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旁的苔藓本不显眼，但在太湖
县大石乡卓铺村，小小苔藓却从各家
各户走出去，走上了绿植景观市场的
大台面。近年来，卓铺村立足自然资
源优势，积极开发培育苔藓特色产
业，开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振兴
新路子，小小苔藓已经成为村民致富
的“绿色银行”。

近日天气晴好之时，在大石乡卓
铺村，一进村就可以看到家家户户都
在门前屋后晒着苔藓。当地60余户村
民自主发展苔藓产业，已有十余年
了，随着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市场
性能要求越来越高，村民开始尝试自
主培育。

“现在基本上把一部分苔藓的生产
规律已经搞得差不多了，我不断请教一

些园艺师，还有农大教授帮助我们辅
导，然后通过自己不断摸索，现在苔藓
养的还是蛮成功，在市场上口碑比较
好。”某苔藓种植场负责人的蔡情桂说
道。蔡情桂是当地村民，之前一直在外
务工，2012年回乡创业，在经历了几年
的野采之后，开始试水自主培育。

2023年上半年，蔡情桂建起了五
个种植大棚，发展了近一千平方的试
验田，种植大灰、白发等品种的苔
藓，产品也远销全国各地。

“在国家的一些大型运动中，像
广交会深交会都有我家苔藓的身影，
这些年通过多次失败积累经验，现在
终于走出了一条种养苔藓的发展之
路。”蔡情桂说。

此外，苔藓产业还通过电商、直播

等新经济业态得到了推广，这不仅让
苔藓“变废为宝”，还通过直播带货等
方式，让卓铺村的苔藓产业从鲜为人
知到“藓”为人知，实现了产值2000余
万元，推动了这一特色产业出村进城。

“我们的销售品种主要是三大
类：大灰、白发、小灰，还有一些永
生苔藓，销售渠道都是通过电商、淘
宝、天猫以及拼多多、抖音等，目前
在做直播带货，一个月销量正常情况
下四五千平方。”安庆市苔藓贸易有
限公司负责人卓胜华说。

户户有工坊，人人是员工。蓬勃发
展的苔藓产业不仅鼓了村民的钱袋子，
同时也为村民提供了很多就近就业的
机会，目前已经带动周边200余名群众
实现就近就业，人均年增收约一万余

元，让村民实现了挣钱持家两不误。
“我今年62岁，家门口发展苔藓

产业，一天也能挣七八十块钱，活也
不重。”村民朱冬娥说。

苔藓产业发展起来后，盘活了
地，养活了人，兴起了业，也富起了
村，打开了绿色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
新思路。

“接下来，我们将利用现有种养基
础引进先进种植技术，成立苔藓协会，
发展苔藓产业园，大力发展苔藓培
育。同时组织村民进行盆景、永生苔
藓加工，提升产业附加值，打造淘
宝、京东、抖音等线上销售平台，拓
宽销售渠道助力村民增收。”大石乡卓
铺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华向
军满怀信心地说。 通讯员 刘鑫

盘活了地 兴起了业 富起了村

小小苔藓“钱”景无限

2024年5月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王枫 特约编辑：刘辉 电话：5325903

县（市）区新闻

新闻广角新闻广角

本报讯 一芽一叶一抹香，一人
一篓采茶忙。眼下，在太湖县天华镇
某茶园里，茶农们穿梭在整齐的茶树
间，抓紧采摘春芽。近年来，天华镇茶
园大力发展“茶科技”，积极引入先进
种植技术和创新制茶工艺，持续打造

“画里天华”茶叶品牌，走出一条特色
的现代茶产业发展路子。

茶园里，满眼翠绿，茶香四溢。茶
农们头戴草帽，身背茶袋，穿梭在茶叶
绿海间，他们的动作熟练而轻盈，一捏
一提间，一片片嫩芽被轻轻摘下，装入
袋中。春茶采摘从3月下旬一直持续
到立夏，每天采摘鲜叶1000斤左右，带
动务工150余人，整个采茶季茶园发放
劳务工资近百万元。

