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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保卫
工作，及时排查消除校园安全隐患，为广大
师生营造一个安全、和谐、文明的校园环
境，近日，在桐城市大关镇党委政府的组织
下，大关派出所联合大关教育集团校、大观
镇安监办等深入辖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进
行安全检查。

检查中，民警通过“查、看、问”等工作方
式，对校园内部消防设施、校园视频监控设
施、一键式报警装置、校园安保人员配备、
最小应急单元及基本安全防护装备配置情
况进行了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民警
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和整改时限，并要求校园
安全负责人发挥好安全监管责任。通过此
次安全检查，进一步强化了学校安全管理
责任，增强了安全防范意识，提升了学校应
急防范能力和安全管理水平。下一步，大关
镇将坚持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筑牢平安校
园防线，做到防患于未然，努力为广大师生
营造安全有序的校园环境。

（通讯员 吴大为 刘林林）

大关镇：

筑牢安全防线 守护平安校园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
力企业发展，11月27日，宿松县人民法院与宿
松县人社局携手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送法
进企业 服务促发展”主题活动。

在园区法官工作室内，企业家们纷纷打开
话匣子，围绕合同管理、劳动用工等企业经营
中常见的法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和需
求。工作室负责人认真倾听企业家声音，逐一
解答，不仅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意见，还针对企
业用工过程中的高频风险点给出了具体建
议。宿松县人社局仲裁院负责人还结合具体
案例，以案释法，针对企业用工过程中的高频
风险点，深入浅出地讲解劳动合同签订、试用
期用工等法律知识。随后，宿松县人民法院干
警们深入园区生产一线，与工人们近距离交
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与工人切身利益密
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发放了宣传单页和普
法小礼物，进一步增强劳动者的法律意识。

（通讯员 周静）

宿松县法院：

送法进企业 服务促发展

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发展

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头
尾”呼应至关重要。无论是“农头工
尾”“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其核心
都绕不开挖掘产业全链条增值潜
力。换个角度来看，就是农业、畜牧
业在前头，工业在末端，如何实现精
深加工的经济效益。

“自从种上了蓝莓，除了土地流
转取得的租金外，我们还可以在基
地里务工获得工资，收入渠道拓宽
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初冬时节，正
在怀宁县腊树镇芝岭村蓝莓基地务
工的村民严路送开心地说。

腊树镇蓝莓种植基地面积3000
余亩，预计每年可实现产值3600万
元。同时，每年蓝莓基地劳务用工需求
超3000人次，带动群众务工增收24
万元，并带动13个村（社区）66个村小
组集体经济发展。近年来，怀宁县大力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全县蓝莓种植面
积达8.8万亩，为长三角最大的县级蓝
莓种植区。2024年，全县蓝莓鲜果产
量达3.6万吨，蓝莓深加工年处理能力
达8万吨，综合产值达75亿元。

怀宁县坚持良种良法配套、农
机农艺融合，按照统一种植品种、统
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防控、统一技
术指导、统一机械作业“五统一”要
求进行标准化管理，建立优质专用
粮食生产基地。2023年全县粮食生
产面积83.6万亩，产量达33万吨；建
成优质专用粮食生产基地57万亩。
怀宁县实施“秸秆变肉”暨肉牛振兴
计划，全县肉牛规模养殖场达 27
家，存栏达1.15万头。该县加快蛋鸡

产业升级，全县规模以上专用型蛋
鸡养殖场17家，蛋鸡存栏200 余万
羽。同时，推进生猪稳产保供，全县
生猪存栏 19.52 万头，能繁母猪存
栏1.15万头，出栏24.34万头。

怀宁县以石牌为中心，大力发
展芦笋、怀山药、芹菜芽、小马铃薯
等特色蔬菜，目前全县蔬菜播种面
积12.6万亩，总量超20.3万吨。该县
发挥小市、月山甘薯产业示范带动
效应，与安徽超强食品有限公司开
展订单合作，摸清企业需求，发展
单品种甘薯（济薯26）种植。截至目
前，全县甘薯种植面积达 1.9万亩。
同时积极培育黄茶产业，与中国农
科院茶叶研究所合作编制茶产业
发展规划，目前完成黄茶基地流转
3590亩、移栽定植1625亩。

