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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15日下午，由市环保联合会
组织的一场法律讲座在市科协举办，来自市环
保联合会的会员单位、相关企业、市大数据产
业协会等事（企）业单位的100余人参加。

讲台上，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胡鹏
结合典型案例就企业环保合规中的主要问题
进行分析，为企业日常的合规经营提供指
引，同时就如何规范企业的环保合规管理体
系等话题做经验分享，为在场人员送上“普
法大餐”。“通过今天的学习，我认识到日常生
产经营中哪些行为是会触碰法律红线的，这为
我们生产经营者敲响了警钟。我们将坚持绿
色发展理念，不断推动技术改造，让企业在绿
色低碳发展之路上越走越远。”安庆一支梅有
限公司顾问丁爱平说。今年以来，市环保联
合会发挥专业优势，通过开展环保公众开放
日、环保主题培训、法律讲座等活动，推动绿色
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全媒体记者 余永生 通讯员 王蓉）

市环保联合会：

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举办2024年高素质
农民培育富锌粮油稳产保供培训班，来自该
市从事富锌粮油生产、加工、销售的大户、农
民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负责人共50名学员
参加。该培训班以高素质农民培育为切入
点，结合当地富锌产业发展，旨在培养一批能
适应富锌产业发展、提升农业效益、满足时代
要求的“新农人”，为桐城富锌产业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源泉。

此次培训采用“课堂集中培训+基地实训+
线上学习+观摩学习”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模式
展开教学，内容涵盖富锌粮油标准化生产技
术、农产品质量安全、富锌农产品研发加工技
术、农村电商、绿色防控、品牌建设、市场营
销、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多方面专业知识。
在实训和观摩学习阶段，学员们还先后前往
池州市石台县、江西省德兴市等特色农业发
展先进地区实地参观学习，现场目睹了现代
化农业技术的创新应用，进一步拓宽了经营
理念和发展思路。 （通讯员 刘宗毛）

桐城市：

培育富锌产业高素质农民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消防安全
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消防
安全环境，连日来，宜秀区五横乡组织开展了
一系列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11月8日下午，宜秀区应急局、宜秀区消防
救援局在五横乡举办消防安全宣传和演练及
烟花爆竹经营户安全知识培训。近日，五横乡
开展了以森林防火为主题的书法课堂活动，来
自五横乡中心小学的学生们挥毫书写“火灾是
森林的大敌，麻痹是森林的祸根”“全民总动
员，防火保安全”等宣传标语，将书法融入森林
防火宣传当中，助推消防安全深入人心。近年
来，五横乡通过各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和居
民的共同努力，建立了覆盖广泛、反应迅速的
消防安全网络，全乡共60余名网格长全部纳入
全乡防火调度体系，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确保
防火工作落到实处，形成“人人关心消防、人人
参与消防”的良好氛围。 （通讯员 刘洋）

五横乡：

守护消防安全 共创平安家园

11 月 12 日，宜秀区罗岭镇辣椒烘干车间内，工人正在进行辣椒晾
晒、烘干。近年来，罗岭镇深耕“辣椒经济”，致力将火红的辣椒做成
红火的产业。目前全镇种植辣椒 3000 余亩，形成集育苗、种植、销售
和初加工于一体的产业链，预计今年能够烘干成品干辣椒 60 吨左右，
产值达 150 万元，带动全镇 8 个村级集体共增收 20 万元。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鲁娱 摄

辣椒产业红红火火

本报讯 在“中国高山茭白之
乡”岳西县，茭白收获之后，秸秆可以
做什么？在石关乡石关村，王家旺告
诉记者，看似无用的茭白秸秆，经过
层层加工，就可变成精美的工艺品。

11月 13日，记者来到位于岳西
县石关乡石关村的安徽省绿茵秸
秆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
茵公司”），茭白秸秆淡淡的香气远
远传来，在生产车间，几名工人正
在各自的生产线忙碌着，分拣、切
割、裁剪、打捆，再烘干、包装……

