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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依次排队，切勿拥挤，注
意安全。”“大家到对面广场下完后再
来。”志愿者曹艳平边指挥车辆边提醒
道。连日来，在望江县鸦滩镇望马楼
村油茶收购现场，人声鼎沸、车水马
龙，一派繁忙景象。

“今年油茶果实饱满、肉厚，亩
产在800公斤左右。”前来售卖油茶果
的村民曹根水笑着说。“现在是油茶
果采摘的旺季，我们每天组织‘两
委’成员及志愿者在收购点引导群众
有序排队、过磅、结算，当前每天能
收鲜果5吨。”望马楼村党原党总支书
记陈松应说。

鸦滩镇望马楼村位于鸦滩镇东北
约 0.5 公里，属丘陵地带，全村 1661
户，总人口7000多人，产业以农业为
主，由于耕地地质差，种植水稻、棉
花效益不高，群众勉强能维持生计，
抵御风险能力较弱。2010年，为改善
这一现状，尽快帮助群众增收致富，
望马楼村党总支组织“两委”外出考
察学习，结合当地实际，最终决定进
行油茶种植，购进茶苗后，由于油茶
要三年挂果，群众看不到立竿见影的

效益，普遍持观望态度，这时，村党
总支发动“两委”成员及党员农户利
用荒山及低产出地试种 440 余亩，
2013 年首批挂果，当年亩产 1000 余
斤，亩均收入 1500 元，比传统种植

“花生、绿豆”等增收近千元。
“曾经油茶种植户中一半都是家

庭困难户，很多人对这个新鲜事物不
熟悉，为此村两委成立了望江县利丰
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专门为他们提
供帮助。”望马楼村现任党总支书记
郝祥红说，除了为村民免费提供种
苗，村两委党员每年带头联系3-5名
农户，积极开展产业扶贫，吸纳农户
加入油茶合作社，代种代管代收代
销。“为进一步发动群众种植油茶，
当年我们结合市场行情，承诺统一帮
农户销售油茶果，并实行保护价3元
每公斤收购。”郝祥红介绍说。2014
年，望马楼村以点带面，在孙家埠郝
加来、帅家小屋帅艳平等种植油茶成
功基础上，又有曹家下墙曹结群、曹
天昔，孙家埠郝结林等“大户”种
植，后来逐步在全村推广种植，渐渐
地，许多农户也主动跟村里对接，要

求种植油茶，如今，该村油茶种植面
积已近3500余亩。

为解决油茶发展资金，2010年村
两委牵头成立了“望江县利丰油茶种
植专业合作社”，2012年在望江县农委
的帮助下，资金互助社正式更名为“望
江县利丰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望马楼
资金互助部”。“解决了资金问题，种植
面积上去了，通过科学管理产量也跟
上去了，可农户收入还是看不到太大
变化，村党总支经过分析研究，近年来
由于油茶产业的不断发展，各地种植
面积的增多，油茶鲜果受市场影响价
格波动很大。”郝祥红说，为了解决油
茶增产不增收的弊端，2017村集体投
资200万元引进油茶压榨设备，将油
茶果进行压榨加工成茶油，这样一
来，油茶的产值又翻了一番。

在望马楼村种植油茶取得成功的
基础之上，望江县鸦滩镇人民政府发
动地形条件跟望马楼村相近的麦元、
葛林、三联等村广泛种植油茶，并在
油茶间隙套种花生、油菜等经济作
物，最大限度向土地要效益。截至目
前，全镇已发展油茶种植 2.3 万亩，

目前大部分油茶已进入盛果期，仅此
一项，每年能给当地群众带来5000余
万元收益。

为了做强油茶经济，2017年，望马
楼村投资200万元引进油茶压榨设备，
进行茶果深加工，生产的茶油通过线
上线下销售到全国各地，被评为2023
年首届望江县特色农产品。年收购并
销售油茶鲜果600多万斤，其中，制作
销售茶油2000余斤。“一年栽植，百年
受益的油茶树，稳定收获期长达几十
年，油茶产业是朝阳产业、绿色产业、
富民产业。下一步我们将在扩大种植
面积、油茶果精深加工、销售渠道拓
宽、油茶果采摘体验上持续发力。”谈
起今后的打算，郝祥红说，将持续做好

