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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望江县赛口镇用抓工业
的理念推动农业发展提质增效，实现
从“绿色工厂”到“中央厨房”的华
丽转身，有效撬动了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实现年产值达4亿元，带动1万
余人就业创业。

一棵蔬菜的旅程

当日上午8时30分许，在望江县
赛口镇九华村的500多亩种植基地，
数十名村民采摘绿油油的上海青。

“我们从早上6点就来上班了，已经采
摘4吨上海青，运到蔬菜仓库了。”村
民何银晴说。

“我们从源头上选择种植上海青，
是因为销量大，供应渠道广。整个基
地流转土地500多亩，循环播种，如一
个‘绿色工厂’，年产蔬菜400多万斤。”
赛口镇九华村副书记曹竹根说。

九华村是一个从事面点行业的大
村，全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务工人员
都是从事这项工作，但是面点馅料一

直是一个“瓶颈”，在外从事面点行业
的赛口百姓，在制作面点中缺少面点
馅料，因此制约其发展。为此，2017
年，该村建起蔬菜种植基地，专业配套
生产面点蔬菜馅料，实现基地“工厂
化”，形成产销一体化。

九华村充分挖掘调动本地种植
业、农副业、面点加工业资源优势，
形成规范有序、运行安全、全程溯源
的蔬菜供销保障模式。据了解，2023
年九华村蔬菜业年产值500余万元，
带动周边40余位村民务工，2023年
发放工资112万元，村集体经营性收
入128万元。今年，该村将流转1000
多亩土地，扩大蔬菜种植规模，进一
步提高蔬菜的质量和产量，满足更大
的市场需求。

近年来，赛口镇积极发展蔬菜种
植产业，实现种植面积2000多亩，覆
盖6个行政村，不仅丰富了赛口镇的
菜篮子，为镇上的面点馅料加工提供
新鲜原材料，也拓宽了当地村民的增
收渠道。

一个产业链的图景

赛口镇坚持用抓工业的理念发展
现代农业，推动品牌打造和规模化、标
准化、工厂化生产，推动实现从“粮仓”
向“厨房”转变。

当日，走进位于赛口镇的北粮蒸
香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粮蒸
香”）馅料生产车间内，多条生产线正
火力全开。高温烫煮、第一轮清洗、冰
水冷却、切碎、第二轮清洗、甩干……
在自动化机械生产线上，工人和机械
相互配合。随后，一箱箱香菇青菜馅
料被装上货车，发往全国等地。从菜
地到馅料产品，一上午的时间，小小上
海青完成“华丽的转身”。

“每天超6000斤的包子馅料从这
里产出，随后被销往全国各地。”北粮
蒸香负责人曹永平说，“我们每天从九
华村蔬菜种植基地调菜过来，青菜差
不多三四天一趟，一趟一万五到两万
斤，平均每天几千斤。先漂烫、清洗，

然后全自动化切碎打包、冷冻、再发往
全国近百个城市。”

在顺口福食品生产车间，负责人
檀同贵说：“我之前在苏州做馅料生
意，2018年返乡创业，家乡的青菜、
糯米、菜籽油价格以及人工成本有优
势，但是酱油、食盐等原材料价格比
苏州贵上不少，运输成本也有所增
加。”檀同贵认为，价格高的原因就
在于产业聚集度不够高，“产业聚集
有利于企业降低综合成本，如果本地
有多家馅料加工企业，那么我们就有
更多的议价权，能够进一步降低生产
成本。”

目前，赛口镇面点加工市场主体
超2000户，赛口面点产业年产值达4
亿元，带动 1 万余人就业创业。近年
来，从赛口镇上走出去的面点行业‘头
雁’不少，出现了如食尚麦点、兴粮品、
粮增棒等面点连锁企业，有连锁面点
店铺1500多家。”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方明 蔡晨晨

从“绿色工厂”到“中央厨房”

7月19日，在“千年古镇”——望江赛口，数个蔬菜种植基地上，绿油油的小白菜、上海青等蔬菜长势喜

人，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篮，随后运往当地馅料加工厂生产车间，再经过分拣、漂烫、清洗、切割、甩