茭白秸秆在此经过初步加工
后，被运往河南、上海、山东、江苏
等地进一步加工成工艺品，其中一
部分还走出国门，销往东南亚、日
本等地市场。记者了解到，绿茵公
司目前年综合利用茭白秸秆 1500
余吨，年产值80余万元。

石关乡是岳西高山茭白的主
产区之一，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
始，高山茭白试种成功并逐年扩大
面积，现在全乡种植面积已达1.2万
亩。随着茭白产业的迅猛发展，农

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但茭白
收获之后，秸秆的处理问题曾一度
困扰着当地农民。

今年54岁的绿茵公司负责人
王家旺，此前多年一直从事着中药
材的种植加工。一次偶然机会，一
位朋友聊到做工艺品缺乏合适的
原料，王家旺想到了家乡的茭白秸
秆，于是带着朋友前来考察。朋友
来这一看，他们当即达成了一致
——由王家旺收购秸秆初步加工，
再销售给朋友的公司进一步加工。

2013 年，王家旺成立了绿茵
公司，开始收购茭白秸秆。当地
茭白采收从 6 月份持续到 10 月
份，秸秆收购就从6月份持续到来
年4月份。

王家旺说，过去秸秆都是任其
腐烂，或者焚烧灭虫后再还田作肥
料，所以一开始收购秸秆，种植户还
不愿意，每年只能收到两三百吨。慢
慢地，大家看到了效益，他就派车上
门收购，种植户采收秸秆后晒干了就
行，今年到目前已经收了1300余吨，

收购范围覆盖本乡及周边乡镇。
工艺品、草帘、草圈、马尾（装饰

品）……小小的茭白秸秆，经过层层
加工就能“摇身一变”，身价暴涨。
除了按照客户要求生产半成品，王
家旺还自己开发了10余种秸秆工艺
品，并进行线上销售。“这种原生态
的制作材料，它的颜色、气味给人
一种清新的感觉，还能提神，在市
场上很受欢迎。”王家旺说。

小秸秆变废为宝，既保护了生
态环境，又促进了经济发展，绿茵公
司生产车间还带动了8名村民直接
就业。除此之外，该公司还带动了
70余人灵活就业，他们通过领料加
工，可实现足不出户就能有收入。

正在操作草绳机的工人王传
苗说，她是3年前来绿茵公司车间
上班的，自家田地里的茭白收了之
后就来这里上班，秸秆能卖 1000
多元。在这里一年工作几个月，每
月收入差不多有四五千元。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范勇 汪后军）

茭白小秸秆 绿色大产业

旧木凳木椅，盖着茅草的平
房，这些与咖啡馆本不搭界的物
件，在怀宁县月山镇复兴村杨八房
自然村庄，却和谐地融为一体。复
兴村变了！浓浓的咖啡香，浸润着
独特的乡土气息。游客纷纷感慨：

“乡村咖啡别有一番风味，在村子
里喝咖啡，真惬意！”

初冬时节，走到杨八房自然村
庄路口，古色古香的门牌上写着

“日栖八房”四个大字。左边山体
文化墙分成“红色文化、产业发
展、村规民约、文明乡风、姓氏文
化、杨八房简介”等几个部分。右
边如同一幅美丽的水彩画，目之
所及，群山连绵，村旁溪水潺
潺，村道通畅，附近的田野被装
扮得五颜六色。村庄里，水车和
风车缓慢地转动着，发出嘎吱嘎
吱的声响，构成一幅美妙的田园
诗画，让来到这里的游客不仅能

“深呼吸”，还能“畅快游”。
起舞山水间，每逢节假日，杨

八房自然村庄都吸引着一批批游客
前来游玩。来自安庆的游客陈磊
说：“这里有山有水，环境好、空气
好，离安庆市区很近，只有半个小时
车程。今天趁着周末带着孩子在村
史馆看了图片展，感受到了乡村巨
变。”“没想到乡村环境这么好，白
天赏景，晚上逛夜市，体验感很不
错，以后肯定会常来。”游客曹先
生一边和朋友吃着烧烤一边说。

