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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连日来，望江县杨湾镇广大党

员干部不分昼夜坚守在防汛一线，共同筑
牢防汛抗洪堤坝。该镇汛情牵动着社会各
界的心，当地乡贤纷纷捐赠物资，献上爱心
助力防汛抗洪。

杨湾镇 余 埠 村 乡 贤 赵 成 东 时 刻 关 心
着家乡的汛情，得知村里的群众自发组织
守堤，他马上返回家乡捐赠救灾物资，并
慰问守堤护堤人员。该镇乡贤吴明星多年
来热心建设家乡，他于近日回乡为防汛工
作人员送上慰问物资。当地乡贤闻“汛”而
动，纷纷慷慨解囊捐赠物资，他们以各自
的 方 式 贡 献 自 己 的 力 量 ，为 防 汛 抗 洪 提
供 了 强 有 力 的 物 资 保 障 ，同 时 也 让 防 汛
抗洪干部群众心里倍感温暖 ，为 打 赢 当
前防汛抗洪这场硬仗增强了信心。

（通讯员 沈范范 董梦可）

杨湾镇：

乡贤捐赠物资助力防汛

本报讯 今年以来，迎江区龙狮桥乡
长青社区第五党支部不断强化举措，聚焦
重点问题，着力打通“扫黄打非”工作“最后
一公里”。

该支部健全“扫黄打非”工作机制，压实
工作责任，制定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案和
措施，力求从源头上杜绝不良信息的传播，
维护社区的文化环境。同时，充分利用丰富
多样的形式和广泛多元的渠道，全面深入地
开展“扫黄打非”宣传工作，定期更新宣传栏
内的“扫黄打非”最新动态、典型案例以及相
关政策法规等内容，使社区居民能够深刻认
识到这项工作对于维护社会文化环境、保障
个人权益的重要意义。该支部围绕重点时
段，如节假日、学生寒暑假等，加大巡查力
度；针对重点部位，包括人员密集的商业区
域、学校周边等，进行重点关注和密集巡查，
并积极联合辖区派出所开展常态化市场检
查。下一步，该支部将进一步完善“扫黄打
非”工作体系，不断强化部门协作，深入开
展各类专项行动，引导更多群众了解“扫黄
打非”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共同营造风
清气正的文化环境。 （通讯员 陈艳）

龙狮桥乡：

深入推进“扫黄打非”工作

本报讯 7 月 11 日，桐城关爱女孩网联
合桐城市大关镇计生办、金山村开展“关爱
女孩，阳光助学”活动，为困难女孩琴琴
（化名）发放 55832 元慰问金，帮助她更好
地完成学业。

琴琴家住大关镇金山村，自幼与父亲、
奶奶相依为命，其父亲因病于今年 7 月去
世，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琴琴勤奋好学，
今年中考以 608 分考入普通高中，可是学费
却成了问题。当地村委会了解到她家情况
后为其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桐城关爱女孩
网了解到琴琴的情况后，通过线上线下发
布募捐倡议书，诸多爱心人士纷纷响应，很
快便超额完成募捐目标。本次募集到的所
有善款都将用于琴琴的学习开支，助力她
完成学业。“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把大家对
我的关爱化作学习的动力，用优异的成绩
来回报你们、回报社会，做一个对社会有贡
献的人。”琴琴心怀感激地说。

（通讯员 崔俊）

大关镇：

关爱女孩 阳光助学

本报讯 “困扰我们多年的难题终于得以
解决。感谢检察院为民办实事，感谢检察官公
正办案！”7月4日上午，某民事案件申诉人庞
某在代理律师的陪同下，将一面印有“人民检
察为人民 维护正义暖民心”的锦旗送至宜秀
区人民检察院。

近年来，宜秀区人民检察院坚持以“止于
至善”的标准和“如我在诉”的理念大力开展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并通过领导包案、府
检联动、检法协作等多种途径，努力实现民
事纠纷检察环节的实质性化解。案外人庞某
申诉一案，就是通过分管检察长包案，充分
运用调查核实权，与案件相关部门反复磋商
等，促成多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最终实现“案
结事了人和”的典型案例。下一步，宜秀区人
民检察院将以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践
行司法为民宗旨，用实际行动展现检察担
当，用检察“力度”提升民生“温度”，为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
方面的更高要求贡献检察力量。

