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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买能卖真方便

太湖县天华镇合铺村位于大别
山深处。6月4日上午，记者来到该
村电商服务站，村民黄传纯正在货
架上寻找自己网购的商品，当他找
到写有自己名字的快递包裹时，脸
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记者看到，这
里货架上的快递包裹琳琅满目，包
括小风扇、水杯、烟灰缸之类的小商
品，村民们也选择网购。

黄传纯是一位退休教师，今年
67岁，儿女都在外地，老伴也在外地
带孙子。虽然一个人在这大山里的
老家住着，但是他的日常生活却十
分丰富。完善的农村电商体系，不仅
让他购物不愁，还能动手种些农产
品卖出去赚一点钱。

几年前，合铺村电商服务站正
式运营，黄传纯慢慢了解到，在网上
买东西居然可以直接送到村里。从
此，子女经常给他买些吃的、用的寄
到服务站，黄传纯也成了服务站的
常客。后来，他自己也学会了网购，
一部手机就能畅快“买买买”。

“在我们山里小店很多东西买不
到，但网上东西非常齐全，购物真是
太方便了。我每月网购十多次，一年
要在网上消费1万多元。”黄传纯说。

除此之外，黄传纯平时种的板
栗、茶叶、黄豆、棉花等农产品，过去是
小贩上门收购，现在他也可以送到电
商服务站销售，一年能赚两三千元。

合铺村电商服务站负责人曹保
刚介绍，这是一个综合服务点，工业
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渠道畅通。
通过不断宣传，村民们现在对网购已
经普遍接受，每天都有几十件快递包

裹进站。另一方面，通过收购、加工村
民们的农产品，合铺村电商服务站去
年就创造了500万元的线上销售额。

6月5日上午，记者来到桐城市
农村电商物流公共配送中心，一辆
下乡配送快递包裹的物流车满载而
归，车上装有从各个村电商服务站
收购的农产品，工作人员立即上前
有序卸货。物流配送中心保鲜库和
冷藏库内，分类摆放着应季蔬菜、干
木耳、腊肉等农产品。

物流配送中心运营企业负责人
钱叶伍介绍，中心现有 11 辆物流
车，对应 11 条配送主干线路。每天
早晨6时，物流车带着快递包裹到
沿线各个村电商服务站配送，并将
各站农产品带回，在这里进行分
拣、检测农残等，并通过企业自己
的电商平台销售。

“我们和其他物流快递企业资
源共享，实现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
进城双向畅通，填补了村级空白，补
齐了‘上行’和‘下行’的‘最后一公
里’。”钱叶伍说。

桐城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位
于桐城市电子商务产业园，可为企业提
供信息咨询、政策发布、电商培训、店
铺设计、运营孵化、品牌营销等服务。

近年来，安庆市大力实施“数商
兴农”行动，推动传统企业转型升
级，利好政策的相继出台，让农村电
商获得了快速发展，尤其为山区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市
现已建立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7
个，县级电商物流配送中心7个，乡
村级服务网点915个，包括100个村
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示范站点，有
效服务了农村地区群众生产生活。

另外，全市现有年网销额超千万元
的农村电商企业92家，年网销额超
百万元的农村电商品牌102个。

就业创业有依靠

位于深山中的合铺村盛产茶
叶、豇豆、粉丝、板栗等农产品。几
年前，合铺村村集体和曹保刚的公
司联合建设了一个加工厂，收购、
加工当地农产品，并通过线上销
售，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村集体每
年可分红近10万元。

合铺村村委会委员黄海勇说：
“通过村企合作，全村大部分农产品
现在都实现了线上销售。比如，全村
茶叶年产值近300万元，80%以上都
通过电商走出大山，创造效益。”

合铺村村民黄雪梅，几年前为
了照顾家中老人，她从外地返回家
乡，得知当地加工厂需要工人，她就
来到这里上班了。一年四季，茶叶、
豇豆、粉丝、板栗等农产品加工不
断，黄雪梅在加工厂操作机器、包
装，一年能赚1万多元。

