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潜山市立足资源优势，发展特色
产业，不断推动农业现代化，农业经
济提质增效，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近日，在安徽有余跨越食品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颗颗圆
润饱满的瓜蒌籽被精选出来，经过烘
炒、包装等一系列工序后，发往全国
各地。

“公司拥有1200亩基地，年生产
瓜蒌籽 1800 吨左右，年产值 1.2 亿
元。”该公司总经理程有余介绍，公
司在发展的同时积极投身乡村振兴，
通过“企业+基地+农户”的订单模式
带动了4000余户农户从事瓜蒌相关产
业，解决了2600名剩余劳动力就近就
业，实现户均增收2万元。

安徽正阳生态粮油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粮油收购、加工、销售及农作物
种植为一体的民营企业，作为当地农
业龙头企业，公司同多家种粮大户、
家庭农场合作，形成了种植、加工、
销售的完整产业链。“2024 年 3 月
份，公司与200多户种粮大户签订了
5万亩优质水稻订单合作协议，带动
农户亩产增收200元左右。”该公司销
售副总经理徐萍说道。

在潜山市龙宇鸽业有限公司的肉
鸽养殖场，宽敞明亮的鸽舍整齐排
列。肉鸽具有好饲养、抗病性强的优
点，市场前景好。通过培育品种，采
用先进技术养殖，“小鸽子”也变成
了致富的“大产业”。这家公司现有
种鸽2万对，年产乳鸽30万只，产值
700万元。“公司计划发展种鸽20万

只，建设鸽制品加工厂，发展以旅
游、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鸽文
化产业园，可带动周边200余户农户
就业。”该公司总经理汪余庆说。

位于王河镇的安徽厨哈哈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预制菜制作流水线上，工
作人员正在进行菜品的称重和打包，
作为一家集种植、研发、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预制菜食品生产企业，实现
了从“田野”到“餐桌”的流水线输
送，并带动周边 50 余户农户增收。

“2023年，公司产值过亿元，税收300
万元，目前二期工程正在建设中，建
成后预计产值增长1.5倍。”公司副总
经理胡二奇介绍道。

立足优势，打造特色。近年来，
潜山市农业农村局以实施“农业兴

农”行动为抓手，围绕“建基地、育
龙头、树品牌、促融合”总体思路，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不断夯实现
代农业发展基础。2024年，潜山市发
展瓜蒌、茶叶、蚕桑、油茶、食用菌
等优势特色产业面积达42.7万亩，现
有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26 家，
获批的王河镇国家级瓜蒌产业强镇项
目基本建成，新落地的喜翔禽肉食品
加工、寿光模式智慧农业示范园、槎
水工厂化养蚕等重大农业投资项目已
建成运营。

“我们将加大农业产业化国家级
重点龙头企业培育力度，力争早日实
现‘零的突破’。”潜山市农业农村局
乡村产业发展科负责人谢文涛说。

通讯员 胡洁

建基地 育龙头 树品牌 促融合

特色产业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新闻广角新闻广角

本报讯 潜山市坚持“生态
立市”，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自然
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全力推进
储备林建设，让生态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

连日来，在潜山市水吼镇风
光村的储备林项目区内，工人们
正在建设路基和排水系统，大家
分工明确，进行间伐、修枝、除
草等抚育工作，改善林木生长发
育的生态条件。“营造林面积约
1500 亩 ， 主 要 树 种 有 马 尾 松 、
枫香等。前期对项目区进行了中
幼林抚育，目前正在修建作业步
道，约 7 公里，预计在 12 月进行
项目验收。营林道路4.5公里，路
基已基本完成，预计还需 6 个月
完工。”管理人员周恒伟说道。

位于水吼镇驾雾村的第二批
储备林项目区，过去种植树木经

济转化率低，收益不高。项目实
施后，当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
下经济，有效提高了土地利用
率，促进了农户增收致富。

