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潜山市源潭镇是全国闻名的“刷
业之都”。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的刷业
人乘改革东风，勇立潮头、筚路蓝缕。
进入新时代，刷业人接续奋斗，将曾经
勉强维持生计的小刷子一路“刷”到海
外……

与困难抗争 制刷人找到出路

大沙河岸边的双峰居委会，是源
潭镇刷业的源头之一。出生于20世纪
70年代的胡爽、李后青回忆，每逢汛
期，大沙河冲毁农田、威胁家园。面对
生活的窘境，胡爽、李后青以及他们的
父辈从“穷不丢书，富不丢猪”这句祖
训中找到了出路。

李后青祖辈从事毛笔制作，他从
小跟着父辈制作毛笔排刷。当时的建
筑业、家具厂刷油漆都用毛笔排刷，但
是这种刷子面积小、弹性差，如何改良
制作工艺，李后青从猪鬃上进行探索。

猪背上的鬃毛叫猪鬃，相对比较
长比较硬，前面开叉后面粗壮，吸水性
好，是制刷的好原料，刷漆均匀平整，光
洁度高。当地制刷人成功探索出制柄、
装鬃、制壳、打毛等多项工艺，利用猪鬃
生产出的毛刷成为“业界佼佼者”。

为了将猪鬃刷推向市场，村民们
纷纷投身卖刷子的行列，胡爽的舅舅
储年生便是其中的先行者。市场日益
繁荣，村民们将小刷子从勉强维持温
饱、补贴家用的小行当慢慢“刷”成了

一个百亿产业的雏形。在胡爽看来，
繁荣的市场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
的不断深化，“正因为有改革开放好的
政策，让大家放手去拼去搏，抓住这个
机会，产业才能带动起来。”

破技术壁垒 制刷业振翅腾飞

1993年，胡爽高中毕业，胡爽与舅
舅储年生一同踏上南下广东的列车。
舅舅曾是瓦匠，对建筑行业颇为熟悉，
带着胡爽奔赴佛山开拓业务。彼时的
佛山，瓷砖行业蓬勃发展，上釉工序需
要大量刷子。

“起初跑客户，背着包沿着街道，
挨家挨户地问。每到一家先询问对方
的业务，再拿出刷子推销。当时刷子
生产没什么规模，客户都不清楚刷子
产自哪里。”

首次推销让胡爽收获满满，信心
大增，也是从那一天起，他正式踏入制
刷行业。后来，大批“背包客”涌向沿
海发达地区，为源潭制刷业带来诸多
订单。

但由于机械化程度低、产能小，销
售陷入瓶颈。经过多年探索与技术改
造，到2001年前后，制刷产业开始迈向
半自动化。同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源潭制刷产业迎来更广阔的海外市
场，但同时也面临着海外对手的竞
争。为推动刷产业全面转型、提升竞
争力，源潭镇着力培育“内力”、招引

“外力”，高标准打造制刷园区，提升生
产智能化与自动化水平。

2006年，胡爽创办的三和刷业从
双峰居委会整体迁至源潭镇制刷产业
园，企业也成功转型，专注于高端智
能家用电器基板、面屏研磨、抛光用
刷的生产。家用电器更新换代迅猛，
所需刷丝精度要精确到微米级。为突
破国外企业的技术封锁，2011年起，
企业对内强化工人技能培训，对外邀
请专家指导，创造了14项发明专利和
24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取得重大突
破。企业订单量直线飙升，还吸引了
国内外一批刷制品企业前来寻求合
作。

回首一路走来，胡爽很是感慨，
“咱们毛刷产业，从20世纪80、90年代
单纯的‘制造’到如今的‘智造’，一字
之差，却见证了整个行业的质变。过
去是对着别人产品仿制，如今我们自
主设计研发，为客户推荐产品，助力客
户在装备及整体设计配套上实现产品
档次的大幅跃升。”