干、调馅、包装、冷冻……制作成各式面点馅料售往全国各地。

本报讯 连日来，位于皖西南地
带的望江县长岭镇赤湖村，中季水稻
和再生稻正陆续进入分蘖时期，当地
农户抢抓农时，充分利用植保无人机
开展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

“呼”……伴随着一阵马达轰鸣声
突然响起，只见田间地头上空，一架满
载着农药的大疆T40植保无人机高空
掠过，旋翼下巨大的气流推动着农药
雾流均匀喷洒在稻田，短短几分钟，大
面积稻田就被喷洒完了。附近的群众
纷纷站在路边，拍下这“新奇”一幕。

在赤湖村塔山屋“中稻＋再生稻”
种植基地，针对水稻二化螟、稻曲病、
稻瘟病等病虫害，当地农户采用植保

无人机进行喷洒农药作业。现场的无
人机操作员介绍道：“我们无人机一次
能装40升农药，在水稻种植期内，需要
进行三到四次的农药喷洒。相比传统
的人工防治，无人机喷洒一亩地仅需
不到2分钟，一架无人机一天的作业量
可达200亩到500亩之间。每亩地含
上农药的成本大概是20元左右，像我
们一般普通农户每家也就几亩地，打
一次药只需要100多元，人工成本仅为
传统的1/3，作业效率是人工喷药的20
倍以上，能减少农药使用量 30%以
上。改变了以往单家单户小面积的农
业劳作，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

“我家今年插了4亩多水稻田，去

年就已经用无人机打药了！以前用手
动喷雾器打药大半天的时间才能打
完，加上夏天气温较高，往往走一圈下
来就晒的皮肤刺痛，费力还费药，现在
有了无人机打药，轻轻松松几分钟就
完成啦！”正在树荫下乘凉的村民开心
地讲道。

据了解，无人机作业现成为当地
政府不断推广且应用较多的一项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新兴技术。科技智能的
普及，逐渐改变了当地以往单家单户
小面积的农业劳作，大大节省了人力
物力，相较于传统防治，无人机“飞防”
更高效、安全、节约、环保。

近年来，得益于乡村基础道路设

施的建设和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加
上优越的地势条件。今年，长岭镇赤
湖村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3500亩，占
全村耕地面积的66%，创历史新高。
预计全村秋粮总体产量将突破280万
公斤，可为当地农户带来400多万元
收入。眼下水稻陆续进入抽穗扬花
期，是产量形成和病虫害防治的关键
时期，截至7月中旬，长岭镇赤湖村
农田产区水稻已完成3000亩的水稻无
人机防控面积。农业部门多措并举保
障粮食生产，为夺取秋粮丰产丰收奠
定基础。

（通讯员 陈大伟 全媒体记
者 付玉）

科技助农 高效又轻松

近期，桐城市黄甲镇向阳村遭遇
暴雨洪灾，导致河水暴涨，其中何畈
片北冲河附近3个村民组房屋进水、
农田被淹、电器被毁。在这紧要关
头，驻村工作队第一时间会同村“两
委”从经历洪灾到灾后重建，挺身而
出、昼夜奋战，共同构筑防汛救灾、
守护家园的坚固防线。

运筹帷幄
下好防汛“一盘棋”

清理河道、加固堤坝、清理路边
沟，房前屋后排水沟、储备防汛物资
……自7月1日，接桐城市发布的防汛
预警后，向阳村驻村工作队会同村“两
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将预警
信息传达给村民，组织村民做好防汛
准备工作。

7月2日凌晨，暴雨倾盆。驻村

工作队和村“两委”紧急带领志愿者
赶赴北冲河附近村民家中，组织群众
转移地质灾害点4户 12人，低洼区2
户2人，危房户1户2人。在经过近两
小时努力，北冲河附近村民们在驻村
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带领下，安全
穿越涨势迅猛、水流湍急的北冲河，
全部转移至村部及村民亲戚家等临时
安置点。

