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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的潜山，遍地斑斓，满目皆
景，游客纷至沓来，文旅市场十分热
闹。今年“国庆”假日期间（10月1日至
7日），潜山市共接待游客近44.7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2.34亿元，同比增长
20.81%和30.84%。而放眼今年前三季
度，潜山文旅交出的答卷也十分亮眼，
1-9月该市共接待游客1274.53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100.98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20.15%和20.23%。

去年以来，潜山市抢抓“大黄
山”发展战略机遇，实施“文旅登
高”行动，不断丰富产品供给，积极
培育文化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全面激发文化旅游市场消费活力，让
潜山文旅“吸睛”又“吸金”。

开辟“旅游+”新玩法

在大黄山建设的新起点上，潜
山市积极营造旅游发展新场景，开
辟“旅游+”新玩法，助推旅游市场
蓬勃发展。

9月30日，2024国际生态拉力杯
（中国站）暨2024大黄山国际生态汽
车拉力赛安庆赛段正式比赛在潜山市
举行，80名国内外知名车手驾驶国产
新能源汽车，从天柱山地质博物馆出
发，经美丽的环天柱山线路，到达皖
水余井大桥终点，竞技全程70公里。

开赛前夜，潜山市还举办了文旅
产品推介会，向参赛车手及嘉宾推介
潜山，把赛事活动的“流量”转化为文
体旅产业的“留量”和“增量”。近年
来，潜山市持续开展“跟着赛事去旅
行”系列活动，成功举办各项国内国际

赛事，打响了潜山市高端体育赛事品
牌。同时，丰富多元的体育赛事活动，
也推动了山地越野、攀岩漂流、高山滑
雪、低空飞行、长板速降、滑板运动、溯
溪越野等蕴含运动元素的旅游新业态
不断涌现，吸引了更多人从“参加一场
赛”转向“玩遍一座城”。

作为潜山市的龙头景区，天柱山
景区也在不断推出新场景、打造新玩
法。随着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
的爆火，天柱山作为游戏中的重要取
景地之一，受到了广大游戏玩家和游
客的热烈关注。国庆假期，天柱山景
区推出了“黑神话悟空”主题角色扮
演互动活动，活动精心挑选了《黑神
话：悟空》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位角色
——金池长老 （以大头娃娃形象出
现）、天命人 （即黑悟空） 以及葫芦
道人 （由袁守城扮演），他们以生动
的角色扮演形式与游客们近距离互
动，让游客仿佛置身于游戏世界中。
该景区还推出了夜游天柱山活动，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国庆假期，
天柱山风景区接待游客21万人次，门
票收入1540万元，同比增长16.8%和
55.75%。

重点景区人气爆棚，乡村旅游也
备受青睐，尤其是藏匿于青山绿水间
的“村咖”，更是成为了“顶流”。

“国庆假期，我们3家门店日日爆满，
日均游客达2.5万人次，总计营收22
万元。”在潜山市的乡村开有3家咖啡
馆的“青年创客”胡瑞说。

这些开在稻田里、山谷间的咖啡
馆，也为乡村带来了流量，推动了当
地餐饮、住宿等发展。国庆假期，在

潜山市王河镇，田野咖啡打卡点日均
游客达 2000余人次，其旁边的大枫
树、舒景佳园民宿日日满房，国庆期
间餐饮民宿收入超30万元。在水吼镇
天柱村万山民宿集群，根号咖啡和暮
迟乐队入驻民宿群综合配套服务中
心，为游客增添了新的休闲业态。国
庆假期，万山民宿集群入住游客爆
满，一房难求。

潜山市按照“微景区、小投入、
聚流量”思路，用一杯咖啡连结乡村
与城市，会同乡镇打造南北咖啡痘姆
（喜州版）、王河 （巴厘岛版）、鹿鸣
谷、大地茶咖等乡村旅游打卡点。这
一独特的乡村新业态也正成为乡村旅
游的新亮点和文化消费的新宠儿。

多元融入大黄山建设

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强调，要
加快大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康养旅
游目的地建设。作为“大黄山”的
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潜山市将聚
力文旅“登高”，做强全域旅游，建
设全景潜山，力争全年留宿游客增长
30%以上。

