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太湖县大石乡大石岭村
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积极探索产业发
展新路径、新模式，绘就了一幅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后劲增强
的美好画卷，实现了架上瓜蒌丰收、
架下集体增收的“双收愿景”。

在大石乡大石岭村的瓜蒌基地，
一排排瓜蒌架上，瓜蒌藤蔓相互缠
绕，金黄与翠绿镶嵌的瓜蒌沉甸甸地
吊挂在蔓条上，绿皮带有纹路的瓜蒌
错落有致、挂满枝头，散发出勃勃生
机，到处弥漫着丰收的喜悦。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大石金篓瓜蒌子一共有六种口味，有
原味、奶油、话梅、椒盐、核桃以及
百香果茶味，我们的瓜蒌子现炒现
发，都是颗粒饱满、皮薄肉厚的，而
且支持试吃……”在坐落于大石乡大
石岭村的太湖县大石乡兴九振兴发展
有限公司直播间，主播正忙着向网友
们推介村里的瓜蒌籽，工作台上各种

口味、各种包装的瓜蒌籽整齐排列，
好吃的瓜子、实惠的价格吸引着众多
网友观看、抢购，一旁的车间内还有
很多工人正在对瓜蒌籽进行筛选、加
工和打包发货。

从2021年开始，大石岭村积极整
合资金 600 多万元，在村址新建了
1600 多平方米的加工厂，负责全乡
2000 多亩的瓜蒌籽生产加工任务。
2022年，该村正式成立太湖县大石乡
兴九振兴发展有限公司，采用“1+9”
模式，能人大户带资入股，9个村级
股份经济合作社将瓜蒌面积折成股权
入股，走出了一条“五统一分”的独
特发展道路，即全乡瓜蒌产业坚持统
一品种、统一加工、统一品质、统一
品牌、统一销售，各村分村管理。这
些从基地里采摘的瓜蒌就是被送往这
里，经过瓜蒌籽分离、加工、包装，
销往全国各地。

“2022年公司抓住电商直播等新

业态发展风口，开始进行多平台、常
态化的网络直播，目前有拼多多、京
东、抖音等多个平台，固定主播 4
个，日均销售 2000 单左右，年产值
达2千万元。”该公司管理负责人吴
淑荣说道。

大石岭村作为入股村之一，拥有
基地430亩，其中瓜蒌基地230亩，瓜
蒌种苗基地200亩，小小瓜蒌，已经成
为致富“黄金瓜”，每年带动村集体经
济收入近百万元。不仅如此，瓜蒌产
业除了带动了村集体经济，也为周边
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截
至今年11月底，全村已经有近百名村
民通过瓜蒌产业致富增收。“我在这
里上班三年多了，主要负责打包发
货，工资有3000多元，平常还能照顾

孩子。”工人许姗姗开心地说道。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不遗余

力打造“一村一品”发展新模式，在不
断探索过程中，本地资源优势日益显
现，拳头产业规模日益壮大，带动共
同发展致富村民日渐增多，大石岭村
乡村振兴脚步迈得稳健而有力。现如
今，一幅业兴、民富、村美、人和的美
丽画卷正在大石岭村徐徐展开……

“下一步，全村将进一步大力推
进瓜蒌村级产业发展，把瓜蒌种植作
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打造
绿色、生态、高效的农业产业链，推
动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为乡村振兴
贡献大石力量。”大石乡大石岭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董张建表示。
（通讯员 刘鑫 徐虹 许思遥）

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农村发展

生态农业绘出村美民富和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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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太蕲高速安徽04
标段杨家冲隧道的双线贯通，这也标
志着太蕲高速全线 10 座隧道全部贯
通，为明年年底期间正式通车奠定了
坚实基础。

作为安徽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五
纵十横”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段时间以
来，安徽太湖至湖北蕲春高速安徽段
项目建设单位加班加点，全力推进工
程建设，只为让这条致富路、幸福路早
日通车。

太蕲高速安徽段全长45公里，总
投资76亿元，分6个标段同步建设，项
目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
设，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因全线

主要为山区地形地貌，施工难度相对
较大，为实现早日通车，项目建设部门
科学调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力争
项目早日完工。

据安徽交控集团太蕲高速公路
项目办主任车承志介绍，太湖至蕲
春高速公路的建设增加了上海到武
汉之间又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对完
善安徽省高速公路路网布局，加快
安徽省与周边区域的交通一体化建
设，构建长江中下游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促进安徽及周边省市社会经
济和谐发展，巩固太湖县脱贫攻坚
成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日，走进太蕲高速安徽段各个

标段，现场都是一派热火朝天地景象，
有的在架设桥梁，有的在开始铺设路
面的，工程的进度也是时刻牵着沿线
山区人民的心。太蕲高速是老百姓期
盼已久的一条路，通车后将极大方便
山区居民的出行，无论是外出打工还
是在家创业，都能提供很多便利。

