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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当前正值秸秆焚烧高发期，为切

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迎江区龙狮桥乡提
前谋划部署，多措并举开展秸秆禁烧宣传工
作，营造秸秆综合利用与禁烧的浓厚氛围，让
秸秆禁烧政策入脑入心。

该乡各社区采取悬挂横幅、张贴标语、微
信群转发等多种方式开展全方位宣传，同时，
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走访种植
户、走进田间地头，发放秸秆禁烧倡议书，面
对面向群众宣传秸秆露天焚烧的危害和秸秆
综合利用的价值，使秸秆禁烧意识深入人心。
下一步，龙狮桥乡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营造
秸秆禁烧人人有责、人人负责的浓厚氛围，真
正做到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政策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通讯员 涂雯雯 刘玉霞）

龙狮桥乡：多举措开展秸秆禁烧宣传

本报讯 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为给广大
群众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望江
县杨湾市场监管所积极行动，全面开展节前
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工作。

该所联合杨湾镇食安办成立了专项检查
小组，对辖区内月饼生产企业、超市、餐饮
单位等进行了拉网式排查，检查内容涵盖了
食品原料采购索证索票、生产加工环境卫
生、食品添加剂使用、食品保质期管理以及
冷链食品存储等多个关键环节，同时加大对
市场上流通月饼的抽检力度，严厉打击假冒
伪劣、过期变质等违法行为，让消费者买得
放心、吃得安心。杨湾市场监管所还鼓励消
费者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形成全社会共
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孙月芳）

杨湾镇：开展节前食品安全检查

林下崛起中药材产业

森林是中药材的宝库，潜山市
分布有药用价值的植物达957种，
是安徽省十大药材基地县。近年
来，该市以石斛、天麻、西洋参、黄精
等道地中药材种植为着力点，发展
林下中药材种植产业，为国有林场
注入了全新活力，也为林农增收致
富开辟了新路径。

9月4日，阳光热辣滚烫，在海
拔近千米的天柱山林场和平场区，
一棵棵高大的松树挡住了阳光，打
造出一片“清凉世界”。松树下，鹅
卵石铺就的苗床错落有致，一丛丛
碧绿的石斛附生在石头上，枝繁叶
茂、长势喜人。

“我们种的潜斛一号，是公司培
育的米斛新品种，采用的是仿野生
种植，在大棚驯化2年后移栽到林
下种植，这些都已经在林下长了四
五年，今年已开始采收。”该石斛基
地技术员朱邦国介绍，天柱山一带
本就长有野生石斛，基地模拟石斛
原生地温度、湿度及生长环境，用
鹅卵石、树皮铺就苗床，用喷灌系
统来增加湿度和水量，石斛不仅长
势好，而且有效成分接近野生石斛
水平。朱邦国所供职的现代农业
公司2015年落户潜山后，便在天柱
山林场流转了 2000亩山林用于林
下种植仿野生石斛，目前已种下石
斛 1200 多亩，基地先后荣获“全国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十大皖药”
产业示范基地、“森林生态标志产
品示范基地”等称号。

“这种仿野生种植的石斛，产量

虽然不高，但效益可观，市场价格
是大棚种植的4倍，年均亩产值可
达20多万元。”该现代农业公司总
经理冯维一介绍，公司落户潜山近
十年，现已建成石斛育苗基地、林
下仿野生种植基地和石斛研发中
心，开发出了石斛花、石斛粉、石斛
枫斗等产品，并创新推出林下仿野
生石斛认养销售模式。公司全年
能带动周边用工350户、600人，户
均增收7000元左右。

同样尝到林下发展中药材甜
头的还有林农石建磊。2021年，他
看好天柱山林场优越的生态环境，
流转了600亩山林，发展林下仿野
生天麻种植。

“天麻最适宜在海拔 800 米以
上的山林种植，我们选取野生天麻
种源，在温室里用人工授粉，两年就
能收获一批天麻。”说话间，石建磊
用手拂去天麻地上的松针，挖出一
个天麻块茎向记者展示：“这是去
年养的菌，今年 3 月播的天麻种
子，现在已经长到了 3 两重，到 10
月中下旬便可采挖。”

“今年预计能收获 60 万斤天
麻，现在行情好，鲜货价格已达到每
斤20元，亩产值能达20万元。”算着
丰收账，石建磊喜笑颜开，他的天麻
生长在海拔近千米的山林间，品相
好品质高，不愁销，才出地头就会被
药材加工商收购走。今年，他又在
驼岭林场流转了500亩山林，带动
当地村集体和村民发展林下天麻仿
野生种植。因为天麻重茬种植会影
响产量，他又摸索出了天麻与黄精、
淫羊藿等中药材轮作种植。天麻收
获后，将废弃的杂木进行粉碎，撒在