“降雨过程持续、区域叠加，我
们要更加小心。”“我们要保护好自己
的家园。我是名老党员，也经历过几
次防汛，可以给年轻同志分享经
验。”“我身体好，我可以上……”在
危难时刻，向阳村驻村工作队和村

“两委”的身影一直在抢险抗灾和灾
后重建的一线。“十几天来，驻村工
作队和村两委都坚守在岗位上，每天
要走3万多步，睡不到4个小时。”桐
城市黄甲镇向阳村党总支书记张海燕

告诉记者。

凝心聚力
汇聚灾后重建“加速度”

连日来，向阳村摁下灾后重建
“快进键”。一处处抢修的画面，一个
个动人的瞬间，奏响了乡村重建家园
奋进强音。

7月18日，为了查看水利工程实施
的可行性，驻村工作队、村“两委”成员
及志愿者一行爬到了白龙沟、燕子崖、
十八湾、潘和庵等水源处，每到一处都
详细查看周边情况，并照相记录，初步
了解最原始数据，为后期水利工程实
施，奠定了详实的数据支撑。

“此次洪灾给向阳村造成道路水
毁塌方15处、房屋倒塌3处、房屋受损
13户、农作物被毁400余亩。”张海燕痛
心不已。

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驻村
工作队、村“两委”第一时间将辖区的
超市、小卖部的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
救援物资及时送到受灾严重的村民
组，并组织人员统计上报受灾情况，针
对部分村民房屋受损、家中淤泥堆积、
电器家具等受损严重等情况，带领村
民清理淤泥杂物、清洗物品，为受损道
路桥梁安装警示设施。

同时，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也
在第一时间寻求相关部门帮助和支
持，积极争取项目资金。7月10日爱心
人士李志飞、魏爱军、毕树林在知晓向
阳村的严重灾情后，第一时间和村书
记张海燕取得联系，秉承着“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互助精神，三位爱心
人士决定捐款人民币10000元，支持向
阳村防汛救灾工作，尽自己的绵薄之
力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
全媒体记者 许娟 通讯员 胡刚

驻村干部奔一线 灾后重建显担当

本报讯 7 月 23 日，走进岳西
县白帽镇江河村，映入眼帘的是宽
敞的街道、整齐的楼房，星马河绕村
而过，一辆辆载着农产品的致富货
车从蜿蜒曲折的山路驶向远方市
场，村民们在村内农民文化乐园里
悠闲散步、谈笑风生……如今的江
河村，已从昔日的重点贫困村蜕变
为白帽镇西部边陲的一颗明珠。

近年来，江河村不断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力度，全村共
发展茶叶580亩、水面养殖110亩、瓜
果采摘园80亩，种植生姜300亩并
建成生姜加工厂，另开发漂流等旅
游综合项目……一幅“产业兴、百姓
富、生活美”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正
在徐徐展开。

江河村将生姜作为主导产业之
一，全村生姜年产量可达 200 万

斤。此外，茶叶、水面养殖、黄牛
养殖产业等也是江河村大力发展的
特色产业。

在农旅深度融合方面，江河村
也蹚出了新路子。建有水果葡萄、
橘子、桃子等四季采摘园观光园，不
少游客慕名而来，大大辐射带动了
村民走上致富道路。乘筏漂流河
上，看奇峰秀木，听黄梅乡音；走进
采摘园，食原生态瓜果，享田园乐趣
……江河村里的“诗和远方”不仅让
当地村民尝到了“甜头”，更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游客。“以前我们都往外
跑，现在游客都到我们村来，幸福的
滋味真是越来越浓了！”正在农民文
化乐园里观看篮球比赛的村民笑呵
呵地说道。

（通讯员 黄生姜 全媒体记
者 汪秀兵）

岳西：
农旅融合绘就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凉泉
乡以创建四好公路为目标，大力推
动交通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着力关
注道路交通安全，打造群众满意的

“放心路”。
凉泉乡对村组主干道建立农村

公路分段包干机制，将养护责任落
实到村明确到人。道路养护人员严
格按照巡查制度，及时消除因恶劣
天气、自然灾害导致的路面隐患，为
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通行环境。同
时，在辖区S246、S211等重点路段常
态化设置交通劝导员，负责车辆引
导及协助行人安全过街，有效疏导
交通，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为村民的
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凉泉乡通过打造交通运输网
络，将产业的分散发展转化为集中