“杨八房起源于明清时期，距

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如今，我们
致力于将其打造为‘美在生态、富
在产业、根在文化’的乡村振兴示
范村。”复兴村党支部书记查正严
说，建设和美乡村，只有融入文化
元素，才能兼顾“颜值美”和“气
质美”，才能真正实现村美民富，
营造出文明健康的社会风气，让农
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我
们坚持将村庄自然景点、特色产业
等串联起来，把乡村装扮成景点，
把传统院墙打造成会说话的文化
墙。”在查正严看来，“乡愁”是
对家乡的记忆，更是一种儿时的
情怀。在都市生活日新月异的当
下，这种情怀正是乡村文化旅游
发展的“核心吸引力”。

走进复兴村村史馆，一股浓浓
的乡愁味道迎面而来，各板块述说
着村庄的人文历史，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展示了复兴村独特的山水风
光、历史名人。村史馆还展示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复兴村所经历
的发展变化和各方面取得的崭新
成就。村史馆已成为村民和游客
接受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
育的一个窗口。

传统文化的保护与承袭，根
在乡村。在复兴村马塘组，一场
艺术与乡土的碰撞正在这里上演
——一大块荒地里“长”出了一
处“乡村艺术空间”。

“以艺术激活乡村，以艺术点
亮乡村，‘乡村艺术空间’主要功

能一是以菖蒲、根雕等非遗文化
为纽带，为民间各类非遗文化传
承人提供非遗文创产品开发创
作、展览销售的空间，开发各种
非遗文创产品、旅游商品，形成
复兴村文化经济产业链；二是为
民宿基地打造独一无二的非遗主
题文化，为民宿入住客人举办文
艺沙龙、为团队拓展研讨培训提
供优质服务场所。”查正严介绍，
马塘艺术村庄是由老旧民房改建
而成，改建后的艺术空间既保
留了原有石墙、青砖墙的斑驳
沧 桑 ， 又增加了钢结构阳光屋
顶，在房屋整体得到加固的同
时，将房屋历史和现代技术完美

融合，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
跨越时空的感受。眼下，该项目
建设仍在不断完善中，旁边的小山
上，工人师傅正在安装太空舱。

在复兴村，保留传统文化遗
产、塑造怀旧空间氛围正成为新风
尚。村庄像个大公园，走一圈让人
忍不住要拍照发朋友圈。“在这里
逛一圈下来，观赏、科普、农耕、
文创、手工、美食，为各有所好的

游客提供了许多选项。”游客张晶
晶开心地说道。

一房一型、一户一景、一家一
业，在复兴村，越来越多的村民
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复兴村
一天天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的村
民加入艺术振兴乡村的行列中，
文化浸润田园，村庄变得更美，
投资与商机也随之而来。村里
人气旺了，旅游火了，各类餐饮、
农特产品、手工艺品、农家乐等
生意越来越好，村民的日子也越
过越红火。

前不久，复兴村还举办了2024
年安徽省“大地欢歌·美好安徽”
秋季村晚，12个节目全部由群众自
编、自导、自演，通过唱身边事、
演身边人，说家乡美、赞新生
活。热热闹闹的村晚不仅为村民
们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
宴，更是复兴村文化繁荣和乡村
振兴的生动体现，展示了乡村文
化 IP 的独特魅力，描绘了乡村振
兴的美好蓝图。

复兴村将田园嵌入文化元素，
令人目不暇接。漫步村庄，尽情欣
赏田园风光，体验田园文化的“慢
时光”“轻生活”，成为越来越多游
客的出游选择。随着乡村振兴与全
域旅游的兴起，复兴村已从“无人
问津”逐渐演变为农文旅“全年
热”“全域热”。

村落皆风景，乡村入画来。在
乡村文化旅游的舞台上，复兴村正
讲述着千姿百态的“美丽故事”。

通讯员 檀志扬

乡村文化添新彩

近 年 来 ，怀 宁 县 月 山 镇 复 兴 村 在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中 ，抓 住 文 化 内 涵 的

“ 牛 鼻 子 ”，唤 醒 乡 村 沉 睡 的 本 土 文 化 资

源，留住乡村印记。

月山镇复兴村杨八房自然村庄一瞥。 通讯员 怀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