茶园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积极与
安徽农业大学合作开展“茶叶质量安

全与品质控制标准化技术研究与应
用”项目，采用先进的病虫草害绿色防
控技术、化肥减施增效技术和优质高
效茶园树冠培育技术，茶叶的产量和
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

“在茶叶主管部门和茶叶专家的
指导下，我们的茶园采用了生态科技
的种植方法。今年茶叶的品质得到了
很大的提升，产量和效益也有很大的
收获。预计今年销售额能增长20%左
右，亩产收益至少增长800元。”安徽
太湖画里天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
双乐说。

茶叶采摘后，茶叶的制作也必须
争分夺秒，在当天完成筛选、摊放、杀
青、理条、烘干等制茶工艺，才能锁住
鲜嫩，留住清香。走进茶叶生产车间，
杀青机、理条机、烘干机……轰隆作

响，10余名制茶师傅各司其职，通宵赶
制新茶。今年，该公司积极把握市场
发展需求，主动调整制茶工艺，提升茶
叶口感和香气，让茶叶品牌市场认可
度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通过高校茶研所的技术指导，我
们不断提升天华谷尖名优茶的制作工
艺，针对喜欢这种口味的顾客群体，我
们增加了定时、定形、定香的做形工艺，
让天华谷尖茶更加色碧、香清、味永，适
应更多市场消费者需求，今年的预定订
单比往年增加50%。”曹双乐说。

一片片小茶叶变成带动村民增收
和产业发展的“金叶子”。在发展自身
的同时，该公司积极组织牵头，依托国
家级示范合作社，联合10家茶叶种植
家庭农场、6个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
共同成立茶产业联合体，共享先进的

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周边千余
名茶农一起致富增收。大批茶叶生
产、加工、经营大户扎根山区，让天华
镇的茶产业得到了规模化的发展，成
为天华镇农民致富增收的主要渠道。
2023 年，天华镇茶叶种植面积 16450
亩，年产干茶300多吨，年产值7000余
万元，解决了2000余人的就近就业。

“新技术新设备的注入，为茶产业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接下
来，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引进更
多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推动茶叶生产
的智能化和自动化。同时，我们也将
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研发更多具
有创新性和市场竞争力的茶产品，满
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助推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曹双乐表示。

（通讯员 尹茗）

科技力量助推茶产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 太湖县在环花亭湖
迎水坡打造林相改造示范片区，
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搭配树种，
提升了森林的生态功能和美学价
值，促进了绿色经济发展，实现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近日，在花亭湖畔的寺前镇
塔镇村塘湾的一处小山坡上，放
眼远望，一排排栽植整齐的美国
红枫、红花玉兰、油茶等苗木在风
中毅然挺立，造林片内多树种块
状混交，美国红枫苗木地径足有5
厘米以上，并全部采用三角支撑，
新栽苗木都长出枝叶。

这里原本是一块衰败的板栗
园，难以获得经济效益，也几乎没
有生态景观价值。2022年春季，
塘湾这一处山场实施迎水坡林相
改造项目，打造生态景观经济效
益俱佳的样板。

“该项目栽植杨梅、枇杷、油
茶等经果苗木，宜玩宜居，村民增
加务工收入30万余元，预计三年
后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每年能够增
加10万元左右。项目实施以来，
消灭了荒山，改善了花亭湖周边
的生态环境。”塔镇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刘学兵说道，如今
的塘湾，树木四季常青，花卉苗木
色彩缤纷，林相姹紫嫣红，风景美
不胜收、诗意盎然。

同样，在寺前镇园桑场，实施
林相改造以后，原来低产低效的
板栗树变成了茶园，还套种了玉
兰、杨梅、枇杷、樱桃等等，实现了
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同步提
升。“力求把这个山场打造成四季
有花、四季有果、四季有色，对茶
园也有很好的帮助。另外还有一
大片附加值比较高的油茶林，油
茶籽可以做茶油，总体来说项目
实施以后，这一片山场更漂亮
了。”该公司负责人孙玲芳说。