“茶文章”，推广“茶文化”，不断挖掘油
茶附加值，在食品和保健品领域添加

“茶元素”，探索新领域，开发新产品，
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同时结合望
马楼村挑花基地产业，推出‘非遗传
承、农耕体验’等系列文旅经济，加快
农旅深度融合脚步，走出一条现代化
农旅发展快车道。”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陈加旺

一亩油茶百斤油 增收致富有奔头

种下油茶林 有了“摇钱树”

本报讯 10月30日，走进宿松县
华亭镇车河村的养殖场，饲养员正熟
练地给牛投喂饲料，这些牛儿吃的饲
料便是由本地的小麦、稻谷或玉米秸
秆制作而成。以往这些让农户们烦心
的“废料”，如今变成了助农增收的

“好料”“宝料”。
“以前这些秸秆要么烂在地里，

要么统一销毁，自从村里开办养殖场
以后，我们送到这里，现在一天能拉
300-500公斤左右来这里，每天能有
60-100元左右的收入。”华亭镇车河
村村民王怀林笑着说道。

“我们通过开办养殖场大力推进
秸秆回收综合利用，为农民解决困

难，减少焚烧隐患，让农作物秸秆
变废为宝，同时将养殖产生的粪便
用于农作物供肥，实现群众增收
入、养殖降成本、生态有保障的多
方共赢局面。”车河村党总支书记王
焰炉表示。

车 河 村 “ 以 肥 养 地 、 以 地 助
养”，走绿色有机、生态循环农业发
展的路子，是华亭镇坚持绿色农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华亭镇
坚持政策与技术“双轮驱动”，着力
提升秸秆资源化利用水平，取得一
定的成效。

眼下，正是水稻、玉米等作物大
丰收的时节，在田地里机器的轰鸣声

不绝于耳，成捆的秸秆被机器打碎处
理，农户们正井然有序地进行加工处
理，将粉碎好的秸秆压实、打包、装
袋，最终形成一捆捆饲料。

“过去，粮食收割后秸秆处理是
最让人烦神的事，秸秆卖不了几个
钱，不能就地焚烧，更不能乱堆乱
放，直接丢在地里会影响之后农作物
种植。现在好了，秸秆能全部拉走处
理，不仅不用自己付运费，还按照每
公斤0.2元的价格给我们钱呢！”车河
村农户吴四毛说。

车河村通过开办养殖场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引导村民将秸秆进行
回收利用，经过加工生产出牲畜用

饲料，转头又将牲畜粪便用于土地
施肥，不仅有效解决了秸秆处理和
粪便处理难题，也保障了本地养殖
业的饲料供应和农用地的有机肥料
供应，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有力推动
了绿色农业发展。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环保理念的普
及，以前让人们头疼的秸秆，已然成
为绿色健康饲料新选择。未来，华亭
镇将继续按照“种养结合、生态循
环”的工作思路，促进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规模发展，持续推动农业绿
色转型、生态和美宜居。

（通讯员 朱梦涛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秸秆再回收 废料变“宝料”

本报讯 “这里的夜景真美啊，
每次从这里路过都会被惊艳到！”11月
2日傍晚，在宿松县南部洲区，从宿复
公路驶入洲头乡乌池村曹家峦，一路
上“繁花盛开”，一盏盏亮起的彩灯散
发着柔和的光亮，灯火璀璨、流光溢
彩，月色映衬着斑斓的光亮，处处洋溢
着温馨，本地的村民和来来往往的过
客都忍不住为这绚丽的夜景点赞。

“曹家峦，以前被戏称为‘曹家乱’，
就在我家正对面，现在真是美轮美
奂。一到晚上，这里的路灯亮起来就
像一幅浓墨重彩的画一样，不仅照亮
了回家的路，更照亮了我们的家乡！”
对于乌池村村民来说，建在家门口的
景观灯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为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美化亮化
人居环境，乌池村对村内主干道路隔