（通讯员 姚鸿志）

宜秀区检察院：

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产业“当家”
2万户村民收入有依靠

岳西县主簿镇是全国“一村一
品”（茭白）示范村镇，连日来，当地
天气在晴雨间不断切换。随着首季
茭白进入采收期，主簿镇主簿村茭
白种植户朱晓星忙得连轴转，今年
他家的16亩茭白又一次迎来大丰收。
7月11日中午，朱晓星吃过饭顾不上
休息，他和妻子又穿着胶靴下田了。

在膝盖深的水中，只见朱晓星
弯着腰在一棵棵茭白根部摸索着，
随后利索地掰起。成熟的茭白粗壮
白嫩，朱晓星握着叶子，手里够一把
了就用叶子捆扎起来……忙了许
久，朱晓星夫妇将一把把扎好的茭
白拖到田边，将这些茭白洗净、切
好，用塑料袋包好，准备自己装车送
到收购商那里。

“6月下旬双季茭采收以来，我
们一直没得歇，上午、下午都要下
田，一天最多能采2600多斤，最少
也有几百斤。茭白在田里不能耽搁，
今年我还多种了2亩，格外忙，到7
月下旬结束，又要采收单季茭了。”
朱晓星说。

多年来，朱晓星积极钻研茭白
种植技术，每年茭白产量在村里都
名列前茅，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种
植能手，吸引了许多种植户前来讨
教技术，有力带动了一方经济发
展。光茭白这一项，朱晓星每年的
纯收入就有10多万元。下半年二季
茭白采收结束后，他还出去务工，
增加家庭收入。朱晓星靠着自己的
辛勤劳动，几年前还为孩子在省会
城市买了房。

主簿镇平均海拔在 800 米以

上，该镇将高寒山区无公害茭白作
为全镇主导产业，目前种植面积约
7800亩。

在岳西县石关乡东冲村，种植
户汪祖青的单季茭也进入了采收
期，当地以单季茭种植为主，每年
他采收得最早，从7月上旬持续到
8月上旬。

今年68岁的汪祖青，种了十几
年茭白，每年种5亩，收入两三万元，
满足了家里的日常开销。

“以前我们这里都种水稻，因为
高山气候原因，每亩就产800斤稻
子，根本不赚钱。现在种茭白，收入
有保障，上午下田采，茭贩上门收，
而且单季茭比双季茭容易管理，采
收完了人就轻松了。”汪祖青说。

位于岳西县北部的黄尾镇，现
有茭白种植面积约1800亩，主要分
布在门楼、云峰、平等等海拔在550
米以上的村，亩均产值约4000元。

门楼村是黄尾镇发展茭白产业
的重点村，原先由于气候、地形等因
素制约发展，粮食产量低，农民收入
少。门楼村依靠种植茭白打了“翻身
仗”，种植面积由400亩增加到600
亩，产值也从80万元提高到400万
元。门楼村茭白种植不仅推动了特
色产业发展，还辐射带动了黄尾镇
其他村发展这一产业，促进了当地
群众就业，成为促进农民增收和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产业“重头戏”。

岳西县农业农村局特色农业服
务中心副主任储海峰介绍，多年来，
全县茭白种植面积和种植户数稳步
提升，产业现已覆盖主簿、石关、姚
河、头陀、黄尾等10多个乡镇，目前
已建有国家级茭白标准园2个、省级
茭白标准园3个。2023年，岳西县茭
白产量达 6.98 万吨，产值达 2.89 亿

元，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024年，岳西县茭白种植面积约6
万亩，种植户约2万户，产量、产值还
将进一步提升。

延链融合
6万亩茭白发展谱新篇

7月11日下午，记者走进主簿镇
余畈村岳西县原生态果菜专业合作
社茭白分拣中心，几名工人正在对
从各地种植户收购来的茭白进行清
洗、打包。

“种植户采收茭白之后，只需搬
到车子能到的道路边，我们派车去
收，合作社统一分拣、统一包装、统
一销售。”合作社负责人王艳华说，

“我们主要的销售市场在华东六省
一市，有农贸市场、超市、酒店、社
区、农产品交易中心等，目前一天销
售 1 万多斤。从产量和市场行情来
看，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上个月，这个由主簿镇招商引
资企业投资建设的茭白分拣中心正
式投入使用，满足了茭白分拣、包
装、储藏、农残检测等多种需求。王
艳华说，以前茭白都是露天分拣，现
在场地大、规范化了，合作社可以将