潜山市国家储备林项目总体
规划 48.9 万亩，总投资约 41.48 亿
元，分两期实施。一期项目建设
面 积 16.8 万 亩 ， 总 投 资 15.76 亿
元。截至 11 月份，潜山市已完成
林分调查测量评估面积 15 万亩，
签订林权流转合同近 8 万亩。2.5
万亩营造林、营林道路、消防抗
旱蓄水池、智慧林业信息化、林
下经济等项目通过招标正在施
工。已支付林权收储费用近 1 亿
元，使 6000 余户林农受益，带动
项目区周边群众 1500 余人务工就
业，人均增收 6000 元以上，乡村
振兴示范带动效果显著。

（通讯员 王雅婷 杨晗）

建设储备林 青山变“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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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安徽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的 2024 年安徽省民宿产
业大会在合肥召开，潜山市获评安徽
省首批“皖美民宿集聚区”称号。

近年来，潜山市借势全域旅游发
展，依托自然资源、历史人文、生态
环境等资源优势，把民宿产业作为推
动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着力打
造“皖美潜宿”品牌。2021年，该市
学习借鉴浙江省“千万工程”经验，
创新推进“宜居、宜业、宜游、宜
养”特色村镇试点。同年4月，该市
召开第二次民宿发展现场会，提出把
民宿发展作为“四宜”特色村镇建设
的重要抓手，把农村“乡土味”变成
游客的“诗和远方”。2022 年 3 月，
该市召开第三次民宿现场会，提出秉

持“原味风貌、风味美食、韵味主
题、品味配置、趣味营销、回味服
务”发展理念，打造“皖美潜山”品
牌，实现一宿一品、一宿一景、一宿
一韵。

在推进民宿产业发展中，潜山
市从设计理念上下功夫，在体验内
容上做文章，差异化发展、个性化
打造。该市结合“四宜”特色村镇
建设，大力引入特色餐饮、农事体
验、康养运动、休闲娱乐、亲子研
学业态，配套民宿产业链，实现了

“民宿+生态农业”“民宿+休闲旅
游”“民宿+户外运动”“民宿+康
养”“民宿+研学”等百花齐放的融
合型经济新业态。

潜山市以真金白银支持民宿产业

发展，对符合标准的精品民宿实行
“以奖代补”，按经营面积分级给予
1000—2000 元每平方米奖励。创新
推出“民宿贷”特色金融产品，最高
可贷500万元。该市先后出台《潜山
市民宿业发展规划》《促进乡村民宿
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

“皖美潜宿”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等政策文件，从政策扶持、公共
服务、项目用地、证照办理等方面提
出具体举措，着力推动民宿集聚化、
品牌化、特色化、规范化发展。同
时，该市还成立市民宿发展协会，形
成自律共治共享机制，促进民宿业主
规范经营，整合资源、推介产品、共
享客源、化解纠纷，推动民宿产业高
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潜山市合理规划茶
庄、万山、官庄等高端民宿集群，统
筹发展天寺、方冲等大众避暑民宿片
区，形成了海心谷、林韵山居、归云
居等景区依托型民宿；山野小居、花
海、花溪谷等山水体验型民宿；陋室
邂逅、逢上花屋等古村落、古民居型
民宿；茶庄酒墅、清然居、知竹轩等
主题文化型民宿。全市精品民宿有
100 余家、客房 879 间、床位总数
1653张。该市先后获评国家首批乙级
旅游民宿 1 家、丙级旅游民宿 7 家，
安徽省百家精品民宿4家、首批金牌
民宿 7 家、银牌民宿 29 家，安庆心
宿“白金级”5 家、“金牌级”12
家、“银牌级”21家。

（通讯员 潘艺）

潜山市荣获“皖美民宿集聚区”称号

本报讯 眼下正值中药材采挖的
黄金时节，也是药农一年中最忙碌的
时候。近日，走进天柱山镇林庄村中
药材基地，田间地头到处都是药农们
抓住有利天气抢收药材的忙碌身影。
中药材白芷地里，机声隆隆，松土机来
回穿梭，淡黄色的中药材松土而出，铺
满一地，大家忙着捡拾、装筐，阵阵药
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药农们个个脸
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村民王永忠是地地道道的林庄村
人，他在种植大户的影响下，依托当地
独特的自然优势，利用自家低产林地
种植中药材15亩。“去年我流转了15亩
土地种植中药材，从10月份开始种植，
管理起来相对轻松，今年9月末开始采
收，初步估计收入能达到12万左右，相
当可观。”满满的收获让王永忠经常向
其他村民们分享自己的种植经验。