在天华镇马庙村S246省道旁，
一栋崭新的综合楼格外引人注目，大

楼主体已经完工，楼内正在进行扫尾
施工，一些加工设备已经安装到位。

“一楼做大米加工车间，二楼做包装
车间和展厅，直播间也做好了，三楼
做菜籽油加工车间，负一楼就做仓
储物流了……”记者采访时，该村

“95后”青年孙超兴奋地介绍道。
2023年，马庙村集体投资500余

万元建设了这栋大楼，和孙超达成合
作，由其负责运营，村集体参与分红。
去年12月，大楼主体完工，今年3月开
始安装设备，将于今年7月全面运营。

大学毕业后，孙超就回到家乡创
业，种植茶叶、水稻、油菜、葛根等，并
进行农产品加工，现在种植规模已
有1000亩。一直走传统销售模式的
孙超，去年开始尝试线上销售，妻子
石艳飞还专门到太湖县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培训学习线上销售的各
项技能。随后，他们尝试在茶园、加
工厂里通过视频直播推介产品，收
获了不少订单。今年，孙超夫妇已销
售了近万斤茶叶，有自种的，也有
收购的，销售额已突破500万元，创
了历史新高。

“我们这里各个快递品牌都有，
快递进出非常方便，线上销售为我们

开拓了新市场。以后我们这里还会有
更多农产品通过线上销售走出大山。
马上油菜籽就要加工了，今年秋收还
有700亩的订单水稻要加工。下一
步，我们还要把线下订单慢慢引到线
上，以便更好地整合资源。”孙超说。

剥板栗、晒鱼干、制作荞麦粉、
制作火烘肉……在桐城市西部山区
黄甲镇汪河村，村民余金芳将自己
日常劳作的场景拍成短视频发布到
短视频平台，几年来，她收获了越来
越多的问询和订单。

“我们这里有许多特色农家食
品，过去父母都为销售发愁，主要卖
给亲戚朋友。我从2017年开始在微
信朋友圈销售，2019年开始在抖音上
销售，自己拍视频自己摸索，想不到
效果很好，有人下单购买我就通过电
商渠道寄出去，很方便。一开始每年
销售额大概有10万元，今年仅茶叶
就卖了10万元。”余金芳说。

去年 7 月到 8 月，余金芳参加
了由桐城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举办的培训班，学习理论知识以
及拍摄、剪辑等实践知识，系统提
升了自己的电商销售技能，抖音

“粉丝”现已突破2万。

畅通上下“双循环”，优化电商“生态圈”

农村电商为山村群众带来啥？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农村电商，让工业品顺畅下乡，也让农产品
出村进城。近年来，安庆市大力发展农村电商，
完善“两中心、一站点”（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电
商物流配送中心、乡村电商服务站点）服务体
系，尤其为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畅通上下“双循环”，优化电商“生态圈”，山
区群众网购商品、销售农产品方便了，就业、创
业有载体、有支撑，获得感、幸福感稳步提升。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高士镇以农村基
层党建“一抓双促”工程为抓手，在信用主体评
定、信用村建设、信用场景应用、信用体系构建、
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深入推进，抓牢抓实党建
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该镇通过横幅标语、微信群、宣传栏及入户
发放“党建引领信用村工作一封信”等形式，宣
传信用村建设的意义和有关政策内容，并引导
农户等主体自主申报，形成了人人参与党建引
领信用村建设的良好局面。该镇积极组建信息
采集员和乡风文明评议员队伍，目前全镇16个
村已全部完成信息维护任务，维护农户18564户、
新型农业主体275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16个，为
高质量开展信用主体信息采集和乡风文明评
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讯员 朱玲利）

高士镇：

推深做实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

本报讯 6月7日，首届安徽省高校师生
书画作品巡回展在桐城师专举行。书法教育作
为高校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美育相互促
进、相互融合。此次巡展进校园活动，既是书
法教学课程的一次课外延伸与拓展，也是书
法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与交流，将进一
步促进高校校园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不断
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近年来，桐城师专切实发挥“大思政课”
培根铸魂作用，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落实有力，该校育德、育智、育心三位一体的