三代人接续 源潭刷业扬帆出海

在时代的浪潮中，源潭刷业扬帆
出海，驶向全球。胡爽的儿子胡志新
自 2021 年大学毕业后开始在合肥工
作，毕业于市场营销与国际贸易专业
的他钻研国际贸易的每一处细节，每
两周还会回到父亲的三和刷业工厂，

在车间熟悉生产端的每一道工序。
今年元旦，胡志新像往常一样回

到三和刷业，盘点今年的外贸“成绩
单”。过去这一年，三和刷业出口的弹
簧刷与半导体产品清洁刷达 1.5 万余
件，海外销售额较去年增加7%。

眼下，源潭刷业正精准锚定方向，
借助国际贸易跨境电商开辟出新航
道。目前源潭镇刷业集群创新和公共
服务中心已建成，汇聚刷艺小镇客厅、
省级刷制品质检研发中心、跨境电商
产业园于一体，不仅为源潭镇揽下国
内刷制品地方标准的“话语权”，全省
唯一乡镇型公用型保税仓库的落户更
为刷业出口畅通了“绿色通道”。2021
年建成的刷业跨境电商产业园一期项
目早已满员入驻，26家企业由此踏上
国际舞台，二期项目也即将在2025年
元旦后投入运营。

从过去的简陋毛刷，一路蝶变为
如今助力盾构机精准作业、保障远洋
舰艇高效运行、护航大飞机精密制造
的高精尖刷具，源潭刷业在攀登高峰
的征程上从未止步。同时刷业也吸附
着本地人才回乡筑梦，带动全镇半数
人口在家门口端稳就业“饭碗”，吸引3
万余名外来人员扎根于此。如今，一
批高学历的“刷二代”“刷三代”带着前
沿知识与创新理念回归，为传统产业
注入活力。当年的简易毛刷，如今已
从源潭小镇走向世界。

通讯员 朱浩 汪挺松 李鸿志

三代人接续奋斗 老产品一路蝶变

小镇刷子成长记

新闻广角

本报讯 2024 年 12 月 24 日，
潜山市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滥伐林
木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案。这起环
境资源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成为该市首例以自愿认购碳汇
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与修复赔
偿责任的典型案例，并顺利完成林
业碳汇认购手续。

在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潜山
市检察院依法提起单独民事公益诉

讼，请求该市法院判决被告人朱
某、倪某以自愿认购林业碳汇的方
式替代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和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赔偿责任，
并得到当事人认可。

本次林业碳汇认购，是该市检
察院、法院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服
务“双碳”大局，为实现“双碳”目标
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生动实践。

（通讯员 张韩林 潘艺）

潜山敲响认购碳汇修复生态“第一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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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潜山市天柱山
镇九井河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现场，
挖掘机隆隆作响，农用车来回穿梭，村
民们投工投劳，对最后的300多米路面
进行浇筑，确保按标按质完成工程。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2公里护岸、
60米防浪墙等，通过护岸加固、清淤清
障等整治措施，增加河道行洪能力，提
高河道防洪标准。

入冬以来，天柱山镇抢抓农田水
利建设的黄金期，多渠道筹集资金，推
进河道山洪沟防洪治理，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和耕地安全。

天柱山镇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对
老堤坝进行除险加固。“正在施工的这
段堤坝长约40米，正在进行基础施工，
下一步要进行挡墙混凝土浇筑，预计

月底完工。”天柱山镇风景村负责人介
绍，此处以前是个老坝，为了防止再次
被洪水冲毁，决定对这一段进行加固。

和风景村一样，河西村一条贯穿9
个村民组的毛岭河，也受到山洪的重
创。毛岭河是河西村主要的防洪灌溉
输水通道，河道狭窄，两岸护堤年久失
修，河床淤积严重，遇到暴雨时，无法
抵御山洪冲击，严重威胁百亩粮田灌
溉和两岸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进入
秋冬季以来，河西村党总支发动村民、
乡贤筹措资金，抓住当前晴好时机，对
毛岭河大小河道水毁处进行修复，疏
通农业“命脉”，确保冬种春耕生产不
误农时。入冬以来，天柱山镇已修复
水毁河道18处，护坝塌方30余处。