潜山充分整合境内旅游资源，以
天柱山为核心，以潜河、皖河为两
翼，以“高山流水”风景廊道为主
线，着力打造环天柱山乡村旅游综合
度假圈。去年以来，该市整合天柱山
旅游发展公司、舒州乡村振兴公司、
远方森林公司三家国有企业，组建天
柱山文旅集团，统筹开发全市文、
旅、乡、林资源。聚焦文旅产业延链
补链强链，启动龙潭河景区、环天柱

山乡村旅游度假区、天柱山入口片
区、皖水流域综合开发、和美舒州、
天宁寨-龙井巷历史文化街区等系列
重大项目，续建、新建和计划开工项
目共34个，总投资额超100亿元。以
天柱山为龙头、辐射全市17家3A级
以上景区和58个景点的“大天柱山”
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潜山强化国际视野、对照国际标
准，打造天柱山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形成引领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核；同时，结合四宜特色村庄理念，
在水吼、天柱山、龙潭环天柱山景区
的民宿集群，大力发展休闲康养度假
配套业态；在痘姆等乡镇按照“微景
区、小投入、聚流量”思路，围绕休
闲度假、生态康养、文化体验、现代
服务等，邀请专业机构对区域进行整
体策划，推出小而精、小而美、小而
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推进数字游民
社区建设，营造乡村旅游浓厚氛围；
在城区完善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围绕夜游、夜购、夜娱、夜食、夜
练、夜读等夜间消费体验活动，加快
推进天宁寨-龙井巷历史文化街区建
设，培育多元化夜间消费业态，实现

“日游天柱、夜游皖城”。
接下来，潜山将依托大黄山带来

的大IP、大机遇，抢抓高质量发展的新
增长点，实施“文化、科技、金融、生态”
赋能，促进“文旅、乡旅、林旅、山城”融
合，做精产品、做足特色、做优服务、
做大规模，全力推动潜山文旅产业发
展再上新台阶。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潘艺

拥抱“大黄山”绽放新光彩

潜山文旅“吸睛”又“吸金”

在担任村党总支书记的 3 年里，
他凭着一腔对乡土的热爱和一种坚韧
不拔的精神，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振兴
之路，其所在村荣获安徽省一村一品
示范村、安徽省美丽乡村中心村、安
徽省第二批省级乡村治理示范创建
村、安庆市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
等称号，其本人获得市级先进个人、

“宿松好支书”、全县优秀共产党员等
殊荣。他就是宿松县华亭镇黄大村党
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朱旭钊。

凝心聚力，找准党建引
领“新路子”

2021年10月，身为退役军人又有
着14年党龄的朱旭钊当选为黄大村党
总支书记，此时的黄大村正面临着诸
多重大民生工程项目落地实施带来的
挑战和考验，特别是影响群众出行难
问题亟待得到解决。对此，朱旭钊首
先统一“两委”班子思想，在统筹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上形成共识；其次严格
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把群众最关
心的重大民生工程项目建设、人居环
境“六乱”整治、产业发展等工作决策
摆出来，让群众知晓并参与进来，凝群
众之智、聚群众之力，使过去一些不好
办、办不好甚至不敢办的事情，在群
众的支持和协助下迎刃而解。

2023年4月，黄大村在县水利局
的大力支持下，投资1000余万元，启
动钓鱼台水库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
造工程项目，对位于刘屋组的车马河
支渠200米河道进行改造，但需拆迁
9户居民的房屋和一座危桥。老党员
孙立华主动协助朱旭钊挨家挨户开展
工作，赶在规定的时间内成功做通该
9户居民的思想工作，为项目在今年4
月顺利完工打下坚实的工作基础。

与此同时，在全村党员群众的协
助下，朱旭钊带领“两委”干部利用
历时3年的时间，成功完成姚岭、柏
树、朱屋等5个村民小组共2100米的

“通组”水泥公路的修建工作，使全
村38个村民小组均实现“组组通”，
彻底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问
题。在完成通村、通组路修建的同
时，朱旭钊还为38个村民小组共安装
了153盏路灯，并落地实施了10余个
重大工程项目，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幸
福指数。

因地制宜，绘就产业发
展“新图景”

“绿意盎然迎面来，一湾碧水绕山
间。”从高空俯瞰，黄大村的茶园、河流
尽收眼底，错落有致的布局，犹如人间
仙境，美不胜收。而这一切，离不开朱
旭钊为之付出的汗水和心血。

