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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在宜秀区罗岭镇凤溪社
区阳光雨露生态园，工人们正忙着将刚
挖出来的爱媛58号柑橘苗装上大货
车，这车果苗即将被发往云南。在安
庆，本地企业不仅让新品种柑橘在当地
扎下了根，还将培育的新品种柑橘、大
秋甜柿等精品果苗卖到了全国各地。

“13.8米的半挂货车，今天要发两
车柑橘苗到云南，还有线上订购的500
单柑橘苗、柑橘嫁接枝条要通过快递
发走。”该生态园负责人张斗义介绍，
秋冬时节，柑橘成熟，果苗也进入了俏
销期，每天都有来自全国的客户前来
基地考察、订购柑橘苗。

在张斗义的办公桌上，摆着大大
小小几十个品种的柑橘，每个柑橘上
都标了号，大小不一，颜色各异，小的
仅二三两重，大的有一两斤重，有的果
皮是绿色，有的是橙红色。“这只是我

们的部分品种，在我们的母本园里，有
170多个品种的柑橘，今年大部分都已
挂果，到明年全部都能挂果。”张斗义
说，趁着柑橘挂果，客户们纷纷前来查
看果型、品尝口感。在大棚里，前些年
种植的“红美人”柑橘已经进入盛果
期，一棵棵果树上硕果累累，压弯了枝
头。游客们穿梭在橘林里，正享受着
采摘的乐趣。

“红美人”是橘橙杂交类品种，皮
薄肉多、入口即化，一斤能卖20元左
右，是柑橘中的“贵族”。张斗义是安
庆第一个引进“红美人”的种植户。

2014年，张斗义到罗岭镇流转土
地，打造水果采摘园。起初，他种了6
个品种的桃子、5个品种的葡萄和20
多种热带水果。当年冬天，热带水果
遭遇冻害，试种失败。后来，桃子和葡
萄等水果也因市场同质竞争激烈、管
理难度大等，收益甚微。

“2016 年，我们决定主打高端市
场，避开本地市场已有的水果品种，引
进‘红美人’柑橘进行试种。”张斗义经

过市场调研得知，“红美人”柑橘进入
丰产期后，每棵树能结50多斤果，一亩
能产果 7000 多斤，每斤最高能卖 20
元，收益喜人。当年，他便从浙江引进

“红美人”柑橘苗，试种了10亩。第二
年他又扩种了100多亩，但在2018年，
大棚被雪灾压塌，果树损失惨重。

大棚受灾，积压的果苗无地可种，
张斗义只得先在网上将果苗卖掉。他
发现卖果苗比卖果子更挣钱，于是，他
开始尝试自己培育柑橘苗。他遍访市
场，引进了100多个爱媛和“红美人”系
列的柑橘品种，建立母本园，每年从中
优中选优，培育柑橘新品种。“在安庆
种爱媛和‘红美人’柑橘最怕冻，我们
选育出了早熟品种，最早的8月底就能
成熟。”如今，他已发展了3000亩育苗
和果树种植基地，通过线上直播、线下
跑柑橘产地，每年能卖出200余万株果
苗和柑橘枝条，果苗俏销四川、云南、
重庆等地。

在安庆，有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开
始尝试种植“红美人”柑橘。2021年，

杨桥镇余湾村一家农家乐的经营户谢
秀珍从张斗义处买了“红美人”柑橘枝
条，将家里的老橘树进行高接换种，今
年“红美人”柑橘开始挂果，每斤采摘
价30元，颇受游客欢迎。

张斗义还在大龙山镇新新社区流
转了1300多亩荒山，尝试露天种植“红
美人”柑橘，但先后遭遇冻害和干旱，
成活率不高。于是，他又有了寻找耐
旱、抗冻的落叶果树品种的想法。

“我们找到了大秋甜柿，它耐旱、
抗寒，口感脆甜，从树上摘下就能吃，
一般在国庆节成熟，市场收购价20元/
斤。”张斗义从日本引进了大秋甜柿母
本树，目前已经培育出100万株树苗。
他在自家基地种植的27000千株大秋
甜柿树，今年已开始挂果。今年，他培
育的大秋甜柿树还入选了安庆市“摇
钱树”工程。眼下，他又开始培育香梨
新品种，今年已培育出15万株果苗，明
年就能开始销售。通过卖水果和果
苗，公司年产值达8000余万元。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从卖水果到卖果树