分拣精细到四级，按照大小、品质、
嫩度等分级，再根据不同需求流向
不同市场。分级之后，平均每斤茭白
可以多卖2角钱。

从2021年起，王艳华以其安徽
乾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申请者，
与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共同选
育茭白新品种“皖茭4号”，目前专
家组已经通过，即将正式认定。“皖
茭4号”夏茭结茭早、结茭集中、品
质优、产量高、效益好，在认定之后
即将全面推广种植。

近年来，主簿镇不断探索产业
发展、产业融合的新路子，实施茭
田套养甲鱼、利用冬闲田种植水芹
等，实现“一地多收”，推动规模化、
标准化生产，并实行分级包装，提
升品牌效益。另外，不断延伸茭白
产业链，建设秸秆生产线，将茭白
秸秆加工成青贮饲料，促进当地牛
羊养殖产业发展。

如今，主簿镇正在积极探索茭
白产品深加工，在茭白丝、茭白酱、
干茭白等产品上进行研发突破，不
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该镇
还结合茭白文化旅游节、大别山茭
白文化博物馆等文旅元素建设体验
基地、农家乐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呈现良好势头。
“农场+工厂+市场，打造乡村振

兴新样板”，记者走进位于石关乡东
冲村的菜大师食品东冲加工厂，一
眼可见加工厂的醒目标语。该加工
厂占地1.5亩，分区合理，原料库、解
冻间、装箱间等一应俱全，为茭白深
加工提供了条件。

东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徐江庭介绍，全村种有茭白1000
亩，还有200亩其他蔬菜，从前年开
始，村“两委”就在谋划对这些蔬菜
产品进行深加工。通过衔接资金等
项目资金，村里将老村部利用起来，
建设了加工车间及辅助用房，还有
冷库，并积极寻找合作方。去年，通
过县直部门介绍，该村和安徽菜大
师集团达成合作，由企业承租在此
加工蔬菜，带动了村集体增收，带动
了村民就业，也为本地包括茭白在
内的新鲜蔬菜提高了附加值。

目前，东冲村加工厂正在进行
生产前的准备工作，8月份即将全面
开始加工。为进一步推动三产融合，
在加工厂旁边，一个集展示、体验、
科研、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场
馆即将动工，项目占地5亩，由石关
乡招商引资企业投资建设。

岳西县茭白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山乡“茭”出新答卷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储 翔

从20多年前开始，岳西县充分利用高山

区夏季温凉的气候资源，变对抗性种植为适

应性种植，引导农民大力发展高山反季节茭

白种植，并从政策、资金等方面予以保障和

扶持。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岳西县高山茭白

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的跨越，成为岳西县农村经济发展的特色主

导产业之一、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岳西县

也荣获了“中国高山茭白之乡”称号。

“村民有什么事找尧达，他都实
打实去帮助解决。他是群众的‘贴
心人’。”说起退伍军人、村干部董
尧达，怀宁县石镜乡太平村干群赞
扬声不绝于耳。

今年38岁的董尧达，曾就读于
江西科技学院，怀揣着对军人的崇
拜和军队生活的向往，2008年大学
毕业后，他通过直招入伍成为一名
军人。他从军四年，身心得到了很好
磨炼，服役期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2012年董尧达退伍后，曾
到云南经商，凭着吃苦耐劳的劲头

和诚信经营，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更需要

有知识、有担当、有作为、肯吃苦的
年轻人。2023年初，石镜乡太平村多
次与董尧达联系，希望他回村任职，
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当年2月份，
董尧达放弃年收入近30万元的生
意毅然回村。得知村里经济紧张，
作为村后备干部的董尧达主动提
出试用期间不要一分钱工资，为村
里减少经济压力。

年轻的董尧达有干劲、懂经济，
踏实肯干，在工作岗位上，他出色地

完成了每一项工作，得到了领导和
群众的一致认可。“既然我选择了回
村，就要做一个敢担当、能担当、善担
当的村干，切实为民解难事、做实事、
办好事。”董尧达说道。

董尧达平时总是随身携带着一
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群众的
意见和呼声，大到政策规定的完善、
村规民约的制定，小到哪家红白喜
事、婆媳关系等，记录整理后向村委
会提出合理化建议，为更好地服务群
众提供了参考。“我们家里有什么事，
尧达总是跑前跑后帮助解决，就像我