离带、人行步道、排水边沟、重要节
点等进行全面改造，打造出了多层
次、立体化的乡村夜景，以“点彩”
之笔扮靓乡村，细细“梳妆”擦亮了
门户形象。

在乌池村，除了路灯的美观，村
里家家户户的门前还建起了“微景
观”，同样构成了亮丽的风景线，整
个村庄之美在东、西两条绿化长廊中
展开。

乡村增一分美丽，生活添一分诗
意。洲头乡坚持“景村融合”发展理
念，推动乡村“颜值”和“气质”同
步提升，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
径，实现“田园变公园、村庄变景
区、资产变资源”。洲头乡在和美乡
村建设过程中注重发挥群众力量，尊
重群众意愿，满足群众期盼，同时注

重突出特色，打造出了一批示范村、
精品村。

洲头乡金坝村近年来先后荣获
“安徽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安徽省
特色景观旅游名村”“安徽省绿色森
林村庄”“安徽省最美宜居村庄”“全
国最美宜居村庄示范村”等荣誉称
号，当前，金坝村正在努力建设农业
循环经济、生态农业观光旅游、文化
乡村旅游相结合的现代型农业发展基
地和宜居、宜游的美丽幸福金坝。

金坝村如今已有好几处小广场，
这些小广场的设计充分考虑了村民的
休闲需求，设置了多处观景台和休息
座椅，除了欣赏美景，村民还可以在
广场娱乐、健身。小广场均设置了多
个互动区域，满足不同年龄段村民的
多元需求。

目前，洲头乡已建成长江水生动
物保护科普公园1个、农耕文化体验
公园 1 个、乡村“口袋公园”10 个。
洲头乡依托沿江沿湖区位，将江堤文
化、泾江文化、渔民文化、农耕文化
等融入乡村公园，重现长江“芦苇丛
生、江滩飞鸟”的原生态风貌，先后
获评“安徽省特色景观旅游名村”

“省级森林城镇”等称号。
“绿色生态是洲头最大的财富、

最大的优势、最大的品牌，我们将加
快推动‘好风景’、走向‘好经济’、
迈向‘好生活’，以赶考姿态镌刻生
态环境新篇章，努力成为贯彻新发展
理念的乡镇样本。”洲头乡党委书记
汪勇说。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司舜 袁洁）

人居环境“细梳妆”和美乡村入画来

11 月 3 日上午，在迎江区长风沙
诗词碑廊处，文化志愿者正在聆听李
白《长干行》诗中“相迎不道远，直至
长风沙”的故事。

当天，安庆市作家协会组织了部
分文化志愿者来到长风乡开展采风
活动，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创作，
写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贴近人民生
活的优秀作品，宣传我市乡村振兴事
业取得的丰硕成果，用心用情讲好长
风沙故事，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余琳芳 摄

用心用情

讲好家乡事

本报讯 今年以来，桐城市龙
眠街道盛唐社区以“小切口、微改
造”为抓手，解决居民小区缺少共享
空间、公共服务设施陈旧等问题，用
每一个“小改变”来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盛唐社区锦绣家园小区为无物
业管理小区，其中有3个单元是开放
式的，道路未硬化，一到下雨天就泥
泞不堪，居民出行不便。为解决这
一问题，社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
业主代表、市直相关部门代表参加

“四方联席”会议，现场协商议定解
决方案，以市政污水管网改造为契
机，将该段道路和小区后面破损地
面进行整体硬化，一举解决了居民
出行难和停车难，同时提升了小区
整体环境。借助“多方共治”，该社
区在阅城国际小区改造了一处年久
失修、存在安全隐患的廊式凉亭，建
成居民期盼的电动车充电停车棚，
便利了居民生活。截至目前，该社
区在阅城国际小区已召开“四方联
席”会议9次，解决了小区停车难、绿

化缺失、下水道堵塞、私搭乱建、飞
线充电等问题36件。

盛唐社区内有2个大型有物业
管理的住宅小区，社区党总支从群
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充分利用物业
用房，建成2个小区党群服务站，设
置便民服务台、老年人活动室、红色
书屋等针对不同人群的共享活动区
域，提供各项便民服务。今年以来，
这2个小区党群服务站共举办各类
活动15场次，惠及群众约1500人次。

中一路菜市场附近已征收的闲
置地块上，存在小菜园、乱搭建现
象，一直是盛唐社区创建、创卫工
作的难点。今年以来，社区党总支
依托“书记项目”，借助居民代表
会、“屋场夜话”等平台，广泛听
取民意、汇聚民智，同时对接上级
部门，争取支持，就地建成“小公
园”，彻底改变了此处“脏乱差”
反复回潮的旧貌，为附近居民提供
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汤瑞）