“以前，我脚下的这片茶园是一座
废弃的窑厂，旁边全是荒山。” 在朱
旭钊看来，黄大村最大的变化是让一
座座荒山变成了一座座绿洲。在深入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朱旭钊瞄准村
里得天独厚的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
深入推进高标准茶园、智能化加工厂、
茶叶体验中心等茶产业设施建设，并
将茶叶生产、观光采摘、科技示范、茶
文化展示、茶产品销售和休闲旅游度
假融为一体，吸引四方游客前来旅游
观光，不断做强做大做优“茶产业”。

梅春是黄大村茶叶种植大户之
一，在“村户合作”、“以茶兴旅”等
发展模式的带动下，每年家里出产的
五六百斤干茶，足不出村，都能销售
一空。如今，合作社已同村里120个
农户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每年还为
当地一大批留守老人提供采摘茶叶的
就业岗位。

在朱旭钊的带领下，黄大村已建
成占地面积达200亩以上的高标准茶
园8座，茶叶加工厂3座，茶叶种植
总面积2600余亩，年出产干茶1.5万
公斤，年创产值800余万元，村集体
实现年增收65万元。

探索创新，谱写村级治
理“新篇章”

10月8日，走进黄大村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办公大楼，设立在一楼的超
市格外显眼，只见摆放在货架上的每
一件商品，都未标注价格，而是以信
用积分为兑换标准，当地村民只要通
过志愿参与村里组织开展的各种活
动，就可获得信用积分，然后以此兑
换喜欢的商品。原来，这是2023年9
月朱旭钊为了引导村民参与志愿服务
活动，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而探
索建立的信用积分兑换商品模式。

“黄大村实行信用积分兑换商品
模式，不仅为个人带来经济上的‘收
益’，也为社会营造了‘美德+信
用’的浓厚氛围。运行一年来，全
村 40 人次获得兑换信用积分机会，
使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得到
进一步增强。”谈到信用积分兑换商
品模式给黄大村带来的变化，朱旭
钊一脸自豪。

此外，朱旭钊在全村探索建立网
格化治理模式，将全村38个村民小组
划分为17个网格，每个网格的网格
长负责协助村“两委”干部开展人
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乡风文明建设等工作，着力做到

“小事不出网格、一般事不出片区、
复杂事不出村”。连续三年来，全村
无一例重大刑事案件、民转刑案件、
信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发生，矛盾纠
纷化解率100%。

通讯员 孙春旺

“兵支书”建功乡村振兴新战场

本报讯 近年来，怀宁经开区
依法推动资源要素差别化、市场化
配置，亩均效益逐年提升，园区高
质量发展加快推进。2023年，怀宁
经开区成功列入全省省级经济开发
区亩均效益领跑者名单。

怀宁经开区积极开展“亩均论
英雄”效益评价工作，进行全覆盖
的大走访大调研，摸清园区家底。
园区先后有222家规上工业企业和
89家占地5亩以上规下企业参加亩
均效益评价。

该经开区根据效益评价结果对
规上企业和占地5亩以上规下企业
按 A、B、C、D 评价分类，在用地、用

电、用水、用能、信贷、项目申报等资
源要素实行差别化配置，低效用地
处置成效明显。先后有德力森电器
30.6亩低效用地，被华杰鑫森整体收
购；旺家源门业22.28亩低效用地，
被赛超电器整体收购；华信博伟76.3
亩低效用地，被凯瑞达整体收购
等。2024年以来，园区共处置低效
用地15宗531.31亩，新增9家企业纳
入“园区贷”名单，已累计帮助46家
企业获贷2.37亿元，其中1-8月份为
29家企业获贷1.39亿万元，13家企
业续贷5289万元。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程向东）

怀宁：深化“亩均论英雄”
激发新质生产力

本报讯 10月 12日，走进岳西
县巍岭乡巍岭村的溪石斑鱼养殖基
地，记者看到整齐排布的蓝色大桶
里，成群结队的溪石斑鱼正在清澈
见底的水中畅游嬉戏。

溪石斑鱼通常栖息于石缝之中
或深水谭的底部，难以捕获，而
且，近年来野生的溪石斑鱼在不断
减少，由于供不应求，溪石斑鱼
的价格不断攀升，高昂的价格吸
引了不少人通过养殖溪石斑鱼来
增收。巍岭村党支部书记王成便
是其中之一。