“三元育人”思政品牌，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成效凸显。

截至5月24日，该校2024届毕业生共有
643人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等学校的专升本。
5月 13日，安徽省教育厅公布了2023-2024年
度“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教）金”
安徽省拟推荐人选名单，桐城师专2014届毕业
生方源盼基层就业事迹成功入选。在安徽省委
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第十七届安徽省大
学生职业规划大赛暨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
划大赛安徽赛区决赛上，桐城师专学子表现
优异，学前教育系黄煜森同学荣获就业赛道
一等奖、李梦茹同学荣获成长赛道二等奖。

（通讯员 雷小丽 沈宇）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桐城师专“三元育人”显成效

本报讯 为增强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提升
企业员工和群众的防灾减灾能力，6月5日，怀
宁县公岭镇开展“安全生产月”主题活动，辖区
内工贸企业、小型服装厂管理人员、群租房业
主及该镇三铺村村民等共计50人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了怀宁县消防大队消防员
进行指导授课，培训会结合公岭镇安全生产工
作实际，详细讲解了近年来发生的消防安全事
故，为参训人员开展了一次警示教育。消防员
还针对安全隐患提出了可操作的指导意见，并
讲解了防灭火器材的适用范围和使用规范，增
强了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提升了广大群
众的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置能力。培训会后，公
岭镇会同县消防大队组织参训人员开展了一
次防灭火实操演练。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
活动让自己受益匪浅，明白了防火的重要性，
今后会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做到居安思
危，防患于未然。 （通讯员 胡思雯）

公岭镇：

增强安全意识 提升防灾能力

本报讯 近年来，怀宁经开区
深入推进“管委会+公司”改革，持续
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在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企业服务上下足功夫，不
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怀宁经开区把重点项目作为高
质量发展的“硬支撑”，抢抓安徽大
力发展整车产业的机遇，积极对接
奇瑞集团、长春汽车协会等，重点
围绕汽车零部件产业和以动力储
能电池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上下
游，不断加大“招大引强”力度。近
两年招引的相成公司投资30亿元

的新能源汽车电池及配套部件、宁
波思明公司投资20亿元的汽车产
业园等26个亿元以上汽车零部件
项目已经投产。截至2023年，园区
6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产值突破100
亿元。另外，动力储能电池新材料
产业初步成链，沐邦高科投资60亿
元的纳米级硅碳负极材料、华茂集
团投资30亿元的生物基材料产业
园、江苏铧钠投资16亿元的钠电正
极材料等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为了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提升园
区产业配套能力，近年来，怀宁经开

区投资7亿元新建内环北路、纬十二
路等12条道路约9公里，改造提升月
山大道、洪桥路等10条道路约18公里，
污水处理厂二期、中水回用及配套设
施、集中供热项目等相继建成使用。
同时，紧扣园区主导产业，投资16.73亿
元建成磁电产业园、循环经济产业园、
双创产业园，新建25.1万平方米标准化
厂房及1220套人才公寓，为园区企业
提供办公、食宿、创业孵化、技术培训
等服务。为推动园区“零增地”土地要
素保障能力，近两年，怀宁经开区通
过“腾笼换鸟”、追加投资、引入项目、

依法收回、法院拍卖等方式，完成德
力森电器、旺家源门业等60宗3575
亩低效用地处置，文信家居、玉成装
备、中科智驰等一批高质量企业完成
入驻，有效盘活园区低效存量土地。

近年来，怀宁经开区持续在营
造一流营商环境上下功夫，让企业
暖心、安心、放心发展。怀宁经开区
积极承接县直单位赋权事项29项，
2023 年核发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32件、用地规划许可证11件，其中碳
一、新元生物、格德恩等项目实现1
个工作日拿证。同时，深入推进“管

委会+公司”改革，县财政每季度初
向经开区专户预拨 4000万元额度
资金，2023年为112家企业兑现各类
奖补资金1.44亿元；积极与县工行、
农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园区贷”“税
融通”“科技贷”，为园区16家企业解
决融资逾亿元。为强化品牌创建，
怀宁经开区设立每月 28日企业服
务日制度，每次明确一个主题，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队赴园区走访
调研，现场帮助企业协调解决问题。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王可夫）

怀宁经开区：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在桐城市农村电商物流公共配送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搬运线上销售的农产品。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