桐城：
“微改造”增强群众幸福感

本报讯 11 月 1 日，一群香榧
鸡在岳西县五河镇思河村的林间穿
梭、觅食，给寂静的山村带来致富
生机。

今年，思河村经过多方调研，决
定由该村榧凤凰家庭农场与安徽纳
福迎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发
展香榧基地林下养殖项目，该项目
总投资50万元。目前，已引进香榧
鸡4000余只。

五河镇作为全省最大的香榧主
产区之一，具备发展香榧林下养殖
的天然优势。

“我们与香榧公司签订合作合
同，将该基地交由我们统一管理，日
常不仅要饲养香榧鸡，还要负责香
榧林的管理与养护。同时，公司定
期安排人员来抖音直播香榧鸡生长

过程，形成‘线上+线下’双销售模
式，单只香榧鸡能卖150元，市场供
不应求！”岳西县榧凤凰家庭农场负
责人王先辉说。

不仅如此，该基地每年还收购
当地农户种植的玉米、谷物等，搭配
给香榧鸡作饲料，有效带动周边10
余户群众户均增收3000元。

“我家里种植了一些玉米，由于
年纪大了，子女又不在家。听说基
地收购农户家种植的玉米，我就联
系了，一下卖了4600元，真高兴啊！”
周边农户王英会说。

下一步，该基地还将继续扩大
养殖规模，预计全年香榧鸡销售
2000余只，收益超20万元。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王锋）

岳西：
“香榧鸡”致富有“钱”景

本报讯 10月 30日，怀宁县公
岭镇三铺村老年大学课堂内，一场
母婴护理技能操作实训正在进行，
实训老师拿着道具现场模拟演示，
让学员们在形象直观的演示中快速
掌握婴儿护理技术要领，明白注意
事项。今年以来，该镇先后举办了2
场母婴护理回炉培训及岗前培训，
受益妇女有91人次。

今年以来，为不断提高农村妇
女就业能力，培育一批优秀家政从
业人员，公岭镇充分发挥镇、村妇联
工作者、志愿者、妇女代表、巾帼先
进典型等各方人员力量，深入街道、
农贸市场、超市、农户家等场所，结
合乡村日常工作，以板凳会、政策解
读、走访关怀等各类形式，开展大大

小小多场宣传活动，形成宣传矩阵，
让“放心家政”行动入脑入心。

“村里的妇联主席之前来家里
走访，跟我解释了放心家政政策，送
来了围裙礼品，根据我自身及家庭
情况，鼓励我学习母婴护理技能。”
通过参加多天的系统化培训，三铺
村村民冯大姐已经基本掌握了母婴
护理这项傍身技能，只需通过最后
的考核，就能持证上岗。

如今，越来越多妇女群众走进
村委会咨询接下来的培训安排，不
少妇女群众也通过培训，走上了家
政服务的岗位，走上了一条创业就
业的致富道路。

（通 讯 员 任 蕾 全 媒 体 记
者 许娟）

怀宁：
“放心家政”架起群众就业暖心桥

本报讯 11 月 1 日，在望江县
杨湾镇杨湾村的辣椒种植基地，一
个个火红的辣椒如同灯笼般挂满枝
头，吸引着一批批游客前来采摘。
他们穿梭在辣椒丛中，欢声笑语，
享受着采摘的乐趣，体验着田园生
活的美好。

这片辣椒基地约300亩，正值
辣椒成熟季节，每天有500余名游
客慕名而来，采摘新鲜的辣椒，场
面热闹非凡。

杨湾中森农民专业合作社通
过土地流转合作、游客自助采

摘等方式，将零散土地集中种
植，预计为合作社带来经济收
入 18 万 元 。 同 时 ， 辣 椒 的 种
植、管护、采摘等也带动了周
边村民的就业增收，为乡村振
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来来，杨湾镇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为引领，积极探索“订单
式”农业发展模式，因地制宜开拓
农民致富新途径，让这片红椒地成
为了村民们的“致富田”。

（通讯员 李思贤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望江：
火红辣椒挂枝头 游客采摘乐悠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