另外，在汤泉乡赵河村、牛镇
镇金钟村、天华镇涧水村和辛冲
村等地，也规划项目人工造林示
范点13处，种植各色经果林，全面
提高山场边、湖边的绿化、美化。
山峦层林尽染、森林鸟语花香，如
今，在这条环花亭湖的山坡上，游
客一路美景相伴，赏玩游乐心情
更佳，一幅环花亭湖的美丽画卷
正徐徐展开。
（通讯员 胡治进 刘鑫 鲁平焰）

林相改造添活力 绿水青山增效益

本报讯 五一假期，作为安徽
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五纵十横”的
重要组成部分，安徽太湖至湖北蕲
春高速安徽段施工单位的施工人
员抢抓时机、赶进度、保质量，全力
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按期完工。

假期里，走进太蕲高速安徽
01标段制梁场，现场一片繁忙景
象，工人们正在紧张赶制一批急
缺的箱梁。太蕲高速安徽 01 标
段，工程全长8.822千米，总投资
5.44亿元，共需箱梁520榀，为了
尽快完成箱梁制作任务，这个假
期4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在岗位上。

“现场每天有400余名工人加
班加点作业，目前已完成整个项
目投资建设的三分之一左右。下
一步将加大人员、设备等投入，为
实现全线贯通打下坚实的基础”，
太蕲高速安徽01标段项目部党支
部书记鄢海兵说。

太蕲高速安徽段全长 45 公
里，总投资76亿元，分6个标段同
步建设，项目采用双向四车道高
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00公
里每小时。由于工期紧，任务重，
这个假期，全线 6 个标段有近
3000名建设者坚守在岗位，项目
施工方科学组织调度，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力争项目早日完工。

“目前整个工程已完成30亿
元的投资任务，在严格把控质量、
安全、环境保护的同时，我们将进
一步加大投入，确保完成年度任
务目标，为2025年底建成通车奠
定坚实基础。”安徽省交控集团太
蕲项目办工程计划部部长江山说
道，太蕲高速建成后，将进一步为
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
时也为居民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
利和机遇，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吴阳金）

全力推进太蕲高速建设

本报讯 近日，在太湖县北
中镇将军某家庭农场生态富硒茶
园示范基地里，70多位采茶工穿
梭在一垄垄茶园中，熟练地采摘
鲜嫩的新芽。这里，一层层开发
梯田的茶园、一片片绿油油的茶
叶、一个个忙忙碌碌的茶农，勾勒
出一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美丽画卷。

“我们选择海拔600米以上，
远离污染源、土壤结构良好，使用
新技术，建设生态茶园500余亩，
茶叶出芽率高、芽头肥嫩壮实，品
质提升了很多。”该家庭农场负责
人张先进说。

将军村家家户户都种茶，全
村茶园面积有2360亩，但是多年
来茶叶的总量不大、品牌不响、竞
争力不足，亩均产出只有3000元
左右。为了提高效益，市商务局
驻村工作队帮忙找到了出路——
栽培富硒茶叶。

“这里地处大别山区，将军
山是太湖县最高峰，海拔 1109

米，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生
态环境，适宜茶叶的生长。为了
让‘绿叶子’变成群众致富的

‘金叶子’，我们通过与省农科院
科技特派专家、驻花冲村第一书
记添长久进行对接，对土壤实行
科学配方和对茶叶管理进行全程
跟踪服务，以家庭农场示范带动
为支撑，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
把将军村富硒茶试验基地打造成

‘一村一品’示范基地。”市商务
局驻将军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长
王仕民说。

“将军村富硒茶具有香高、色
绿、味醇的基本特性，深受客户的
称赞，富硒茶比当地市场整体价格
每斤要高出200元左右，还供不应
求。”将军村党支部书记陈剑说道。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企业在
品牌和包装上融入富硒的文创元
素，组织参加省里的大型展销会，
实实在在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
王仕明说。

（通讯员 吴承钺 朱春林）

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

本报讯 太湖县徐桥镇茗南村依
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充分盘活土
地资源，创新发展思路，以“一园三种”
的模式发展特色种植业助力打造“绿
谷茗南”，赋能乡村振兴。