刘畈乡党委书记何立明说：“太蕲
高速公路的顺利建设，能够有效地将
大别山革命老区的红色资源串点成
线，促进乡村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更
能让我们山区群众安全出行，太蕲高
速公路的建成不仅是一条民生路，更
是一条致富路、幸福路。”

目前各个标段都在稳步推进当

中。据了解，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24.3亿元，目前已完成23.9亿元，占年
度计划的98.38%，预期高比例超额完
成年度建设任务，自开工以来，累计完
成45.27亿元，占总投资的59.24%，全
线路基土石方完成1317万方，占总量
的96%；桥梁墩柱完成1473个，占总量
的92%；梁板预制完成2372片，占总量
的74%，隧道开挖完成30628米，占总
量的100%。

太蕲高速建成后，将进一步为当
地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为
居民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机遇，
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吴阳金 苏勇）

太蕲高速建设“加速跑”

本报讯 太湖县刘畈乡马畈村依
托本土特色，因地制宜，积极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立
足菊花种植，发展金丝皇菊产业，做
足“花文章”，唱响“花经济”，带动
更多的村民参与进来，实现了群众增
收、村集体经济增长的目标，为广阔
的土地上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奋力谱
写乡村振兴新画卷。

远山如黛，花海如潮。近日，在
刘畈乡马畈村的菊花种植基地，一垄
垄菊花竞相开放，散发出阵阵花
香。村民们在花海中穿梭忙碌，采
摘、装筐，丰收的喜悦洋溢在田间
地头。在一旁的加工车间内，还有
许多村民们正分工协作，分拣、装
盘，烘干设备日夜不停地运转，确
保每一朵菊花都能得到最佳的处
理，随着菊花被烘干成型，村民们

将其打包分装发往市场。
金丝皇菊因其色泽金黄、外形美

观、气味芳香，被誉为“菊花之
皇”，作为“茶药两用”的佳品，具
有较高经济价值。刘畈乡马畈村全年
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非常利于菊花的生长。对此，马畈
村充分发挥当地气候条件优势，积极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采用“村集体+合
作社+脱贫户”的经营方式，发展特色
菊花种植，所产金丝皇菊品质好、品
相佳。经过多年的发展，该村已形成
集菊花种植、采摘、烘干、包装为一体
的深加工产业链条。菊花种植是劳
动密集型产业，从种植到收获都离
不开人工管护，尤其到了采摘期，
更需要增加人手。今年村里的金丝
皇菊产量再创新高，饱满的花朵在
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这一丰收

成果也直接带动了当地村民收入的
显著增长。采摘期间，大量村民参
与其中，尤其是村里的妇女和老
人，在家门口就获得了可观的劳务
收入。据统计，参与采摘的村民人
均增收 5000余元，预计今年发放劳
务工资8万元左右。

“我在菊花基地里干活，到现在
也做了四五年了，平时就在地里薅
草、摘花，一天收入有 100 元左右，
一年也能挣几千元，离家近还能照顾
家，我很满意。”马畈村村民詹桃红
高兴地说道。

从单纯种植到多点开花，从单一
发展到做大做强产业链，马畈村以花
为媒，做好“花”文章，带动产业
旺，走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的特色发
展之路，激发出乡村振兴持续向好的
发展活力。接下来，马畈村将引进更

先进的加工技术，提高金丝皇菊的附
加值，同时拓展旅游观光功能，打造
以金丝皇菊为主题的乡村旅游线路，
让更多游客来到马畈村，赏菊花美
景，体验乡村生活，从而带动餐饮、
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为村民和村集
体创造更多财富。

“现在，村里的菊花基地每天能
够采摘鲜花700斤，制成干花 100斤
左右，今年预计给村集体增收十余万
元。”刘畈乡马畈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队长戴宋鑫表示，下
一步，全村将发动周边农户，通过土
地流转、延长产业链、丰富菊花品种
等方式，扩大种植规模，形成一个种
菊、采菊、加工以及赏菊的综合产业
链，从而将金丝皇菊发展成全村乃至
是全乡的特色产业。

（通讯员 刘鑫 许思遥）

“花经济”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本报讯 日前，太湖县举办全媒
体传播体系建设分享会。

会上，来自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
安徽皖云省级技术平台、安徽广播电
视台、安徽新媒体集团中安在线文旅
频道、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安庆师范
大学传媒学院等传媒平台的业内专
家、学者从打通新华社县融专线、加强
县融与省级技术平台对接互融互通、
央媒省媒助力县融新闻传播、创新推
进县融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全媒体

时代关于县级融媒发展路径的思考等
方面进行了精彩分享。并分别同太湖
县融媒体中心签订了相关合作协议，
授予县级融媒体传播合作示范单位、
县级融媒体中心媒体深度融合创新合
作示范基地。同时，“太美太湖”客户
端正式上线，通过跨界、跨域、跨层级、
跨媒体的协同合作，共同打造多层次、
多形态、多声部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讲
好太湖故事，提升太湖的美誉度。