着力强龙头、补链条、
兴业态、树品牌

“农业不加工，等于一场空。”
畜牧业发展亦是如此。做好“头部”
农产品的特色化增值空间和“尾
部”精深加工的增值文章，才能进
一步“从优”“从精”开拓农产品加
工业新局面。

11月 28日，怀宁县石牌镇占地
1 万平方米的面点产业园里，干净
整洁的生产车间、标准化的生产
线，一阵阵油香味扑面而来，工人们
正在熟练地加工馅料。

“面点产业园分三期建设，第一
期已建设完成，能为武汉等周边区
域面点市场提供馅料冷链供应，预
计年收益超百万元，今年还将完成
烧卖单品的制作供应，年产值过50
万，面点产业园蔬菜基地配套种植

雪里蕻，保证自给的前提下对口供
应。”石牌镇副镇长程齐焰介绍说。

怀宁县以建设国家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
为契机，按照“四级联创”和“分级创
建、逐级晋升”的要求，推进平山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独秀山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提档升级，在江镇、石
牌等地重点打造面点产业园，累计
创建市级农业产业园1家、县级农业
产业园25家。截至目前，25个兼具
地方特色和融合发展的县级农业产
业园入园企业已超100家，入统农业
项目30余个。

近年来，怀宁县全力做好重点
园区建设工作，总投资30亿元的皖
西南绿色农业食品产业项目已完成
主体工程量80%，32栋单体封顶。该
县与内蒙古蒙哥利尔农牧业有限公
司签订《怀宁肉牛全产业链项目》协
议，投资1亿元发展肉牛养殖及屠宰
加工等项目，建成投产后年产值
5000万元、年税收100万元。该县与
四川圣迪乐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投资2.6亿元建设
40万羽青年鸡及100万羽高品质蛋

鸡养殖加工项目，投产后可年存栏蛋
鸡130万羽，年产壳蛋1.6万吨，实现
销售收入2.3亿元。同时，投资建设1
个大型智能化蛋品包装车间，建设
集清洗、烘干、紫外线消毒、涂油、
裂纹检测、喷码、包装等功能为一
体的全自动鸡蛋分级生产线2条，
每天可分级包装鸡蛋280余万枚。

实现“种、养、加、销”
全产业链经济发展

精心做好“农头工尾”“粮头食
尾”“畜头肉尾”大文章，怀宁的“实
力”决定了怀宁的“潜力”。近年来，
该县引进农业项目 16 个，总投资
95.6亿元，怀宁县“粮头食尾”“农头
工尾”潜力集中释放。

11月 29日，在怀宁县小市镇湖
坑圩现代农业产业园内，1000余亩
红薯喜获丰收，一排排农机所过之
处，红薯被翻出了地面，工人们在田
间地头忙碌着装袋、运输，一袋袋红
薯被运上了货车。现场负责人谢皖
峰介绍：“由于我们的红薯品相好、
口感好，今年我们与安徽超强食品

有限公司开展订单合作，他们高价
收购我们的红薯品种‘西瓜红’。”

近年来，怀宁县瞄准国家农业
产业化百强企业、农产品加工业“头
部企业”和农业上市公司开展产业
链招商，总投资12亿元的亚鲁特食
品等一批项目开工建设。该县围绕
蓝莓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推动蓝莓
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协
调发展，投资3亿元建成集冷链、仓
储、分拣、深加工、交易为一体的蓝
莓产业园，现有蓝莓精深加工项目
10个，项目总投资20.55亿元。今年9
月，独秀山蓝莓科技与古井集团瑞思
威尔科技在亳州签订合作协议，合作
开发的古井蓝莓露酒将于年内上市。

怀宁县深入实施农产品加工业
“五个一批”工程，大力培育绿色食品
加工增值潜力较大的企业，推动粮油、
蓝莓等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绿色食品
产业精深加工水平和附加值。该县现
已培育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
加工供应基地5家、国家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2家、省级及以上13家、
市级及以上61家、县级及以上181家。

通讯员 檀志扬

“头”“尾”共进 农业增值

近年来，怀宁县锚定建设农业强县目

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围绕粮油、蔬

菜、蓝莓、黄茶、畜禽养殖等乡村特色产业，

坚持“种养一块抓、粮肉一块抓、头尾一块

抓”，发挥粮食、畜禽等资源优势，立足全产

业链发展，依托骨干农产品加工和食品企

业，下大力气做好“粮头食尾”“畜头肉尾”