（通讯员 张金保 余叶茂）

兴修水利防洪保安澜

入冬以来，潜山市天柱山滑雪场日
均接待滑雪爱好者达四五百人，大家放
飞自我，享受滑雪嬉雪的浪漫与激情。

天柱山滑雪场海拔近800米，面积5
万平方米，新雪季推出多项新举措，场
内新设置雪圈、雪地摩托等戏雪项目，
增设两条魔毯，为滑雪发烧友们提供更
多元、更有趣的滑雪体验。

通讯员 宋若伍 余慧慧 摄

雪季迎来
“热”经济

本报讯 不久前，安徽中新云
计算有限公司数据知识产权设立登
记成功，这是潜山市首件登记成功
的数据知识产权。

数据知识产权是指依法合规获
取的、经过一定规则处理形成的、
具有实用价值的数据集合，经登记
机构审核后获取的数据知识产权登
记证书可以作为持有相应数据的证
明，用于数据流通交易、收益分配
和权益保护。它同商标、专利等其
他类型的知识产权一样可以开展质

押、许可等运用，通过实施数据知
识产权登记可以明确权利归属。

安徽省作为全国数据知识产权
试点区之一，自2024年开展数据知
识产权试点工作。潜山市监局大力
宣传，多渠道、多形式解决企业对
数据知识产权不了解、登记有担心
等问题，打消企业对数据安全的担
忧和顾虑，给企业吃下定心丸，推
动知识产权工作再上台阶，助力区
域经济发展。

（通讯员 方慧 潘艺）

潜山首件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成功

本报讯 近日，潜山市政务服
务中心社会事务综合窗口正式上线
运行。自2024年 12月改革推进以
来，该窗口已累计办理业务83件，
标志着潜山市在政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建设方面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

为进一步促进政务服务高质量
发展，潜山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详
细的改革方案，整合供水、供电、供
气等部门资源，设立2个社会事务
综合窗口，实现“一窗通办”新模

式。社会事务综合窗口可以无差别
受理供水、供电、供气等部门政务服
务事项的咨询、受理工作，前台窗口
人员也变成“全科服务员”，服务效
能显著提高。自上线以来，综合窗
口严格按照“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
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模式运
作，对于即办件事项即时办结，承诺
件则限时办结，保证了审批服务结
果在规定时限内反馈至综合窗口，
提升了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政务服务质效。（通讯员 崔曼）

水电气“一窗通办”

本报讯 连日来，潜山市黄铺镇万
亩油茶进入盛花期，油茶枝头攒满了洁
白似雪的花朵，层层叠叠地绽放在葱郁
的绿叶之间。众多游客与摄影爱好者
纷至沓来，共赏这如诗如画的美景。

油茶作为一种重要的木本油料作
物，其种子榨取的茶油富含多种营养成
分，市场前景广阔。黄铺镇凭借得天独
厚的自然环境与科学合理的种植管理
模式，作为潜山市油茶产业的核心区域

之一，全力推进油茶产业规模化、集约
化发展。全镇油茶种植面积接近2万
亩，形成了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完整产业链，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
致富，为乡村经济注入了强劲活力。

近年来，潜山市出台一系列促进
油茶产业发展措施，着力打造油茶基
地精品工程。该市通过举办油茶文化
节，普及油茶基础知识，深度挖掘油茶
文化，加快产业升级。连续获准实施

2023及 2024年度省级木本油料产业
示范园项目，项目总投资4800万元，获
省财政资金补助2000万元。新增油茶
林 424.8 亩、油茶林抚育 15791.1 亩，并
配套建设蓄水灌溉、运输道路及加工
贮藏等设施，基地应对自然灾害及市
场风险能力大大提升。该市实施油茶
鲜果收购价格保险，为油茶企业及种
植户织密保障网，投保面积达 2.7 万
亩；利用安庆市摇钱树工程建设契机，