在徐桥镇茗南村现代农业产业园
生产基地，俯瞰向下，东边一片漫山遍
野都是郁郁葱葱的青梅树，每棵树上
都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青梅果。如今，
这一颗颗小小的青梅果，已成为当地
的“致富果”；然而前几年该村近500亩
的特色种养基地还处于收不抵支的状
态，管理跟不上、效益也不好，一直处
于一个恶性循环里。

为了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盘活土
地资源，破解发展困局，村委会以股份
经济合作社为依托，先后利用繁昌结

对帮扶项目和乡村振兴发展项目建立
了青梅生产基地、蜜枣生产基地和粽
叶生产基地，充分利用“一园三种”模
式全力打造茗南村“绿谷”品牌。

发展思路虽然有了，但仍缺乏成
熟管理模式和专业技术指导。2022年
在镇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多次
商讨，该村“两委”达成了“专业的人做
专业的事”和“从管理中求效益”的共
识，与太湖县某生态果品科技园有限
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把245亩蜜枣
生产基地生产、管理和销售的权限实
行全程委托管理，经过一年的精心管
理，产值达40万元左右，村级集体收入
增加了10万元。同时，该村优化产业
园布局和合作模式，利用“书记项目”，
与太湖县某有限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协

议，建立125亩粽叶生产基地，当年就
获得5万元的纯收益。发展难题逐步
破解，既盘活了村级集体经济，又带动
了周边群众务工就业。

“我长期在这个粽叶园里干活，主
要做除草、栽叶这些事，一个月能挣
4000元左右。”村民李义连说。

不仅如此，茗南村牢牢抓住芜湖
市繁昌区结对帮扶太湖县的橄榄枝，
利用香茗山下220亩山场建设青梅基
地，由繁昌区提供青梅苗和种植技术
指导、青梅果的收购，由村委会进行管
护，青梅产量和产值实现逐年增长。

“经过这么多年精心打造，我们产
业园初见成效，村级集体经济有所提
升，去年村集体的收入已经突破了50
万元。今年还要加大对产业园的投

入，苗木的整治、移栽，林间的管理、施
肥、除草、打药等等，争取今年把这个
产业做大做强。”茗南村党总支部副书
记宋宜高说。

为发展农文旅结合项目，茗南村利
用镇党委、政府乡村振兴“一盘菜”工
程，新建了观梅亭、观光坡道和彩虹观
光阶梯，着力将产业园打造成集赏花、
采摘、游乐于一体的现代田园综合体。

“由于茗南村地处香茗山南麓，背
依香茗山，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条件，下一步，将继续发挥地域优势和
资源优势，合理布局农业产业规划，充
分利用乡村振兴项目资金，全力打造
茗南‘绿谷’品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发展。”徐桥镇党委副书记汪涛说道。

（通讯员 徐虹）

“一园三种”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日，安庆职业技术
学院太湖高职专业学院建成挂牌。

新成立的太湖高职专业学院
将抓住机遇，聚焦太湖县功能膜
首位产业高质量发展，紧密对接
县域产业技术进步升级，办好机
电一体化专业，培养高职技能型
人才。同时，该学院将深度服务

县域优质企业，探索校企合作新
路径，创新产教融合新模式，进一
步拓宽学生就业渠道，努力把学
校办成企业需要、社会认可，学生
成才、家长满意的现代一流高职
学院，为太湖县经济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通讯员 刘辉 徐虹）

聚焦产业发展 培养高职人才

▶孔子周游列国场景。

五一假期，在太湖县五千年文博
园、花亭湖等景区景点，在新城府前
公园、体育馆等公共娱乐休闲场所，
处处能感受到文化熏陶的浓厚氛围。
汉服戏曲服饰体验、孔子周游列国、
汉武拜岳系列传统文化情景表演以及

《天仙配》《打猪草》 等群众耳熟能详
的经典黄梅戏演唱，吸引了广大游客
和市民驻足观看与倾听，令人心旷神
怡、快乐度假。

通讯员 刘辉 摄

文娱五一

快乐节日

▲黄梅戏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