（通讯员 刘辉）

分享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

本报讯 连日来，在华阳河蓄
滞洪区太湖徐桥段，满载着土料的
运输车进进出出，挖掘机、推土机等
大型机械不停运转，工人正在给新
开挖的徐桥河渠道安装脚槽，一旁
还有工人在进行堤防挡土墙建设作
业，到处一派繁忙景象。

华阳河蓄滞洪区位于长江中下
游交界处的鄱阳湖入江口北岸，地
跨湖北、安徽两省，由华阳河流域
内部分湖泊和沿湖垦区组成，保护
着长江中下游湖北、江西、安徽3
省8大江堤防洪安全，承担着25亿
立方米蓄洪任务，受益面积1.1万平
方公里，保护耕地950万亩，保护人

口1173万人，是水利部150项重点项
目之一。其中太湖标涉及堤防长
4.927公里，已开工4.927公里，开工
率 100%，完成堤防土方填筑 10 万
方，混凝土浇筑2.95万方，涉及穿
堤建筑物 1 座，已动工，完成率
75%。水系恢复方面涉及新建徐桥
河渠道1.23公里，已开挖1公里，开
挖段右岸护坡已基本完成，目前正
在进行脚槽施工。

华阳河蓄滞洪区太湖标段总投
资 1.23 亿元，截至 11 月底，已完成
6500万，接近50%；预计到春节前，
能完成到90%，到明年汛前，完成施
工任务。 （通讯员 徐丹 刘鑫）

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如火如荼

本报讯 初冬时节，也是水利
工程建设的“黄金期”。太湖县长河
干流水环境整治工程3号拦河堰项
目的广大施工人员加班加点，全力
推进工程建设，助力农业丰收。

长河干流水环境整治工程3号
拦河堰项目位于新仓镇沙坝村境
内，主要建设内容为由深孔调节闸
和浅孔蓄水坝组成的拦河堰及左右
岸引水渠。该工程总投资 1.05 亿
元，是该县 2024 年水利建设重点
工程，预计今年 12 月初可以投入
使用。该工程设计防洪标准为 20

年一遇，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
辖区花园圩、新仓圩近3万亩农田
的灌溉用水问题，同时项目还具有
防洪、水环境和水生态改善等综合
效益。

“现在是油菜用水的关键时期，
原来拦河堰没有建成的时候，河沟
里都没有水，拦河堰建成后，能有效
缓解我们的用水难题，以后用水就
不用愁了。”3号拦河堰项目下游的
新仓镇是太湖县的农业大镇，该镇
种植大户黄小奇高兴地说。

（通讯员 吴阳金 王璇）

拦河蓄水兴水利

本报讯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
施工，环花亭湖旅游风景道FB“三湖
一山”旅游风景道（环花亭湖一号美
丽公路晋熙至寺前镇段）工程一期
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太湖县立足本地文化旅游特色
优势，全力打造环花亭湖旅游风景
道。该项目自2024年9月20日开工，
目前沥青路面铺筑已经全部完成，FB

“三湖一山”旅游风景道（环花亭湖一
号美丽公路晋熙至寺前镇段）工程一
期全长50公里，目前农村公路段26
公里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省道246
段、省道343段共24公里的主体工程
也将完成。下一步将全面进行标识标
线、景观、绿化等附属工程的施工。

环花亭湖旅游风景道是260公

里“三湖一山”旅游风景道（万佛湖
—浒山湖—天柱山—柱山西—花亭
湖北）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140
公里，途经该县晋熙镇、寺前镇、汤
泉乡、牛镇镇、天华镇等，串联花亭
湖风景区和五千年文博园两个4A
级景区以及西风禅寺、赵朴初文化
公园、梅河谷、栀子花岛等景点，是
该县旅游文化资源最丰富、交旅融
合发展最有价值最具代表性的线
路，生态观光与人文景观相得益
彰。其中，二期工程主要实施寺前
镇至牛镇镇段，目前正在开展施工
图设计，计划明年开工建设，旅游风
景道的建设将进一步助力全县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姚权炉 苏勇）

环花亭湖旅游风景道初展新貌
冬季，花亭湖国家湿地公园湖

外湖内河水、沙丘、树木交织共生，
掩映在斑斓的秋色之中，时而白
鹭、黑鹭等许多群鸟在水中觅食嬉
戏，宛如天然生态的山水画卷。尤
其是一个个形状各异的小沙丘，线
条优美，蔚为壮观，成为游人三五
成群打卡的新景致。

通讯员 刘辉 摄

花亭湖湿地

美景如画

初冬，在被列入中国第一批传统古村落的太湖县汤泉乡龙潭寨，村民
将红薯、萝卜等原生态农特产品，精心加工制作成舌尖上的红薯角、萝卜
丝等美食，深受游客青睐。 通讯员 刘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