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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宿松县复兴镇老岸社区，生
动鲜活的文化墙独具特色，给乡
村增色添彩；在高屯社区，连片
的 瓜 蒌 、 葡 萄 基 地 里 春 耕 正 忙 ，
迸发着勃勃生机……近年来，复兴
镇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在村庄“美
丽”上做足文章，在产业发展上使足
力气，让村庄实现了从“面子”靓到

“里子”。
乡村道路整洁通畅，农家小院绿

树掩映，多彩墙绘生动有趣……4月
14日，走进老岸社区，只见村居干净
整洁，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扮靓了老岸社区的“面
子”，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指数。

“在我的印象中，以前整个村里
因环境差、产业少，大多数年轻人都
会选择外出打工赚钱养家，空巢老
人、留守儿童很多，村级集体经济也
很薄弱。”老岸社区党总支书记王学
清感慨地说，现在家乡的环境一年比

一年美，家门口的产业一年比一年
多，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就
业创业，曾经的“空心村”，成了年
轻人回乡创业的“沃土”。

近年来，复兴镇大力推进和美乡
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通过整
合美丽宜居自然村庄建设、农村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等项目，加大对村旁、
路旁、水旁、屋旁增绿插绿，着力打
造“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
合、协调、统一的功能型村镇，实现

“村内有绿地、院内有绿植、路渠有
绿荫”的村庄绿化格局，让村庄面貌
大为改观。

“现在真是大变样，垃圾少了，
一出门就能看见绿树鲜花、健身广
场，村子里一下子敞亮多了。”见证
了村庄整治前后的变化，老岸社区居
民李双萍感叹道，“我们看着心里舒
服，住着也舒坦多了。”

复兴镇不仅在美化村庄“面子”

上下功夫，更在培育产业“里子”上
费心思。

在高屯社区瓜蒌基地，工人们正
忙着机械点种，压盘、覆盘、放盘，随着
工人的一番操作，一盘撒播好瓜蒌种
子的托盘便制作完成了。

“为确保瓜蒌早种植、早丰收、早
收益，上个月我们就开始清除瓜蒌园
内的枯蔓、枯叶，重新加固棚架、固定
铁丝等，这个月开始育苗。”复兴镇瓜
蒌产业的致富带头人方明中说，通过
发展瓜蒌种植，公司不仅带动60多人
就业，还助力当地村集体经济收入增
加20多万元。

复兴镇围绕“瓜蒌产业建链补链
强链”，积极探索联村联创、抱团攻
坚的“党建+”乡村产业发展模式，在
高屯社区、王洲村建立起村级产业
联合党委，打造并逐步形成集瓜蒌种
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全产业链。目
前，全镇瓜蒌种植总面积达 2100 余

亩，年产值近1500万元，超130户农户
参与瓜蒌种植。

复兴镇立足资源禀赋，着力做
好“土特产”文章，以瓜蒌、龙腾葡萄
等特色产业为主攻方向，以“稻虾联
作”“稻鳖共养”等特色种养模式为
助攻方向，持续调整优化农业产业
结构，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各类
产业富民成效明显。目前，全镇共创
建家庭农场 160 家、农民合作社 113
家，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超 600
人；特色作物种植面积已突破 10 万
亩，其中葡萄 900 亩、瓜蒌 2100 余
亩、小麦 7.9 万亩，油菜、谷子、杂粮
杂豆等经济作物2万亩。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乡村振兴战
略目标，深挖本地特色资源，将绿色生
态与特色优势产业有机结合，让乡村
颜值越来越‘靓’，百姓生活越来越

‘甜’。”复兴镇党委书记陆克武表示。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龚金石

复兴乡村从“面子”美到“里子”

乡村颜值靓 百姓生活甜

本报讯 随着天气回暖，种粮大
户们抢抓农时，抓紧春耕生产，乡间田
野呈现出一派紧张忙碌的景象。

4月 14 日上午，来到怀宁县凉亭
乡双胡村妇建圩，伴随着机器的轰鸣
声，三台插秧机来回作业，抬升放盘、
下降插秧，在农机手的熟练操作下，
一板板绿油油的秧苗整齐、均匀地植
入泥土中，经过2个多小时的机械操
作，10多亩的秧田里就铺满了片片新
绿，生机盎然。