巍岭村是典型的山区村，境内
溪流纵横，水质很好。今年年初，
王成和村“两委”成员远赴浙江、
黄山等地考察学习。得知溪石斑鱼
也能在“大桶”里养殖，王成回来
后便将村内一处闲置的大棚进行蜂
窝设备改造，建了一个个“大圆
桶”，引山泉水养殖溪石斑。

这些“大圆桶”名为陆基高位
圆池，是一种新型水产养殖技术，
相较传统水塘养殖，具有占地面积
更小、空间利用率更高，易于管理
等特点。采用的帆布池与双循环养
殖模式不仅保证了水质，同时还有
效保护了农田。

王成介绍，每个“大圆桶”里养
有六七千尾溪石斑鱼，鱼苗引自黄
山，经过五六个月专业养殖，部分溪
石斑已长至十多厘米，并已开始少
量投放市场，售价80元每斤，供不应
求。今年试养的5万尾溪石斑鱼，预
计能为村集体带来2万元纯收入。

王成介绍，村里将继续扩大养
殖规模，将溪石斑鱼养殖量增加至
60万尾。同时，村里还将健全溪石
斑鱼养殖全产业链，促进溪石斑产
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宋丹丹）

岳西：
桶养溪石斑“游”出致富路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长
岭镇南台村通过“党支部+基地+
农户”模式种植棉花，盘活村级
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增
收致富。

10月13日，在长岭镇南台村棉
花种植基地，雪白的棉花犹如白色
绸缎铺展在田野，美不胜收，村民
们正在采摘新棉，田间地头呈现一
派忙碌丰收的景象。“我们村今年
种植了200多亩棉花，由于前期田
间管理到位，棉花长势不错，预计
每亩地产量可达 300 斤以上。”南
台村党总支书记王娟娟介绍道。

来这里采摘棉花的大多是本地
人，他们均在家门口找到了活儿
干。“这几天在村里的基地里采摘
棉花，每天有80元的工资收入。这

一批棉花采收完后，村里还安排我
们实施村庄清洁行动，美化环境，
再过几天又要开始采收第二批棉
花。”正在采摘棉花的村民何桂枝
开心地说道。

南台村棉花种植示范基地是
由村组牵头，动员群众参与成立
的村集体经济项目，项目投资 3
万余元，平整土地 200 余亩。通
过示范引领，能有效带动周边
1000亩以上棉花种植，周边100余
户棉农人均增收 200 元以上。今
年长岭镇 17 个村均依托种植棉花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加群
众收入，全镇棉花种植面积达到
10000亩左右。

（通讯员 檀春红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望江：
棉花朵朵喜丰收

本报讯 10月 13日，走进宿松
县柳坪乡邱山村吴俊秀家的院子，
品种繁多的绿植长势喜人，即使是
柴禾也码放得整整齐齐，客厅里收
拾的简单利落。房前屋后、屋里屋
外都收拾得井井有条，无一不透露
着主人对生活的热爱。

吴俊秀家只是柳坪乡镇普通的
一户。据悉，邱山村有超过一半的
住户都积极参与了柳坪乡2024年美
丽庭院示范户评比。该村白果组之
前人居环境较差，通过美丽庭院评
比带动，现在白果组的美丽庭院数
量占比达到70%。“‘美丽庭院’的创
建标准有5大类，包括布局设计协调
美、居室整齐清洁美、庭院净化绿

化美、家庭和谐家风美还有产业致
富生活美，自‘美丽庭院’评比以来，
村民们都积极响应起来，对照着评
比标准装扮、收拾自家院落。”邱山
村党总支书记吴合林说道。

今年以来，柳坪乡将“美丽庭
院”建设作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促进乡风文明、助力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柳坪乡妇联多次组织妇女
干部、巾帼志愿者通过宣传引导、
示范带动等方式，深入村民家中引
导村民积极参与到创建工作中，共
同营造全民参与“美丽庭院”建设
的浓厚氛围。

（全 媒 体 记 者 付 玉 通 讯
员 杨晨丽）

宿松：
小美庭院成就大美乡村

10月12日下午，怀宁县石镜乡邓
林村养鹿大户查显伍在直播带“鹿”。

人 称 “ 鹿 司 令 ” 的 查 显 伍 从
2019 年开始，利用家乡丰富的山场
资源养殖梅花鹿，逐步形成了养
鹿、卖鹿、卖鹿茸的良性循环，今
年来销售额超过50万元。

通讯员 檀志扬 黄哲倩 摄

致富有“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