地里当作有机肥，再种上黄精，3年
后，每亩可再收1万斤黄精。

林下种植中药材，不仅充分利用
了林下空间资源，还促进了林木生
长，带动了林农增收。潜山市充分发
挥资源优势，已建成百亩以上石斛、
西洋参、天麻、黄精等林下中药材种
植基地26个，面积达2.16万亩，年产
中药材 3700 吨，综合产值达 2.8 亿
元，林下中药材产业已成为潜山市

“双招双引”重点推介项目之一。

多样化发展林下经济

森林郁郁葱葱，林下大有可
为。在潜山这块森林宝地上，蓬勃
发展的除了林下种植中药材，还有
林下养殖和森林康养。

9月4日，在潜山市槎水镇乐明
村一片绿意盎然的竹林下，一群仿野
生养殖的梅花鹿正悠哉地吃着草。

乐明村地处深山，森林资源丰
富。2018年，在外创业多年的储少
翔决定回到家乡发展养殖产业。
在选择养殖品种时，他的第一要求
便是附加值高。外出考察时，他得
知养殖梅花鹿前景好，经济价值
高，而且“南鹿北养”技术已经成
熟，他随即决定发展梅花鹿产业。

梅花鹿全身是宝，国内梅花鹿
养殖多以圈养为主。这次储少翔不
走寻常路，决定发展仿野生养殖的

梅花鹿。
“古语云‘呦呦鹿鸣，食野之

苹’。山上有很多中草药，这些鹿每
天在山上吃着草药，喝着泉水，体质
好，不容易生病，药用价值也更高。”
提到自己的鹿，储少翔骄傲地说。

储少翔在山上养了100多头梅
花鹿，每年他会采收鹿茸，制作鹿茸
片、鹿茸血酒和鹿茸酒等产品。梅
花鹿的寿命为20岁至35岁，收获鹿
茸的年限一般在15年以上，一头梅
花鹿一年能割6斤鹿茸。因为生长
环境好，储少翔生产的鹿茸产品通
过网络销往全国各地。

今年，储少翔的鹿园更热闹
了，每天都有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体验喂鹿。“这得益于村里引进的
露营项目，让我也吃上了‘旅游
饭’。”储少翔说，今年初夏，乐明村
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招引来了青
年创客胡瑞，在鹿园打造露营项目
和“村咖”。7月初，项目开始营业
后，便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
打卡。储少翔和胡瑞合作开发了
喂鹿项目，他还开起了农家乐，推
出“全鹿宴”，有了新的增收渠道。

念好“山”字经，做活“林”文章。
当前，潜山林下养殖产业正不断释
放“生态红利”，已形成“林鹿”“林
畜”“林禽”等养殖模式，建成千亩林
下养殖基地16处，带动养殖企业32
家、农户320户发展林下养殖，养殖

总面积达13万亩，产值达6.5亿元。
此外，潜山还大力发展森林旅

游新业态。围绕打造“长三角生态健
康后花园”目标，该市以天柱山为引
领，探索“森林+”发展模式，成功引
进高山滑雪、低空飞行、峡谷漂流、
森林体验等新业态，推进森林康养
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该市森林康
养面积达33万亩，有省级森林人家
23家、森林民宿35家、农家乐（林家
乐）235家。2023年，潜山市接待森
林康养游客1200.89万人次，经营收
入80.66亿元。森林旅游、森林康养
带动 2 万余名群众稳定就业，越
来越多的群众吃上了“旅游饭”。

在潜山，广袤的森林不仅孕育着
丰富的物产，更孕育着无限的希望。
越来越多的农民投身于林下经济的
发展浪潮，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在绿色
的山野间描绘出一幅又一幅丰收的
画卷。下一步，该市将继续探索林下
经济的新模式、新途径，积极推进林
下经济产业与国家储备林项目深度
对接，高位引进森林康养和中药材种
植加工项目；进一步提升产业附加
值，延长产业链条，将先天资源优势
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力争在

“十四五”末，林下经济总产值超100
亿元。同时，该市加强生态保护，确
保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让这座
绿色“钱库”永远丰盈，让“绿富”双
赢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延续。

林下“掘金”“绿富”双赢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杨文帅 潘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完善落实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强调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地处大别山东

