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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孔城镇
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引领作用，紧扣“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目标，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养
殖业、改善人居环境、推进基层治
理，凝聚起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
强大合力。

9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孔城镇
铁山村养牛户余富华家的牛栏舍时，
远远地就听见“哞哞”的叫声。进入
栏舍，映入眼帘的是体格健壮的西门
塔尔母牛和活蹦乱跳的小黄牛。一如
既往，这天余富华开门的第一件事依
然是照料她的“牛宝贝”，投放饲料
让它们大快朵颐又是其中第一步。

“在镇里的农业部门和村里的帮
助下，我们家的肉牛养殖规模由最初
的2头扩大到现今的15头，每年能有
10万元的毛收入。”余富华说。

近年来，铁山村党总支在深入调
研的基础上，确立把特色养殖产业作

为农民致富、村集体增收的主导产
业，扶持村民养殖肉牛、羊以及尝试

“大桶养鱼”，均获得不错的收益。截
至目前，铁山村牛羊等养殖户已发展
到13户，全村牛羊年出栏量450头，
实现产值360余万元、利润110万元；

“大桶养鱼”全年出鱼2批次，产值
42万元，获得收益20万元，为村集
体增收1万余元。

铁山村党总支书记程亮介绍，根
据该村的气候、土壤等情况，村“两
委”班子积极拓展特色种植助力村集
体经济增收。村委会成立桐城市嘉农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利用村集体荒地
与村民房前屋后空地种植中药材白
芨，农民以土地入股公司。采取“1+
1 +8”比例分红 （村民获得收益的
10%，村民组获得收益的10%，公司
获得收益的80%），目前产值约14万
斤，收益11.2万元，让乡亲们在家门
口就能走上致富路。

此外，铁山村党总支还积极争取

农田基本建设项目落户铁山村，利用
项目资金治理农田总面积达到 5900
亩，做到了旱能灌，涝能排，机械能下
田，农户农业收入得到保障。

村集体有了“活钱”，铁山村党总
支积极实施“书记项目”，投入 48 万
元资金对中心村庄人居环境进行整
治，村民筹资6000元、酬劳 50 人次，
对笪庄、东村、汪壕三个自然村庄实
施美丽提升行动，极大提升了村容
村貌。

“我们年纪大了，儿女又不在身
边，自己烧饭不方便，之前就只能糊弄
一餐是一餐。现在村里开办了老年助
餐点，中午十一点半准时吃饭，不仅方
便，饭菜还对我们胃口。”谈到村集体
有了“活钱”之后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72岁的村民何传明第一时间想到了老
年助餐点。

为有效解决居家老年人“就餐难”
问题，推进村级养老服务事业，铁山
村党总支创办了铁山村老年助餐点，

让辖区老人享用“安心午餐”服务。
老年助餐点解决了老年人的“急难愁
盼”，托起了老年人的“幸福餐盘”，
受到了村民们，特别是老年人群体的
广泛好评。同时，铁山村党总支还创
新做法，设立留守儿童关爱驿站，组
织村青年、党员志愿者开展阅读与文
化课辅导服务。既防止留守儿童玩水
溺水，又能督促他们完成假期作业，解
决了在外打工家长的后顾之忧。近年
来，铁山村的“一老一小”服务创出了
特色，多次被省市媒体采访报道。

“不只是铁山村，我们孔城镇各
村都在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立足
本村实际，积极探索产业兴旺新路
径。”孔城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汪
正举告诉记者，该镇各村通过鼓励、
引导群众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富民，
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提
供强大的内生动力。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春富）

桐城市孔城镇积极探索产业兴旺新路径——

集体有“活钱”群众展笑颜

本报讯 近年来，怀宁县小市
镇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特色优势，广
泛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取得
显著成效。

近年来，小市镇良湖村与安徽
永恒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结对，通过
安徽永恒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政策扶
持资金3万元，用于单品种优质水稻
项目建设，每年村集体从中获得经
济收益20万元。同时，积极帮助永恒
动力宣传招工信息，帮助企业解决

“用工难”问题，实现双向奔赴。
良湖村单品种优质水稻项目实

施过程中，8户脱贫户参与土地流
转入股，2户脱贫户参与项目管理
工作，带动周边群众务工 300 人
次，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
力。怀宁千屹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经营范围主要包括蛋鸡养殖、销

售，苗木种植等，由小市镇返乡创
业大学生李谢军创立，荣获第七批
安徽省返乡创业示范基地称号，带
动周边群众务工人数达到200余人。

在小市镇平坦社区和美乡村产
业项目建设过程中，在外成功人士
积极搭桥引线，成功引进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福建润霖农业集团，打
造产加销一体、农文旅融合的现代
农业产业园，推动稻米、油菜、紫
薯等特色产业规模化、全链条发
展，带动社区周边100余人实现家
门口就业，户均增收近2万元。今
年暑期，小市镇在外成功人士何晓
春、陈宗仁、汪春生等人，积极筹
措资金25000元，资助小市镇贫困
学子十余人圆梦大学。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刘舰宇）