自己的孩子一样。”董尧达以公心赢
民心，得到了村民们的好评。

太平村这几年发展村集体经济，
种植了辣椒、菊花、桃子、油菜等，平
时运送肥料到田间地头、运输销售农
产品，主要靠村干部用板车拉。董尧
达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用自己的
积蓄购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专门为
村里提供运输服务，而且油费都是自
己掏腰包。只要有空，董尧达的面包
车也成了村民的“公交车”，不管谁家
有事需要用车，他都是有求必应。

重点工程天天高速涉及太平村

的征地、拆迁，董尧达第一个拆迁自
家的房子。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太
平村有1100余亩，工作量大，董尧达
负责丈量具体面积和界线、排查调
解矛盾纠纷，他总是把工作做在前，
提前上门与群众商量着办，没有出
现一起矛盾纠纷。

“虽然到村工作只有短短一年
半时间，但他心里始终装着群众，平
常时刻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
来、危难时刻豁得出来。”太平村党
支部书记查旭红这样评价董尧达。

通讯员 檀志扬 张文燕

董尧达：退伍不褪色 当好群众“贴心人”

▲ 岳西县石关乡东冲村单季茭白田航拍图。
通讯员 储翔 摄

◀ 7月11日，在位于主簿镇余畈村的岳西县原生态果
菜专业合作社茭白分拣中心，工人们正在将茭白打包装箱。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摄

“小锅巴”的名号早就响了。最
近，跟她一起火起来的，还有一位皮
肤黝黑的“80后”驻村书记项龙和短
视频账号“Hi潜山”。

流量时代，火起来经常带着些
偶然，但这对“反差萌”的探村故事
在网红经济的浪潮中“出圈”，却有
一二必然。这当然少不了短视频团
队的深耕细作，更是真实、自然的海
量乡村元素在现代社会的价值突
围。它的价值绝不限于供人娱乐消
遣，也在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千条万条，让群众受益是第一
条。早在 2023 年暑假实习时，郭纯
就受邀协助打造“第一书记潜山分
团”IP 抖音号，“小锅巴”的外号也
逐渐响亮。去年底，小郭又成了“Hi

潜山”的探村主人公之一，继续推
动农副产品销售和推介文旅资源，
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评论区里，

“小锅巴和项书记啥时候来我们
村？”——这样的“表白”一个接着
一个，许多身在异乡的潜山人纷纷
留言表示想回乡谋发展。评论区
外，乡村特产的销路宽了，文旅火
了，乡亲们还学到了致富门路。可以
说，“Hi 潜山”之所以受到欢迎，就
在于真正让群众受益，从而赢得了
群众实实在在的口碑。毕竟，谁不说
俺家乡好，谁不愿咱家乡好呢？

第二，眼睛要向下。以轻松的方
式拍出接地气的视频——这是团队
对“Hi潜山”基本风格的定位。天然
的乡村背景，乡土的剧情，直白的

对话，真实的内容，接地气的主播，
不过度修饰的运镜和剪辑，这就是
一个“纯真度”很高的“村播”。镜头
前，项龙、郭纯与各村书记一本正经
玩梗、轻松活泼探村，让人有种“复
得返自然”的自在感。不难发现，视
频团队下足了功夫，眼睛向下、脚
踏实地，把村情摸得足够清，笑点
才能恰到“好处”，带着“泥土味”的
视频才能挠到游客的“痒处”。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点开“Hi
潜山”，每集不同的开场后，更令人
眼前一亮的，是每个村不同的乡土
风貌、精神气象。既尊重农村发展
原貌，又遵循不同村子自身发展规
律，有的种中药材，有的打文化牌，
一村有一韵，这些村子美得很不一

样。正是立足各自的具体情况，每
个村都在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最
优解”，或许他们还在跋涉探索，这
些藏于“深巷”的“酒”正在酝酿着
远播千里的“香”，各美其美，才能
美美与共。

“去看潜山175个美丽的村庄。”
第一期视频里，项龙和郭纯热情邀请
网友跟随他们的脚步去探村。

175 个村庄走遍之后，他们拍
什么？探过村，疑惑就被这对反
差 组 合 的 质 朴 和 视 频 的 清 新 亲
切打消：这个没有带货的短视频，
打开的是更多、更远的美好。探村
有画上句号的那一天，可生生不
息的永远是生活，那热气腾腾的
乡村生活。

这对“反差萌”远不止“看上去很美”
李 屹

它的价值绝不限于供人娱乐
消遣，也在创造更大的社会价
值。短视频打开的是更多、更远
的美好。探村有画上句号的那
一天，可生生不息的永远是生
活，那热气腾腾的乡村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