南麓的潜山市，森林覆盖率达54.4%，140.5万亩

森林蕴藏着丰富的林产品。近年来，潜山市依托

良好的森林资源优势，积极探索林下经济发展新

路径，通过做活林下种植、做实林下养殖、做强森

林康养，不断拓宽“两山”转化路径，走出了一条

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新路。2023年，该市

林业总产值147.6亿元，其中林下种植、林下养

殖、林间采集、生态旅游年产值达95.56亿元。

本报讯 近年来，宿松县九姑
乡积极挖掘乡贤资源，建立乡贤人
才库，通过“乡贤+基层治理”“乡贤+
产业发展”“乡贤+公益慈善”等举
措，积极探索实践“乡贤+”新模式，
奏响乡村振兴“合奏曲”。

今年以来，在九姑乡油坊村付
坂组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张
中华等乡贤同乡村干部一起上门宣
传，带动群众积极参与，掀起了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的热潮。今年清明期

间，油坊村付坂组顺利迁坟38棺，
为当地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移风易
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九姑乡邀请乡贤到乡综治中
心、村委会担任调解员，充分发挥他
们自身的威望和影响力，参与矛盾
纠纷调解和乡村治理，推动全乡社
会大局的和谐稳定。该乡鼓励本乡
本土乡贤进入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依托文明实践站参与环境整治、

“一事一议”、移风易俗、法律宣传

等活动，积极弘扬文明新风尚。
九姑乡坚持乡贤和产业发展紧

密结合，引导乡贤立足自身资金、
资源、技术等优势，发展致富产业，
助推乡村经济蓬勃发展。该乡单
岭村乡贤周万霞流转20亩荒山，建
设生态养牛基地，发展养殖西门塔
尔牛和繁育牛犊，同时带动周边其
他养殖户共同致富。该乡新安村乡
贤胡飞凤创办安徽合兴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建立蛋鸡养殖基地，年蛋鸡

存栏量达5万只左右，年出产鲜蛋
达1500万枚，年创总产值1200余万
元，并吸引数十名周边群众到基地
务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九姑乡以“乡土、乡情、乡愁”为
纽带，把广大乡贤动员起来、组织起
来、凝聚起来，在助学帮教、助老扶
弱等领域构建慈善合力，汇聚乡村
振兴正能量。该乡九姑村乡贤郑英
豪以宿松公益协会九姑联络站为依
托，积极开展助残助孤活动，今年以

来，他组织志愿者走访孤寡老人、残
疾人员和孤儿，共为13户特困家庭
送去了生活用品和慰问金，并到九姑
敬老院开展义务志愿服务活动，充分
展现了乡贤反哺桑梓的深厚情怀。

下一步，九姑乡将继续创新乡
贤工作方法，搭建乡贤交流平台，
不断凝聚乡贤力量，发挥乡贤作
用，共谋家乡发展，加快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
（全媒体记者 许娟 通讯员 刘升华）

“乡贤+”聚力量 奏响振兴“合奏曲”

天柱山林下仿野生石斛种植基地。 通讯员 王学胜 摄

本报讯 9月6日上午，2024年安庆市民
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文艺汇演活动
在人民路“前言后记”广场举行。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等
部门主办，迎江区宜城路街道党工委、南水
回族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承办。文艺汇
演在开场舞《盛世欢歌》中拉开序幕，舞者们
身着华丽的服饰，以欢快的舞步和灿烂的笑
容，表达了各族人民对和谐社会的赞美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随后，黄梅戏经典唱段
《花开花放》的上演，让观众们领略到了安庆
传统文化的魅力；情景短剧《警惕诈骗新手
法 不做电诈工具人》通过生动的表演，提醒
观众警惕诈骗的新手法。整场演出精彩纷呈，
舞蹈、独唱、旗袍秀等节目轮番上演，赢得了现
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通讯员 马婷婷）

迎江区：奏响民族团结进步和谐乐章

本报讯 9月 4日，中国青年博士联盟产
学研转化中心成立仪式在怀宁（松江）科创
中心举行，这是怀宁经开区在上海设立的

“反向飞地”。此次中国青年博士联盟产学
研转化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怀宁（松江）科创
中心与高校以及高层次人才的深度合作又
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为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机遇，怀
宁县政府于2019年在上海松江建立“科技创
新中心”，构建“孵化在上海、产业在怀宁，研
发在上海、生产在怀宁，前台在上海、后台在
怀宁”的两地协同创新模式，打造合作共建
示范基地。 （通讯员 曹成林 孟建岭）

怀宁经开区：借力“飞地”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