突破，连片发展艾草、党参等产
业。据统计，凉泉乡2023年以来药
材种植 2000 余亩、扩种茶叶 1500
余亩、水产养殖3万余亩、食用菌
80余亩、经果类1万余亩、木本油
料，油茶、薄壳山核桃等 2000 余
亩，全乡各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村均
增长近10万元。

凉泉乡结合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清洁凉泉等
活动，组织青年志愿者到各行政村
主要道路开展拾捡垃圾、清理沿路
违法广告标志标牌等各类活动，形
成“党员带头干，百姓跟着干”的
良好局面，进一步提升群众幸福
感、满意度。

（通讯员 徐根民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望江：“放心”公路促振兴

本报讯 近年来，宿松县九姑
乡扎实推进平安建设，进一步做好
群防群治、治安管控工作，努力形成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九姑乡按照乡村干部“一对
一”“点对点”结对机制，定期入户走
访帮助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纠纷、开
展宣传教育，确保群众安全感、政法
满意度水平进一步提升。乡综治中
心联合建设办、市场监管所、派出所
等相关部门，聚焦辖区重点场所扎
实开展住房安全、液化气使用、食品
安全等多项隐患大排查行动，有效
把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该乡通过各类宣讲会、村组微
信群、村广播、上门走访等方式宣传
平安建设成效、法律法规知识，并结

合发生在身边的典型案例，对群众
提出的法律咨询进行详细解答，引
导村民自觉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
法治意识。同时利用传统节假日、
群众性文艺活动，依托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所），将德治、法治和自治融
为一体，传承家风家训、乡风文明，
抵制高价彩礼、薄养厚葬等陈规陋
习，构建遵纪守法、尊老爱幼、睦邻
友善的社会风尚，营造平安创建和
谐氛围。

九姑乡积极推动辖区各类力量
资源向村组和家庭延伸，实现“大事
全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有效拓
宽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竭力打造
平安九姑。（通讯员 刘升华）

宿松：

深化平安建设 优化基层治理

本报讯 连日来，桐城市大关
镇由于前期强降雨造成辖区道路不
同程度受损，全镇道路多处路面坍
塌、路基损毁、道路阻断等水毁险
情，导致车辆和行人通行受阻。镇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对受前期强降
雨影响造成损毁的道路开展水毁修
复工作，确保当地群众出行安全。

大关镇麻山村欧家岭水毁路段
恢复工程共计2公里，由于该路段环
山修建，受强降雨气候条件及山谷
河沟冲刷因素影响，原路基部分被
雨水冲刷损毁严重。挡墙基础被掏
空，造成路基空陷。为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镇相关部门组织施工队紧
急实施道路修复工程。7月19日，在

该镇小关村陈庄组水毁道路施工现
场，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场
景。工人们正忙着挡土墙、路基填
筑等作业。该道路呈南北走向，受
强降雨冲击，道路损坏严重，造成群
众出行有风险。道路修复完成后，
将改善群众出行条件。

大关镇充分利用当前晴好天气，
抢抓施工黄金期，保安全，抓质量，
促进度，确保水毁道路尽快恢复正
常通行。截至目前，该镇投入挖掘
机3台、渣土车5台，施工人员20余
人，清理边坡塌方137㎡，修复边坡路
肩80㎡，修补混凝土路面45㎡。

（通 讯 员 刘 赟 全 媒 体 记
者 许娟）

桐城：
修复水毁道路 保障出行安全

7 月 19 日，怀宁县小市镇政府工
作人员在张贴“节约用电，从我做起”
标识。

夏季用电高峰到来，怀宁县号
召广大干部职工切实增强节约用电
意识，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
从现在做起，带头节约用电、有序
用电、合理用电，积极践行绿色低
碳生产生活方式，保障全县能源平
稳运行和可靠供应。

通讯员 檀志扬 张瑞 摄

节约用电

从我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