“看到满地采收白芷药材，村里好
多人的收入就有了着落，我相信随着

中药材种植这个富民产业的发展，村
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群众都能从‘苦
药材’里挣出‘甜日子’。”林庄村支部
书记黄小红说道。

林庄村位于天柱山风景区腹地，
属低山丘陵，山谷缓坡，林木茂密，生
态良好，自古以来盛产果蔬，故又名
为“菜林庄”。近年来，因发展药材
农特产业，许多村民走上了致富的道
路。林庄村通过整合土地资源，以

“公司+基地+集体+农户”的方式流转
低产林地发展中药材产业。截至今年
11月份，林庄村的中药材基地面积达
200余亩，种有白芷、桔梗、青葙子
等8个品种的中药材，30户村民参与
产业发展，亩均产值万元以上。中
药材种植已成为林庄村民的增收

“良方”。
近年来，天柱山镇围绕“生态旅

游，宜居宜业”的发展定位，借力绿色
生态之“源”，抓好绿色产业之“园”。

该镇依托丰富资源优势，深挖绿色经
济、生态、旅游价值，利用低产林地发
展茶产业。连日来，在位于天柱山风
景区腹地的茶庄村茶博园里，茶农们
正在进行冬季来临前管护。2023年天
柱山镇村民曹文志嗅到绿色商机，流
转80户农户的田地高标准建起集研
学、农耕体验、展示、展销于一体的茶
博园，做强旅游商品，延长茶产业链。
好项目为村级集体注入了“源头活
水”。截至今年11月，茶博园带动450
余人就业，每年为村集体增收 30 余
万元，接待省内外参观考察、研学 4
万人次。

天柱山镇地处天柱山风景区核心
区域，重峦叠嶂、环境清幽，是国家级

生态乡镇。自潜山市土地确权后，天
柱山镇以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的
思路，立足“生态立镇、旅游强镇、产业
活镇”主战略，以“景区+公司+村集体+
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将特色农业、
自然风光、休闲采摘等融为一体，把生
态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促进了天柱
山镇乡村田地连片、集约、规模经营，
盘活了资源。截至2024年9月，天柱
山镇开发蓝莓、葡萄、茶叶、中药材等
特色种植产业8个，种植面积2300余
亩。标准化、多元化、规模化、生态化
特色种植产业助力千余人在家门口就
业增收，成为当地农民的希望产业和
农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通讯员 余叶茂）

生态立镇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潜水河是长江流域皖河重要支流，潜
山境内长度56.7千米，流域面积为1450
公顷，流经市内6个乡镇和城区，流域人
口约19.38万人，是潜山市的母亲河以及
生态文旅新纽带。

潜山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立足生态优势，以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为目标，以潜水
河为样板，全面推进流域治理，统筹生态
保护、旅游开发，推进绿色发展。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主办
的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4年会上发布了

《美丽中国在行动2024》报告，潜水（潜山
段）流域综合治理案例入选报告。

通讯员 张坤 摄

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 本报讯 眼下，油茶果成熟，
进入采摘季。潜山市各地油茶基
地呈现一派丰收景象。

在潜山市黄铺镇槐树村村集
体油茶基地里，十几名党员志愿
者和村民一起穿梭其中，忙着采
摘、装袋。“村里组织党员干部
走进产业发展第一线，在学习技
能和共同劳动中密切了干群关
系，使党组织和村民‘手牵手、
心连心’。今后将在产业发展、
乡村建设和治理等方面更好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力争早日实
现乡村全面振兴。”槐树村党总
支书记张庆生说。

槐树村利用村内荒山资源发
展村集体油茶产业，由村党总

支牵头积极对接林业技术人员，
变粗放式种植为精细化管理。今
年 ， 该 村 112 亩 油 茶 基 地 实 现
首 次 批 量 挂 果 ， 预 计 产 果
3000 多 斤 。

