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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管炜
通讯员 方明 黄佩佩 文/图）

“生活太苦了。”这是蔡春枝回忆脱
贫前说的第一句话。“生活甜着
呢。”聊到从脱贫到苔藓产业年产
值300万元，她笑了。

3 月 6 日下午，走进望江县高
士镇漆岭村苔藓种植基地，脱贫户
蔡春枝正指导工人识别苔藓品种，
并做好分类。“疣叶白发比较粗壮，
叶片也比较松散，狭叶白发藓叶片
细长，颜色相对深一些，不能杂着
养。”蔡春枝熟练地向工人们介绍
着苔藓种植技术，而这些知识，也
是她从小白入门，经过七年的实践
摸索和自学得来的。

2014 年以前，蔡春枝家还是
贫困户，丈夫张林飞患病后需要
长期吃药治疗，靠蔡春枝外出务
工维持生计。2017年，张林飞在
外就医时，听到有人聊起苔藓产
业的市场前景，夫妻二人萌生了
养苔藓的念头。

“要说水稻、玉米、油菜花之类
的，我们农村人都熟悉，但苔藓怎
么养，那是一头雾水。”对于当时的
蔡春枝而言，苔藓是一个完全陌生
的产业。买书、请教农业技术人
员，不断尝试，蔡春枝和丈夫张林
飞说干就干，利用自留地做起了实
验，实验略有起色后，他们租了一
间空置的蘑菇大棚，正式走上产业
化种植路。

但发展哪会一帆风顺。因水
质、技术等原因，租用大棚的第一
年，苔藓上长出了蘑菇，给了夫妻
二人当头一棒。

2019 年，在请教专业人士后，
夫妻二人决定自建大棚，并制定了

“大事小事都请教”的原则。终于，
苔藓种植成功了，夫妻二人经过一
年多的经验积累，也都可以独立完
成苔藓种植。但平均一天只卖一
平方米。怎么卖？销售难题又摆
上了桌。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加上张
林飞外出就医时结识的几位业内

人士的推荐，销路逐渐打开了。
“现在只要苔藓出棚，都是几百平
方米往外卖。”蔡春枝介绍，基地
的苔藓已经广销江苏、浙江、四
川等地。

但好景不长，2021年一场龙卷
风让大棚全部坍塌，损失100多万
元。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在了解
情况后，对苔藓种植产业进行深入
考察调研，整合各村衔接补助资
金 200 万元实施了漆岭村苔藓种
植基地项目，积极引导村集体流
转土地30亩，建设标准化连栋种
植大棚 6 栋，面积 6000 平方米，
目前基地内已育有品种 20 余种，
每年生产苔藓约3万平方米，年产
值300余万元。

现今，蔡春枝家的追梦路步入
正轨，她想带动更多乡亲参与产
业，实现富裕。

“种植后，要保持基质湿润。”
“一般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0-25摄

氏度之间。”“尽量避免使用化学肥
料，过多的养分会导致苔藓生长过
快而影响成品质量。”当天，在苔藓
基地，三名 50 岁左右的村民围在
一起聊苔藓种植的注意点，今年新
加入基地务工的脱贫户葛早年也
是一员，目前除了在基地从事搬
运、除草、浇水等工作之外，也
在积极学习苔藓种植技术。据其
介绍，像这样的互相交流和学习
在基地内并非新鲜事。而且在种
植过程中，蔡春枝和张林飞也会
手把手教学。

在这里工作了快 2 年的葛桂
芬已经是一名熟练工，不仅可以又
快又准分辨苔藓品种并进行分类，
对温度、湿度和种植节奏的把控也
是手到擒来。

目前在该基地长期务工的村
民有10余人，每年增收近2万元，

“我们也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增
收。”葛桂芬笑着说。

直面陌生产业 用苔藓铺出致富路

昔日贫困户 今朝圆梦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方芳 通
讯员 程梅芳） 3 月 12 日上午，大
观区开展2024年残疾儿童矫形器和
辅助器具筛查评估适配工作。区残
联按照“按需适配、应配尽配”原
则，将该区有需求且符合条件的0—
16周岁肢体残疾儿童纳入辅具适配
救助范围。

评估适配现场，省辅具专家根据
残疾儿童个体差异，通过询问每位儿
童的病史、目前身体状况及检查儿童
翻身、坐爬、站立等情况，在充分尊重
残疾儿童家长意见的基础上，为残疾
儿童提供“量体裁衣”式个性化定制
服务，并就正确使用辅助器具和日常
维护注意事项进行了细心指导。

“两个孩子从一岁多开始适配矫
形器，每年评估适配一次，这次经
过专家评估，准备给两个孩子配矫
形器和矫形鞋，确保踝关节和膝关
节不萎缩，纠正步态。”家长胡贤鹏
表示，一直以来，孩子们使用适配
器具效果都很好。大孩子配矫形
器可以自己走路，小孩子也在逐步
调整。

此次筛查评估，该区共有10名残
疾儿童适配矫形器、矫形鞋和液压式
踏步机、儿童座便器等辅助器具，超
额完成2024年省定标任务。

据介绍，残疾儿童矫形器和辅助
器具适配项目是安徽省50项民生实
事之“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肢体残疾儿童适配合
适的辅助器具，可以帮助他们矫正腿
脚的畸形，最大限度地补偿因残疾造
成的身体功能减弱或丧失，使残疾儿
童在最佳治疗年龄段得到康复治疗，
为他们早日融入社会创造条件。

“量体裁衣”为残疾儿童

提供定制服务

3月6日，蔡春枝（左）在检查苔藓长势和基质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