“从育秧、插秧到收割都采用机
械化，今年我种植再生稻 800 余亩，
加上第二茬，预计总亩产能达到1800
斤左右，产值在 140 万元。”站在泥泞

田埂上的种粮大户昝建国脸上满是
藏不住的喜悦。

今年51岁的昝建国，以前一直帮
人打工，由于勤劳苦干，很快便掌握了
农业生产经验和农机操作技术，同时
也积累了一定资金。2003年，他萌发了
发展现代科技农业种植的想法。说干
就干，他回村承包300亩土地进行水稻
和油菜种植。刚开始，每年春耕时都要
动用大量人力，播种时需要二三十个
人工一道下田干活，一家人起早带晚
不歇中累得不可开交，经常连饭都顾
不上吃。“老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从2015年以来，昝建国购买了旋
耕机、插秧机和收割机，从此就用机械

代替了人工，每次耕种省时省钱还高
效快捷。在他家中，旋耕机、插秧机、收
割机、打田机、无人机、等农机设备一
应俱全，价值达100余万，水稻种植早
就实现了机械化。

中午时分，忙个不停的昝建国和
他的帮手们望着刚刚机插的连片早
稻，脸上写满了笑意。他说，种田靠
技术提升，也得靠政府扶持。这些
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
产的政策举措，就是要让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是要让
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日子越过
越好。我种了 21 年的田，从刚开始流
转 300 亩到现在 2000 亩。现在政策

好，又有机械化，而且县乡农业技术
人员经常到田间地头送技术，我对
种粮很有信心。

从用人力到用机器、从靠经验
到靠科学、从一人干到带领大家一
起干……像昝建国一样的“新农人”正
逐渐成为推进粮食高产稳产的重要力
量。借着政策东风，广大种粮大户们凭
借自身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积极投身
到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实践中。说
到今后的打算，昝建国准备持续扩大
粮食种植面积，不断学习新技术、好方
法，和乡亲们一起在希望的田野里走
出一条乡村振兴路。

（通讯员 檀志扬 汪雯君）

种粮大户昝建国：多种粮 种好粮

本报讯 春日里的太湖县刘畈
乡，漫山青绿，茶园、竹园遍布山坡，
景色迷人。近年来，该乡依托丰富
的山场资源，大力发展绿色产业，让
郁郁葱葱的山林原野淌金流银，实
现“绿色颜值”和“金色产值”共赢。

一片绿水青山就是一个“绿色
银行”，一个特色产业发展就是一份
实实在在的收入。刘畈乡紧紧抓住
市场发展前景，通过推进“种田喂牛
牛粪还茶”的现代农业生态循环发
展模式，扎实打好小黄牛产业“生态
牌”。该乡境内有4家100头以上养
殖大户，独立饲养农户近200家，小
黄牛存栏达3300多头，带动固定劳
动就业近千人。该乡还立足各村实
际，差异化发展特色产业，已发展茶
园1.8万余亩、油茶2万余亩、大棚蔬
菜 100亩、水蜜桃500余亩，种植田
地1.36万亩，打造油菜+旅游示范片

1000余亩，形成了“村村有产业、村
村有特色”的发展格局。为扩大农
产品销售，该乡充分整合资源优势，
推动传统农业、特色产品、红色资源
等相融合，现已形成7个村级电商服
务站点，1个电商综合服务中心，年
销售农产品100余万元。

在抓绿色种养的同时，该乡还整
合各项帮扶资金，建成移民创业园和
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园，促进外出
务工村民就近返乡就业创业，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目前，农民工返乡
创业园已进驻农产品加工企业10余
家，年加工农产品100万斤，年生产
总值约2600万元，延伸了农业产业
链。今年，移民创业园将引进2家工
业企业，预计增加120余个就业岗位，
进一步拓宽了群众就业增收的渠道。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朱良飞）

