 丰丰 景

农业“低洼地”变成水产聚 宝宝 盆

99月月1010日日，，飞驰的动车驶过桐城市孔城镇泛黄的稻田飞驰的动车驶过桐城市孔城镇泛黄的稻田，，构成一幅丰收在望的美丽画卷构成一幅丰收在望的美丽画卷。。眼下眼下，，孔城镇孔城镇4700047000亩中稻渐亩中稻渐
黄黄，，田园里黄绿相间田园里黄绿相间、、色彩斑斓色彩斑斓，，一派迷人的乡村丰收美景一派迷人的乡村丰收美景。。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储永志 通讯员通讯员 张令舟张令舟 摄摄

编者按编者按
人间最美是秋色人间最美是秋色，，最美秋色是丰收最美秋色是丰收。。99月月2323日日，，农历秋分节气农历秋分节气，，将迎来将迎来20232023年中国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农民丰收节。。为迎接丰收节为迎接丰收节，，本报推出丰收节跨版专题报道本报推出丰收节跨版专题报道，，组织多路记者组织多路记者，，走进广大走进广大
农村地区农村地区。。喜看稻菽千重浪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遍地英雄下夕烟。。展现出新时代更高水平农业大市的丰收展现出新时代更高水平农业大市的丰收
成果成果，，展示出农业农村现代化美好前景展示出农业农村现代化美好前景。。

罗岭镇花元村村民在辣椒种植基地采收红辣椒。全媒体记者 江胜 摄

“科技籽”带来秋收致 富富 红

稻稻

果果

庆丰收，促和美——中国农民丰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