大力拓展油茶造林空间，年度造林新
增油茶面积1.4万亩。

截至2025年，潜山市已建成油茶
基地18万亩，油茶基地建设大户达270
多户，发展省级油茶产业示范园1个、
省市级龙头企业18家，油茶籽产量达
2750吨，加工销售呈现良好势头，油茶
产业年产值超3亿元。油茶基地建设
带动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人均年增
收1000多元。（通讯员 王学胜 潘艺）

18万亩油茶基地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日，潜山市水吼镇
天柱村，千亩仿野生天麻种植基地
迎来丰收季。

“多亏了农商行100万元的资金
支持，山里面种植的天麻品质高、形
状好，根本不愁销路。”安徽某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石建磊高兴地说。

该公司主要经营天麻等中药材
种植、销售，成立之初因原材料前期
投入大，企业资金紧张。潜山农商
银行客户经理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立即开展贷前调查，并为企
业办理了100万元信贷授信。在该

笔资金的支持下，公司得以健康发
展。该公司 2024 年的天麻销售收
入达到 500 万元，带动当地村民和
集体经济组织创收160余万元。

近年来，潜山市立足资源优势，
扶持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成
效显著。潜山农商银行践行“服务
三农、助力小微”主责主业，常态化
开展“千企万户大走访”工作，了解
辖内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微
企业等客户群体的金融需求，用“真
金白银”助力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通讯员 王志）

金融助力特色产业发展

本报讯 近日，潜山市油坝乡
东店村乡贤韩久高为家乡道路捐赠
路灯，得到乡亲们的一致夸赞。

近年来，油坝乡深入挖掘乡
贤资源，凝聚乡贤力量，吸引更
多乡贤主动投入家乡建设事业。
东店村上畈组主干路两旁没有路
灯，群众夜间出行不便，存在安

全隐患。韩久高在外经商多年，
心系家乡发展。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他主动联系东店村村委会，
自掏腰包为上畈组主干路安装 10
盏太阳能路灯。1 月 1 日晚，安装
好的太阳能路灯正式投入使用，
村民纷纷表示感谢。

（通讯员 余翀园）

乡贤反哺 回报桑梓

“两节”期间，潜山市委宣传部联合公安、市监、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等部门对城区影院、书店、网吧等文化场所开展专项检查，强化宣传教育，确保
文化市场健康、安全、有序。 通讯员 肖丹妮 摄

本报讯 近日，干燥气候与大风天
气叠加，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潜山
市官庄镇地处山区，森林防火形势严
峻。该镇积极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培训
和防范排查工作，从源头遏制火灾隐
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
生态安全。

官庄镇在各村的主要干道上通过
小喇叭循环播放防火知识宣传，营造
浓厚森林防火宣传氛围。官庄镇利用
网格微信群发布倡议书、用小喇叭循
环播放宣传语音、组织人员入户发放防
火宣传单页、开展防火知识专题宣讲会
等多渠道宣传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森
林防火的重要性，切实增强群众的森林
防火意识，严控火源进山入林。

年关将至，传统祭祀进入高峰

期。官庄镇防火检查站组织护林员对
每一个上山的人都进行登记，检查是
否携带火源；对每一位上山的人进行
宣传和劝导，将火灾隐患扼杀在萌芽
状态。同时，官庄镇充分发挥村干部、
网格员、护林员的作用，全面加强巡逻
和人员值班值守，严格落实防火检查
站的进山入林登记和火源管控。该镇
除组织护林员每日巡查外，还组织值
班人员傍晚时分沿线沿路巡查，制止
当地群众随地焚烧现象。

官庄镇组织专业消防人员对各村
进行培训和演练，教会应急队员、护林
员规范使用背负式森林风力灭火器、防
灭火器材等，实地演练应急灭火流程，
做到一旦发现火情能快速响应，高效处
置，减少损失。（通讯员 李婷 余雷）

排查演练织密防火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