太湖：

“绿色”产业造就“金色”生活

本报讯 4月12日，走进桐城市
文昌街道官桥村木耳种植基地，只
见地里摆满了木耳棒子，一朵朵肥
硕的黑木耳破袋而出，阳光下色如
墨玉、十分透亮，长势格外喜人。村
民们来回穿梭在菌棒行列之间，忙
着采摘、搬运、晾晒成熟的木耳，脸
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近年来，官桥村依托地理环境
优势，充分利用高山气候及优质水
源优势，把地栽黑木耳作为产业发
展对象。2023年官桥村流转撂荒地
20余亩用于地栽木耳生产，种植秋

季木耳4万棒，面积10余亩，2024年
又发展10余亩春季木耳种植，预计
2024年为官桥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增
收20万元，同时带动周边50名困难
农户就业。

随着地栽木耳试种的初步成
功，官桥村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设
施，在扩大黑木耳种植规模的同时，
及时填补技术指导、生产销售等各
个薄弱环节，推行基地化、规模化种
植，拓展壮大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民
增收的新路子。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胡震）

桐城：

小木耳开出乡村振兴“致富花”

本报讯 望江县杨湾村聚焦
辖区老年群体多元化需求，以“助
老、敬老、爱老”服务为工作重点，
常态化开展法律咨询、义诊、老年
助餐点等服务，全力托起老年群体

“满满的幸福”。
杨湾村是望江县血防站定点帮

扶村，该村现有老人1046人。因子女
常年在外打工，身体健康缺少关注。
望江县血防站充分发挥行业部门优
势，常态化组织健康义诊活动，提高
老年人健康服务水平。

“我年纪大了，出行不太方便，
县血防站的医生来村里给我免费量

血压、做体检，真是太好了！”4月15
日，杨湾村村民汪翠娥高兴地说。

“我们杨湾镇属于血吸虫病流
行区，普及血吸虫病防治知识很
重要。而且老年人也比较多，义诊
活动对老年人的健康保障起了很
好的作用。”杨湾村党总支书记舒
服说道。

自定点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望
江县血防站常态化组织医生深入乡
村开展健康帮扶义诊服务活动，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老年人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健康服务。

（通讯员 谢小兵）

望江：
健康帮扶托起幸福“夕阳红”

本报讯 4月8日，在安庆和平
（马庙）220千伏变电站110千伏送出
工程建设现场，国网安庆供电公司
施工人员对C6号基础浇筑、A16号
施工前场地平整。

安庆和平（马庙）220千伏变电
站110千伏送出工程是和平变110千
伏配套线路工程，全线新建36基杆
塔，路径总长约7.0千米，全线采用
两条双回路角钢塔、钢管杆混合架
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怀
宁县110千伏电网结构，缩短供电半
径，减轻220千伏独秀变供电压力，
极大缓解怀宁县综合经济技术开发
区、金拱镇以及马庙镇用电需求，提
高电网供电能力和安全性。

今年以来，该公司紧盯招商引资
重大项目、区域电网发展，针对重大
项目成立工作专班前置对接，深化工
程项目管理各环节深度管控，全力以
赴加速推进各项重点工程建设。

在安庆经开区福田雷萨有限

公司，从空中俯瞰，一排排蓝色的
光伏板整齐排列在厂房屋顶，在
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一支 30
多人的队伍正在如火如荼建设
中，主变压器附件、电气和接线箱
等安装作业同步进行，向着并网
发电加紧推进。

福田雷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 装 机 总 量 为 11 兆 瓦 ，共 安 装
36666块光伏板组件，采用“自发自
用、余电上网”运营模式，目前已完
成屋顶光伏组件安装，一次设备安
装，箱变就位工作，预计4月中旬完
成并网。项目建成后，将能够为企
业每年能节省能源损耗 150 多万
元，为助力安庆经开区加快绿色转
型提供可靠保障。