“农头工尾”增值大文章，推动农业现代化

建设跑出加速度，乡村振兴迈出新步伐。
“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干警走进桐城市吕亭中心小学，为同学们带
来了一堂以“学法懂法，做自觉守法的好少
年”为主题的普法宣传课。

课堂上，检察干警向同学们介绍法律
是什么、未成年人学习法律有什么用处、
未成年人为什么要守法、守法与遵守道德
之间的关系等基础法律知识。同学们学
习热情高涨，对于课堂上检察干警提出的
法律问题，他们踊跃举手回答。课后，检
察干警带领同学们来到该小学的“桐心护
未”工作室，向同学们详细介绍了“桐心
护未”工作室的职能，告知同学们在遇到
或者发现校园欺凌、性侵、食品药品安全
等法律方面的问题时，可以写信投入放在
校门口的检察信箱，检察机关定期派人取
回，监督、协助责任单位对涉及问题妥善
处理。下一步，桐城市人民检察院将继续
立足未成年人检察职能，持续做好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通讯员 韩云）

桐城市检察院：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 11 月 30 日一大早，
桐城市唐湾镇蔡畈村粉丝加工厂
里传出一阵阵机器的轰鸣声，记
者还没有进入车间，就能闻到早
已在空气中弥漫开来的浓郁的红
薯粉香味。进入车间，只见搅拌
好的红薯粉团在工人们的拍打
下，一根根粉丝从漏勺下流出，散
落到热锅里烫熟，再经过凉水冷
却后，捞出并用竹竿晾晒。高挂
下垂如瀑布般飘逸的粉丝在阳光
的照射下，晶莹剔透，成为一道别
具乡村风味的风景线。

“我们蔡畈粉丝采用本地特
有的多成分优质山野原料配制合
成，从创制至今已有一百多年。
原始制作是用红薯淀粉打芡，确
保粉丝不糊汤。打好芡后，再和
上配方淀粉，经过手工揉搓，掌握
面筋程度，要经过 9 个主要工艺

环节、15 道工艺程序才能制作而
成呢。”参加在桐城六尺巷举办的
非遗市集展示展销活动时，蔡畈
村党支部书记段娇已经讲过无数
次这段介绍词。“作为桐城特产之
一，蔡畈粉丝于 2019 年成功申报
为桐城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深受人们的青睐，也是桐城人馈
赠亲朋好友的上佳礼品。”

蔡畈村地 处 大 别 山 区 ，气
候 湿 润 ，土 地 肥 沃 ，得 天 独 厚
的 自 然 条 件 非 常 适 合 粉 丝 的
原 材 料 红 薯 的 种 植 ，每 逢 寒
冬 时 节 ，村 民 们 都 会 将 收 获
的 红 薯 制 成 红 薯 粉 丝 ，深 加
工 后 的 红 薯 身 价 翻 番 ，曾 经
的“ 土 疙 瘩 ”变 成 了 村 民 增 收
的“金疙瘩”。据了解，蔡畈村
粉 丝 加 工 厂 共 有 7 家 ，并 通 过

“党建+农户”的发展模式助推

当地粉丝产业做大做强，每年产
量可达 20 余万斤，为村集体增
收约 10 万元。

唐湾镇蔡畈村红薯粉丝的发
展，正是唐湾镇产业蓬勃发展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唐湾镇立足
各村原有产业基础，确立产业发
展新思路，鼓励各村积极盘活闲
置资产，引导农户利用土地、资
金、劳务等方式，参与生产经营
活动，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目前，该镇已发展茶叶、有机大
米、羊肚菌等特色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联农带农成效明显。下
一 步 ，唐 湾 镇 将 深 耕“ 一 村 一
品”，念好“土”字诀、打好“特”字
牌、唱好“产”字歌，绘就乡村振
兴美好图景。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
员 汪婧）

非遗粉丝变身致富“金丝”

11 月 22 日，来自岳西县的中小学生在安庆城区一中药馆参观。
11 月 22 日至 24 日，安庆市教体局举办“乡村学生看城市新貌”活动，
来自岳西县店前、冶溪两所中心学校的 60 余名学生走进安庆城区，和
市区的同学们结对开展联谊活动，了解城市发展的新面貌，激发努力
学习的热情。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王军 摄