安庆果树苗俏销四方

本报讯 望江县长岭镇太白村仲
书屋自然村结合和美乡村建设，建成
了富有内涵特色的村史馆，用实物展
出的方式留住乡音乡愁，村史馆成为
了当地百姓日常休闲、陶冶情操的好
去处。

“这里存放着不少宝贝，像农耕用
具、缝纫机、压水井……每一件老物件
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像这个石磙，过
去我们就用它把小麦、稻子脱粒……”
11月 16日，在长岭镇太白村仲书屋中
心村村史馆内，村党总支副书记虞玉
华介绍道。

仲书屋为太白村村部所在地，为
2022年全镇3个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
范村之一，结合和美乡村省级中心村建

设，该村将仲书屋一旧民房改造成村史
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展览教育阵地。

在村史馆建设过程中，太白村“两
委”找村中乡贤、老人，翻历史、找族
谱，广泛征集历史文化典籍和其他各
种资料，打造充满怀旧气息和历史人
文的村史馆。“村上修建村史馆时，发
动村民建言献策，馆内需要物件陈设，
大家自愿捐献，如纺线车、织布机、自
行车、缝纫机、铁锯、稻箩、木火桶、石
磨，还有一些坛坛罐罐等。短短几天，
几十件老物件就整齐陈列在村史馆
内。”虞玉华说。

太白村“两委”班子还通过召开支
部会、“板凳会”、入户走访等形式，发
动党员群众，挖掘本地历史故事和人

文内涵，在多方收集过去的生活用品、
家具实物的同时，邀请村民参加村史
馆的筹建，让捐赠者有一种荣誉感，很
多村民以捐赠实物为荣，都把建设村
史馆当作自己的家事来做。

“馆内收藏的农村生产生活用具，
有的已有四五十年的历史，有的已超
过百年，大到缝纫机、自行车，小到木
盆、木桶、坛坛罐罐，详细记录了这里
生产生活的演变，记录了太白村‘昨
天’的贫困艰辛变成‘今天’美好生活
的历史进程。”虞玉华说。

自村史馆建成以来，村民们时常
前来参观，仲书屋村民理事会会长虞
华东细细品味几十年来乡村生活的新
旧变迁，说道：“走进村史馆，感受到了

现在好日子的来之不易，更坚定了我
为自己家乡奋斗的决心。”

太白村村史馆让村民们感受到了
代代相传的村风民风，乡土、乡情、乡
愁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文化符号。“一
个村史馆，也是一部村庄的奋斗史。”
太白村党总支书记江运全说，建设村
史馆的初衷是希望村民们能了解村情
村史，激发大家热爱家乡、建设美好家
园的热情。下一步，村“两委”将进一
步加大建好村史馆的力度，按照村民
意愿不断更新内容，让村史馆发挥出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的重要
作用，赓续乡村文脉，造福农民群众。

（通讯员 檀春红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

长岭镇：村史馆里看乡村之变

本报讯 “控制好身体重心，胆大
心细，要同手同脚，入等电位的时候动
作要快……”在安庆500千伏高压带电
作业现场，49米的高空上，单德森身着
厚厚的屏蔽服，包裹得像一个“肉粽”，
连续作业两个小时后，他才回到地面。

单德森是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
司安庆供电公司的一名基层职工。他
善钻研、敢创新，带领团队破解一个个
难题，凭借无惧挑战的底色，单德森成
为安庆地区乃至安徽省首屈一指的带
电作业专家，20多年爬铁塔的总高度
累计超过40万米。

近日，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发布了《第十四届全省高技能人
才评选表彰评审结果公示》，国网安庆
供电公司输电带电作业班班长、高级