怀宁：

“万企兴万村”共画乡村振兴同心圆

本报讯 宿松县洲头乡积极探
索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产
业带动、农民参与”的新型农业生
产经营模式，实现订单农业生产助
力种植户降本增收。

今年来，洲头乡充分利用春耕
备耕好光景，组织龙头企业、家庭
农场、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等经
营主体负责人和乡村产业发展带头
人，召开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推介
会，宣传推介新兴农业生产服务模
式，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基于华阳河农场在开展农业社
会化服务方面具有的科技实力强、
规模化种植、品牌化经营、现代农
业设施完善、抗风险能力强等优
势，洲头乡积极加强垦地合作交
流，整乡推进与农场开展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今年，首次推广便实现
了签订 2 万余亩高粱生产托管协
议，涉及全乡37个规模经营主体，
实现从“种下去”到“收上来”产
业链服务全覆盖。

洲头乡全面推广耐病抗倒、适
宜机收、市场表现好的品种，农技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服务，指导种植户
克服天气影响，开展高粱抗灾自救
和病虫害防治，确保稳产丰收。该乡
利用晴好天气抢收高粱，提前给种
植户调配好专业收割机械，并开展
机手安全作业培训，指导机手有序
安全开展收获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据了解，洲头乡2.1万亩订单高
粱在9月份已全面完成收割，平均
亩产在350至 400公斤，总产量达
到798万公斤。

（通讯员 胡锦文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宿松：

订单高粱生产提质增效

本报讯 今年来，桐城市双港
镇福桥村坚持以“乡亲乡建”主题
活动为抓手，精准衔接村内闲置资
源，落地“40亩阳光蔬菜大棚”项
目，盘活基层人才工作“一盘
棋”，将人才资源切实转化为集体
经济发展“新动能”。

福桥村深入挖掘乡贤资源，做
好村级人才和资产资源的摸底工
作，建好人才库。该村善用乡贤资
源，通过“以情招商”模式，引导
他们“离乡不离党，离家不忘
家”。乡贤代表、安徽皖拓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汪总经理在得知福桥村
利用闲置土地资源打造40亩阳光蔬
菜大棚，立即入股 10 万元予以支

持，并说道：“最甜不过家乡水，
最醉不过家乡情，作为福桥人，我
不仅要勇担企业发展责任，更要反
哺家乡，为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
量！”目前，福桥村40亩阳光蔬菜
大棚已有两座大棚种上蔬菜，其余
正在进行整地、施肥等。

福桥村充分利用春节、端午节、
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开展慰问活动，
今年来，走访慰问返乡人才及家属8
人次。同时，该每年召开表彰大会，
组织评选优秀乡贤对表现突出的乡
贤，予以表彰，营造全社会争当乡
贤、共建家乡的浓厚氛围。

（全 媒 体 记 者 许 娟 通 讯
员 汪栋红）

桐城：

“乡亲乡建”激活发展新动能

10 月 1 日，宿松县首届湖畔音乐
节在高岭乡枫林村文旅小镇举行。

活动中，安庆市内知名音乐人及
本土优秀歌手用动人的旋律、深情
的歌词为大家带来了精彩演绎。《我
爱你中国》《中国我为你歌唱》等经
典名曲，更是唱响大家爱国情怀，奏
起节日激情。

通讯员 吴金旺 摄

歌唱祖国

本报讯 9月30日，“安徽香榧
之乡”岳西县五河镇康馨祥响山香
榧基地迎来集中采摘期。在香榧基
地，工人们正抢抓有利天气，抓紧采
摘青果，搬运、装箱、称重、剥皮……
所有工序都在有条不紊进行。

“以前，这一片山场全是茅草
山，森林防灭火压力很大，通过种植
香榧，不仅能遏制茅草生长，改善当
地生态环境，还能带动村集体和群
众‘双增收’！”响山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刘王龙说。

据刘王龙介绍，响山香榧基地
共流转山场共3000余亩，完成栽植
超2000亩。

“由于响山村香榧基地土壤透

气性好，山场地形利于排水，且香榧
抗旱、抗寒能力强，因此十分适宜种
植香榧，收成也较为稳定。今年挂果
将超500亩，初步预计产出青果2万
斤，收益将达 20 万元，可带动周边
群众户均增收 3 万余元。”响山村
香榧基地负责人刘江兴介绍。

五河镇是全省最大的香榧主产
区之一，全镇现已流转茅草山3万余
亩发展香榧，完成栽植近万亩，近两
年香榧基地陆续挂果，并迎来采摘。
香榧产业将成为该镇主导特色产业
和“金字招牌”，也是村集体和群众
增收的“黄金产业”。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王锋）

岳西：

2万亩香榧陆续挂果采摘

本报讯 近年来，怀宁县公岭镇
充分调动非公企业党组织，发挥企业
优势与企业力量，推动党的建设和非
公企业发展同频共振，将非公企业党
建融入中心工作，以“小举措”谋划“大
发展”，让党建工作成为激活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红色引擎”。

以“小车间”学“大理论”