近年来，黄铺镇依托油茶产
业基础和林业资源优势，全面推
行“良种大坑精肥”高标准种
植，持续抓好品种改良、技术提
升、模式创新，不断发掘新质生
产力，实现油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全镇累计发展油茶基地 2.36
万亩，建成高标准油茶基地 1.1 万
亩，2024 年油茶籽 （鲜果） 产量
预计可达 2500 吨，油茶产业年产
值预计达650万元。

（通讯员 傅斌）

因地制宜兴业富民

本报讯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
公示了2024年“皖美农品”区域公
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名
单，潜山市2个品牌上榜，均来自
黄柏镇，分别是安徽石桥茶业有限
公司“天柱石桥”牌天柱剑毫、安
徽省一品鲜菇业有限公司“高山
蕾”牌食用菌。

近年来，潜山市牢固树立品牌
意识，围绕特色农产品，大力推进
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
以品牌赋能提升农产品知名度、美
誉度和附加值。该市围绕“天柱剑
毫”区域公用品牌，注重品牌的打
造与提升，建设天柱剑毫品牌管理
服务中心，实现对天柱剑毫茶管理

“六统一”，包括统一质量评级、统
一生产技术、统一商标使用、统一
产品包装、统一指导价格、统一品
牌宣传。同时，该市主动适应茶叶
市场需求，2024年制定发布《天柱
剑毫茶》国家行业标准，从产地、
品种、等级等方面全面规范天柱剑
毫茶的生产和加工，助推潜山市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潜山市立足资源优势，
深耕食用菌特色产业，通过“延
链、补链、强链”紧抓食用菌全产
业链建设，走出了一条集研发、种
植、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食
用菌产业发展之路。黄柏镇连续三
年将食用菌产业确定为党委“书记
项目”，成立镇产业发展领导小
组、协会、专业合作社和党支部，
制订 《食用菌高质量发展若干政
策》，扶持经营主体扩模、提质、
创新发展。该镇现有羊肚菌、灵
芝、茶树菇、香菇、木耳等10余个
品种，种植规模连年翻番，由2021
年不足 100 亩到 2023 年超 500 亩，
产值超5000万元，年产食用菌栽培
种 20 万棒、日产标准化菌棒 2 万
棒。该镇推行“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村企共建”等模式，形
成多元利益联结机制，带动镇内
500余人就业增收，下辖 6 个村村
均集体经济收入超 70 万元，村均
收益超 45 万元，该镇还获评安庆
市集体经济发展“整乡推进”示范
乡镇。 （通讯员 潘艺）

潜山2品牌获评省“皖美农品”

本报讯 “现在正是生姜收获
的时期，厂里采用电气机械化的方
式对生姜进行深加工，平稳可靠的
电力供应是生产好产品的关键。”
近日，在潜山市五庙乡新建村党支
部书记王学泽对正在进行安全用电
检查的潜山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队
员说道。

五庙乡种植生姜历史悠久，
2021 年被列入地方保护农产品名
录。新建村将生姜种植作为村集体
支柱产业，成立公司，因地制宜延
伸产业链，发展生姜深加工产业。

潜山供电公司主动服务，在厂
房建成后为其开通“绿色办电通
道”，快速审批、缩减办电环节，
安排专属客户经理全程跟踪协调办

电过程中的问题，缩短办电时限。
同时安排党员服务队对厂房内部线
路的安全敷设进行指导，对工厂设
备负荷进行合理分配，并安排党员
服务队进行线路架设和装表接电，
为生姜的加工设备调试提供保障。

五庙乡以前属于水电供区，
2022 年初潜山供电公司全面完成
了新建村的高压线路及新建村台区
的电网改造。2024 年年初，新建
村成立的公司建成开业，可年产系
列姜茶、袋装茶 20 万盒以上，产
值达400万元，可为村集体创收近
40 万元。同时，公司还可为脱贫
户提供固定岗位，提供零散岗位给
周边群众，解决就业问题。

（通讯员 祝静）

做好电力保障 促进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