技师、高级工程师单德森同志荣获安
徽省“江淮杰出工匠”荣誉称号。

国网安庆供电公司输电中心6楼
一间200多平方的“单德森工作室”，自
2013年落成以来，一直是单德森的业
务研究基地。安庆地区共有35千伏以
上线路6564千米、杆塔25210基，换句
话说，只要这些设备出现缺陷隐患，

“单德森工作室”就得管。
多年一线经历，最让单德森苦恼

的问题就是绝缘子型号与检修工器具
不配套，导致无法准确快速完成检修
任务。一套卡具只能更换一套绝缘
子，很不经济。能不能将固定的内槽
换成活动的，让卡具能通用？有了工
作室，单德森立即带领班组成员研发
出了一款通用式卡具，这项研究成果

曾获中国水利电力质量管理协会评选
一等奖，其所在小组也被授予“全国电
力行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用经验开拓未来，用科研解决难
题。他和成员借用计算机与摄像机的
强大功能，研发出输电线路故障辅助查
询系统，解决困扰多代线路人的难题；
研发带电更换直线绝缘子串工具，大大
降低作业中的风险系数；发明手持式遥
控复合绝缘子憎水性测试装置，为输电
线路状态检修提供可靠依据……

自单德森工作室成立以来，先后
已有12项创新项目获得国网安徽省电
力有限公司群众性创新奖，15项科研
成果获得国家专利，每年为企业降低
成本100多万元。单德森劳模工作室
先后获得“安徽省劳模创新工作室”

“全国工人先锋号”等荣誉称号。
20多年来，从输电线路运维到进

入检修班，再到如今的带电班，单德森
始终奋战在输电线路一线，暴雪、冰
冻、洪水肆虐后的电网修复，奥运、世
博保电等重大任务，哪里最危险、哪里
最需要，哪里就有单德森的身影。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单德森在
无数的汗水中淬炼成钢，书写了属于
自己的精彩篇章，他更像一面旗帜，指
引着新时代青年在新征程上奋斗不
息、拼搏不止。（通讯员 李茜 张俊）

江淮杰出工匠单德森一举拿下15项国家专利

铁塔上的“排头兵”电网上的创客能手

怀宁县小市镇以庭院的“小美”
聚合乡村的“大美”，为和美乡村提档
升级、惠民富民添砖加瓦。

近年来，怀宁县扎实推进“美丽
庭院”创建工作，引导全县家庭以科
学文明和谐的价值理念提升家庭精
神追求，一大批“美丽庭院”成了农村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书写出乡村美、
庭院美、人更美的和谐诗篇。

檀志扬 张文燕 摄

美丽庭院

扮靓和美乡村

本报讯 今年来，怀宁经开区
通过外抓项目招引，内抓企业服
务，多措并举推动园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1-9月份，园区实现规上
工 业 总 产 值 124.87 亿 元 ， 税 收
12.43亿元。

今年以来，怀宁经开区赴江苏、
深圳、浙江等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80余次，拜访企业200余家次。新
签约项目36个，总投资138.91亿元，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34个，跟踪在谈
的亿元以上项目52个。

该经开区积极推进“一区两园”
建设，实现新增工业用地 3634亩。
同时，在按“标准地”模式新供土地
1408.21亩的同时，积极开展低效用
地清理，已完成34家1197.82亩低效
用地处置。

怀宁经开区全面推行“项目代
办”制度，从项目审批到规划申请、
建设验收、政策支持等各方面为企
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帮助企业
解决发展问题80余个，兑现政策奖
补资金 1.12 亿元，为企业解决用工
3800余人。今年以来，投资30亿元
的相成科技年产300万套新能源汽
车电池热管理系统及配套部件项
目、投资20亿元的碳一钠电年产5
万吨钠电负极材料及关联项目、投
资 15.4亿元的同华汽车年产500万
件汽车泵及智能装备制造项目等34
个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总投资20亿
元的思明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项目等
40个项目已经顺利投产。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张瑞）

怀宁：“多措并举”
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初冬时节，桐城市大
关镇麻山村大成油茶种植专业合作
社2000多亩油茶种植基地里，绽放
的油茶花如朵朵白云漫山遍野，粉
白的花丛间蜂舞嘤嘤，暗香阵阵，呈
现一派喜人景象。