（通讯员 王文静 巴敏）

全力以赴 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4月13日上午，记者跟随桐城市双
港镇农业站与该镇双铺村工作人员来
到李美清家，只见她正在忙着给家畜
家禽喂食投料。今年51岁的李美清是
一位五保户，她自幼身体残疾，未曾出
嫁，与年迈的父母相依为命，平日里靠
种植兼养殖营生。

“去年我喂 3 头猪、养 105 只家
禽、种植2.1 亩山芋，政府部门共给予
产业奖补 5000 元，外加每月五保补
助740元，我一年有 16000元纯收入，
这在乡下一个人生活开销足够了。”
李美清告诉记者，她今年申报的项目
和去年一样。自 2017 年当地实施特
色种养业到户项目以来，李美清通
过发展家畜家禽养殖和山芋种植，
实现稳定脱贫。“那时，要不是镇村
干部鼓励我从事种养业，我真不知
道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我家种
的、养的都是特色农产品，不愁销
路。现在的日子越过越好，发展的劲

头更足了。”李美清笑着说。
“产业兴则乡村兴，乡村产业一头

连着农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乡村
振兴的动力后劲。只有抓好产业振兴
这个基础和引擎，才能推动乡村振兴
驶向‘快车道’。”桐城市农业农村局社
会事业促进科负责人江龙田介绍，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
村振兴，桐城市引导和扶持有劳动能
力、有发展意愿的脱贫户和防返贫监
测户自主发展特色种养业。

2023年该市发放产业到户项目发
展资金714余万元，全市5400余户脱
贫户和防返贫监测户共实施产业到户
项目6900余个，涉及发展茶园、瓜蒌种
植、蜜蜂养殖、农业务工等领域。该市
321家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还通过

“土地流转、订单收购、入股分红、劳务
用工”等方式，带动1600余户脱贫户发
展致富产业。

双港镇练潭村邓来顺也是特色种

养业到户项目的受益人。去年42岁的
邓来顺是防返贫监测户，他妻子因患
脑瘤医治无效去世，未成年的儿子还
在某技工学校读书，父子俩相依为
命。“我家去年养了3头猪、103只鸡，还
种了1.8亩山芋，共获得奖补4845元，
外加出售家畜家禽及农产品收入，我
和儿子基本生活无忧了。今年我继续
申报了和去年一样的项目！”邓来顺一
边忙着给家禽喂食，一边和记者攀谈，
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

近年来，桐城市以扶持脱贫对象
持续稳定增收，巩固产业脱贫成果，防
止返贫为着力点，精准扶持，以农业特
色产业提质为主线，立足资源优势，着
力推进农业特色产业园区建设，提升
园区带动水平，支持龙头企业、农民合
作社、能人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
营主体带动产业发展，支持脱贫户自
种自养发展农业特色产业。

2024年该市拟安排产业项目发展

资金500万元，为脱贫户和防返贫监测
户量身定制特色种养业增收计划，根
据他们的实际，因户施策、及时帮扶，
指导他们发展前景好、增收较稳定的
优质种养项目。

此外，按照“谁申报谁负责”“谁受
益谁负责”的原则和属地管理原则，项
目实施主体和奖补资金申报主体对项
目和申报内容真实性负责，村级对项
目和申报内容负审查责任，镇级负责
项目监管并验收、对验收结果负责。
该市不定期对各地实施的到户项目进
行指导，抽查各地实施的到户项目流
程是否规范、项目是否真实、群众是否
满意。禁止扶持对象代种寄养行为。
严禁虚假申报，虚报冒领。该市还对
农村产业发展政策执行和资金管理情
况开展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督
促整改，确保特色种养业到户项目奖
补资金直达他们的腰包。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孙传银

“量身打造”种养业“脱贫监测”稳增收

4月11日，桐城市龙眠街道黄燕
村的高山邮寄有机茶园内采茶农民
穿梭在茶垄间，熟练地采摘着嫩绿
的春茶。

近 年 来 ， 在 茶 叶 产 业 的 推 动
下，该村已种植茶叶 2500 余亩，户
均茶叶收入5万元，茶叶产业的发展
不仅增加了当地农户的收入，还为
当地的旅游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胡许建 摄

春茶采摘

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