公岭镇非公党组织精心制定学习
计划，多维度丰富学习形式，将学习课
堂延伸，实现企业党员学习教育全覆
盖。各非公党支部采取“带头自学+集
中研学”的模式，坚持“线上线下”相结

合，充分利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
组织生活内容，强化政治理论学习，确
保党员学习不缺课、不掉队。9月以
来，公岭镇组织辖区非公有制企业党
支部书记集中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同时，非公党组织党建
指导员进工厂下车间通过“培训帮
学”“上门送学”等方式，深入企业
开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活
动，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入
心入脑、走深走实。

以“小平台”促“大增收”

公岭镇积极动员非公企业，勇担社

会责任，鼓励有实力的企业结合自身优
势，将企业发展融入乡村振兴，为全镇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注入“新动能”。为帮
助销售农产品，让村民富起来，该镇发
挥龙头企业联农带农辐射作用，利用自
身资源优势，搭建平台，辖区内两个蓝
莓龙头企业帮助村集体销售蓝莓9万
余斤，带动村集体增收达108万余元；提
供就业岗位，同时，积极发挥蓝莓产业
集群优势，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以“非公
党建+就业”模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其中怀宁县帅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党支部今年已带动周边群众300余
人就业；怀宁县金达生态农业科技园积
极参与和美乡村建设，出资1万余元助

力三铺村人居环境整治。

以“小事件”展“大情怀”

公岭镇组建非公企业党员志愿服
务队，积极开展“夏日送清凉”“助力爱
心超市”等活动，为环卫工人和“积分
超市”捐物捐款，同时，志愿服务队还
积极参与防汛抗旱工作，协助村级水
库堤坝巡逻工作。今年以来，公岭镇非
公企业党组织结合主题党日，共开展
志愿服务36余次，助力企业在承担社
会责任的同时，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形成凝聚共识合力。
（通讯员 徐蕾 全媒体记者 付玉）

“以小见大”激活非公企业“红色引擎”

本报讯 望江县凉泉乡融合美丽
乡村建设，激活土地资源，优化产业
结构，引导各村因地制宜推广特色种
植，打造农业品牌，拓宽群众致富
路，为助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寻“路”

经过长期的探索，凉泉乡依托独
特的山水资源和自然地理条件，设立

“农业兴乡”的发展目标，将特色农
业作为凉泉乡新的经济增长点。截至
目前，凉泉乡现有铁皮石斛、芡实、
党参、板蓝根、决明子等中药材20余
种，累计中药材在地面积近万亩。

为发展壮大药材产业，凉泉乡
探索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龙头企业
或合作社带头，在全乡范围内建立
药材基地，农户通过在基地务工，

实现收入。
凉泉乡壬辰占村紧紧围绕乡村

振兴战略，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将
芡实种植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
径。凉泉乡联合厚德种植专业合作
社积极探索芡实种植技术，推动产业
升级，助力农民增收。据了解，合作
社目前拥有芡实种植面积 3000 亩，
年产值高达225万元，成为了当地农
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合作社带动了周
边80多户农户参与芡实种植，实现
了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的双赢。种
植户何宗超表示。

“我在药材行业摸爬滚打快40年
了。起初，我自己种植、采集和销售
药材。如今，我改变了经营方式，成
立公司和种植基地基地，带动乡亲们
共同推进中药材产业的发展。这样的
模式不仅让我增加了收入，也让村民
们走上了致富道路，促进了凉泉乡特

色农业产业的持续繁荣。”凉泉乡的
“药材大王”何宗超说道。

延“线”

凉泉乡积极拓展中药材产业链，
覆盖从种植到粗加工的各个环节。除
了基础的中药材种植，乡里还投资建
立了一套包括清洗、切片、研磨等工
艺的初加工体系。随着药膳作为结合
中医和食疗的新型产品受到欢迎，凉
泉乡结合地方美食文化和现代健康理
念，推动食旅结合，利用当地中药材
资源，致力于打造成为药膳康养的示
范乡镇。

“药膳是一种结合中医理念的饮
食方式，我们在使用时要注意个体
差异，辨证施膳，适量食用，选择
新鲜食材，遵循医嘱，顺应季节变
化，避免食物相克，长期观察身体

反应，并合理搭配食材与药材，采
用健康的烹饪方法，以确保药膳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这是日前凉泉乡
开展药膳培训时营养讲师向大家做
讲解的场景。

凉泉乡位于望江腹地，境内山清
水秀，地盛物丰。该乡依托地域禀
赋，在探索发展药膳产业的过程中，
深入挖掘传统民间美食，结合当地中
药材元素，成功开发出了芡实炒虾
仁、芡实糖水、石斛乌鸡汤、党参蒸
鸡、凉拌板蓝根等极具凉泉特色的
代表药膳，深受当地居民和外地游
客的喜爱。

如今的凉泉，根据药材的生长周
期，已经形成了“长短结合、以短养
长”的局面，凉泉特色农业产业焕发
出勃勃生机。

（通讯员 姚文涛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做强特色产业 富民增收处处好“丰”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