油茶是山茶科山茶属常绿小乔
木或灌木，与油橄榄、油棕、椰子并
称世界四大木本油料植物，被称为
农民致富的“摇钱树”。油茶花开一
年后挂果，花果同期，这里的油茶籽
采摘进入收尾阶段，正在晾晒、分
拣；而竞相怒放的油茶花，团团簇簇
千层景，预示明年将是一个丰收年。

“一棵丰产期的油茶树，精心管
理，一年能采三五十斤油茶籽，出茶
油四五斤。百岭这片油茶基地，明
年有望采收油茶籽七八万斤。”合作

社负责人王大存满怀希望地说。
在该镇龙头村新晟园林公司油

茶种植基地，油茶花同样漫山漫坡，
几位农民戴着草帽，隐在一米多高
的茶林里采摘油茶籽。“像这样的油
茶籽，一个人一天能摘二三百斤。”
一位老大爷捧起新摘的油茶籽，脸
上绽开了欣喜的笑容。

近年来，桐城市大关镇围绕产业
振兴目标，大力发展油茶产业，引导
龙头企业以“合作社+基地+农户”模
式，吸纳农户就近就业，带动农户种
植油茶。目前该镇油茶种植面积
6700亩，年产油茶籽150万斤，产值
410万元，为推动当地乡村产业振兴、
助力农民致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讯员 疏泽民 全媒体记
者 查灿华）

桐城：油茶花开千层景
金果银花富山村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宿松县北
浴乡积极实施村级公益事业“一事
一议”财政奖补项目，重点围绕农村
道路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整治
等方面，全面改善乡域群众生产、生
活条件。

走进北浴乡滑石村锅川人居环
境整治点，石裂寨景点坐落于此，只
见易塌方路边新砌了长40米、高2
米的石摆，以及长60米、高2米的挡
土墙，在挡土墙上，因地制宜制作了
文化墙，安装了路沿石，路边还种上
了花。同时，这里建设了400平方米
的群众活动场所、5杆路灯，硬化了2
处停车场。通过这些措施，村庄环
境得到明显改善，也进一步方便了

来此观光旅游的游客。
“以前这条路还是颠簸的土路，

一遇到下雨天或者在夜间走路都不
安全，今年村里在这里实施‘一事一
议’财政奖补项目，老百姓的积极性
非常高，工程实施顺利，在10月中旬
已经全部完成。”滑石村支部委员沈
加贵说。

今年北浴乡还在罗汉山、廖河、
四吉等村实施了农村公益事业财政
奖补项目，投入项目资金总额60多
万元。目前，滑石村项目已经完成
乡级初验，其他3个村的项目也正在
进行乡级验收。

（通讯员 虞太文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宿松：

“一事一议”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杨湾
镇将法治文化阵地作为扩大法治文
化覆盖面的有效载体，不断创新形
式、拓宽领域、丰富内容，打造“家门
口”的法治文化阵地。

11月初，杨湾镇法治公园正式落
成，这个位于曾墩新农省级中心村
内的全新公园，不仅是村民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更是一个重要的法律
知识普及平台。曾墩村党总支书记
李芳霞表示：“法治公园的建立，能
让更多的村民了解法律，尊重法律，
遵守法律。”

杨湾镇曾墩村法治公园占地面
积约500余平，公园内不仅设有众多
普法宣传栏，还有反电信诈骗、禁

毒、双提升、反邪教、法治信访、道路
交通安全等多个法治宣传栏。

“我们吃完晚饭就来这边走一
走，在散步的同时，也能学习法治知
识，预防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骗局。”说
起村里新建的法治文化公园，家住曾
墩的周阿姨竖起大拇指说道。在杨
湾镇，一方清幽的法治公园已成为附
近村民茶余饭后休闲的好去处。

2023年以来，杨湾镇共打造法
治公园、法治广场、法制长廊等普法
阵地10余处，开展“送法进村入户”
普法活动25余场次，提供咨询服务
950人次，调解纠纷26件，群众尊法
学法用法质效得到明显提高。
（通讯员 李思贤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望江：

打造家门口的普法新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