乡村学生看城市新貌

本报讯 眼下，望江县鸦滩镇
香茗村的黑木耳迎来了丰收季，采
摘现场呈现出一派忙碌的景象。

11月 21日，记者走进鸦滩镇香
茗村黑木耳种植基地，只见一排
排木耳架子上挂满了黑木耳，宛
如一朵朵黑色的花朵竞相绽放。
农户们头戴草帽、手提篮子穿梭
其间，忙着采摘成熟的黑木耳，他
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
些农户都是多年在该基地采摘木
耳的熟练工，经验丰富、手法熟
练，在他们的精心采摘下，每一朵
黑木耳都完整无损，色泽鲜亮，品
质上乘。

该 基 地 负 责 人 陈 圣 和 说 ：
“虽然今年前期天气干旱少雨，
但是经过科学管理和农户们的
辛勤劳动，目前基地的黑木耳长
势非常好，预计产量比 2023 年有
所提高。”

据了解，香茗村从2022年开始
种植黑木耳，越来越成熟的种植技
术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了黑木耳
的产量和品质，村级集体经济和农
户收益也在逐年提高。“今年我村种
植了30万棒黑木耳，预计干木耳总
产量4万斤，仅此一项就能为村集
体带来10万元收益。”香茗村党总支
书记何忠明介绍，黑木耳是劳动密

集型产业，基地除了平常管理需要6
名固定工人外，每年采摘的时候还
需要临时工8000人次，2023年仅发
放农户工资就达80万元，有效带动
了群众增收。

为带领群众增收致富，2022
年，香茗村党总支在外出学习基
础上，结合本村土地实际，决定发
展黑木耳种植，当年就为村集体
增加 1.5 万元收入，为周边农户增
加 20 万元工资和土地流转收入。
随着设备的更新和技术的成熟，
香茗村木耳基地也从单一的销售
湿耳到烘干销售干耳、耳棒，2024
年向周边的麦元村、葛林村提供

销售耳棒8万棒。
种植药用野菊花也是香茗村

的一个特色产业。2023 年，在县
帮扶单位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香
茗村引进药用野菊花品种，通过
流转 25 亩荒地试种，当年收益在
4 万元左右。何忠明说：“香茗村
背倚香茗山，村内丘陵、山地众
多，传统种植稻谷、棉花等收益
不 高 。为 有 效 利 用 林 间 空 地 ，
2023 年 ，我 村 流 转 闲 置 山 地 25
亩 种 植 药 用 野 菊 花 ，该 品 种 耐
旱、好管理，与外地公司签订协
议上门收购，不愁销路。而且目
前采取人工采摘，能给周边农户

带来固定的务工收益。”
就是这样一个个适合香茗村

情的产业，支撑该村集体经济不断
发展壮大，也有效带动了周边农户
增加家庭收入。“乡村要振兴，农户
是根本；农户要致富，产业必先行。
下一步，我村将以黑木耳、菊花等
产业为引领，走‘村集体+合作社+
农户’发展之路，不断做大做强支
柱产业，使村民的腰杆挺起来、钱
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以产业兴
旺、乡村文明强力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何忠明说。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陈加旺）

发展特色产业 助力强村富民

本报讯 连日来，在望江县赛口镇大河
村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内，村民们抢抓农
时，开始新一轮的草莓管护，为草莓增产丰
收打好基础。

走进大河村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草莓
种植大棚，一垄垄草莓苗根壮叶旺，长势喜
人，村民们穿梭其中，对草莓进行覆膜、除草
等管护，现场呈现一派繁忙景象。该产业园
今年种植了 8 个大棚的草莓，共6亩，预计亩
产草莓2000斤左右，年产值20余万元，同时
可带动周边40余人就业。该大棚采用自动化
浇灌技术和温度监测技术，全程有机施肥、精
心管护，保证了草莓的生长品质，主要种植红
颜草莓，头茬草莓预计在今年 12 月底上市。
在赛口镇，小小的草莓让村民们笑容多起来、
日子美起来，更激励了他们发展特色产业的
信心，“温室棚”中开出“幸福花”，“小草莓”结
出“致富果”，绘出了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通讯员 汪慧）

赛口镇：

“莓”好产业带动就业增收

怀宁县石牌面点产业园。 通讯员 怀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