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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沈永
亮）3月14日早上5时，天空刚刚放
亮，宿松县佐坝乡碧岭村下冲组花
卉苗木种植大户郑碧绿便来到自
家基地，脖子上挂着自制的修剪工
具，对苗木进行嫁接。“今天虽然请
了 30 多个工人，但技术活还是得
自己带头。”他笑着说。

现年59岁的郑碧绿，在碧岭村
从事花卉苗木种植已有不少年了，
他见证着全乡花卉苗木产业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经过多年
发展，花卉苗木产业如今已成为佐
坝乡的支柱产业之一，常年拥有从
事花卉苗木生产经营户60余家。

西北方向，紧贴湖北省，105国
道擦边而过；东北方向，二郎河将其
与县城阻断；正南、西南、东南三个方

向，被龙感湖完全包裹。翻开宿松县
地图，可以清晰看到，佐坝乡犹如半
岛，又因二郎河的“拦腰斩断”，成为
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岛”。“说佐坝
是座‘孤岛’，一点也不过分。在佐坝
乡里一路走到头，看到的除了水还是
水。”该乡党委书记石必健说。

靠水吃水，上世纪90年代，佐
坝乡内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鸭，“百
万鸭军在佐坝”曾是外界对该乡的
中肯描述。2015年前后，因外出务
工及环境保护等原因，这里的“百
万鸭军”基本匿迹了。“不养鸭子
了，意味着乡内支柱产业没有了。”
石必健说，还是得在产业发展上做
文章。

“景色佐坝，门户花园。”这是近
些年该乡转型求变给出的答案。在
二郎河上架桥，打通与县城的交通
主干道；在西北方向的碧岭村发展
花卉苗木产业，扮靓“门户花园”；将
外湖管辖权上交县里，在内湖进行

保护性开发，大力发展稻虾连作绿
色农业；结合乡内产业，全力打造电
商小镇……

一系列组合拳下来，佐坝乡的
产业欣欣向荣。至 2022 年底，已
发展花卉苗木种植面积近 3000
亩，年产值超过3000万元，带动农
户就业或增收数百户；5万余亩荒
滩完成流转 2.1 万亩，引进稻虾连
作综合种养大户近200户，实现稻
虾产业产值近1亿元，带动农户就
业或增收超千户；还外联老乡引进
资本，打造红色旅游项目……

“孤岛”佐坝，正在求变。该乡
正结合省际毗邻地区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产业合作示范区建设，加快
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把产地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接二连三”推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在人居
环境、交通建设等方面发力，全力将
佐坝打造成为皖西南地区的重要
门户。

花卉苗木面积近3000亩 稻虾产业产值近1亿元

“孤岛”求变 做出“新文章”

本报讯（见习记者 余永生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王勇）3 月 14 日上午，在安庆经开
区老峰镇广丰村，“风光农场”内热
闹非凡：水塘边，数百只绿头鸭“争
先恐后”扑向水面，惊起水花阵阵；
林地上，鸡群“咯咯”不停，有的低
头觅食、有的飞上矮树……另一
边，农场老板章风光和妻子趁着好
天气晾晒板鸭。

章风光在当地从事养殖业已
有二十余年。近年来，在该村党总
支的帮扶下，他承包了 50 亩水塘
和80亩土地，办起了家庭农场，践
行生态循环种养模式，以特色产业
带动村民就业，为乡村振兴带来

“好风光”。

“起初我家只卖活禽，2019 年
前后，有顾客托我们将鸭子代加
工成板鸭，我心想试一试。”章风
光说，第一年他和妻子加工了500
只板鸭，一经上市便供不应求。
于是他决定将这条路走下去，加
工规模也逐渐扩大到6000只。“一
只成品鸭子售价 80 元，每年的净
利润便有 30 万元，比活禽利润大
得多。”他算起账来。同时，该村
党总支也为其争取各项农业优惠
政策，协调土地流转，来支持这一
特色产业发展。

随着养殖规模扩大，如何处
理每年数万只活禽的粪便成了问
题。章风光想到将鸭粪作为有机
肥，一部分用于水塘养鱼和种植

莲藕，另一部分用来种植蔬菜、小
麦、经果林等。而小麦、蔬菜等既
可以用作餐饮食材，又可以反过
来喂养鸡鸭，形成了生态循环。

“既节省了饲料成本，又拓宽了种
养范围。”章风光说。

2022 年，为进一步完善农场
的服务项目，扩大产业规模，章风
光再次投入 50 万元资金，发展果
蔬种植、采摘项目，将农旅充分融
合，打造趣味农业体验区和绿色
农业游览区，建设“风光农庄”农
家乐项目，开设餐饮、休闲观光、
垂钓等服务，年营业额达 80 万
元，同时，该农场每年向附近聘用
村民务工，带动村民就业 200 余
人次。

践行生态循环种养模式

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带来“好风光”

本报讯（通讯员 章代流）桐
城市发改委积极探索为民服务全
程参与工作机制，在办理事项梳
理、办事流程优化、延伸服务链条
上，推进实施“走上去”变“承下
来”、“群众跑”变“网上跑”、“上来
领”变“送下去”的“三变”服务模
式，实现“小窗口、大服务”。

积极承接省市发改系统下放
的政务服务事项，积极将承接的
政务服务事项纳入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管理，明确受理条件、办事
材料、办理流程等。对权限运行
流程、办理标准、办结时限、服务
承诺、办理结果等进行标准化管
理，提高审批效率和透明度。

以政务服务网和省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平台、皖事通等信息平台
为依托，优化代理事项办理流程，
提速办理时效和水平，借助信息平
台，完成资料收集、网上传输、网上
申报办理、网上办理流转，实现“网
上跑”“数据跑”，推进为民服务全
程参与网络化、信息化，打造“不见
面审批、不见面服务”新模式。

聚焦为民服务全程参与，探
索“上来领”变“送下去”机制和延
伸服务，在原有基础上提升“最后
一公里”群众满意度。全面推行

“零跑腿”“送证上门”工作常态
化，对办理完毕的事项，由代理
员、包联企业人员利用开展走访
等活动时机，以最短的时间将证
书送达给群众，实现了群众坐在
家里、干着农活就能把事办结。

去年桐城市发改委全部实行
网上咨询、受理，共受理办结企业
投资备案类项目 264 个，投资额
为528.81亿，接受群众网上咨询
500 多人次，减少办事群众跑窗
口近千余次。

“三变”模式让

“小窗口”做优“大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