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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自2024年农村集体“三资”专项
整治行动启动以来，岳西县石关乡纪委立足
监督首责，以问题为导向，扎实推进相关工作
聚焦“合同清理、资产盘活、资金监管”三大核
心环节。截至2025年一季度，该乡通过专项
治理累计核查经济合同87份，推动整改问题
21个，立案调查2起，党纪处分2人，挽回集体
经济损失13万余元。

近年来，石关乡通过构建“纪委监委牵
头+农业农村部门主抓+村具体整改”的工作
机制，对合同文本不规范、租期过长、承包价
格异常等问题开展“拉网式”排查，针对发现
的问题，实行精准督导，确保问题动态销号。
此外，该乡强化数字赋能监管，借助小微权力

“监督一点通”平台，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合同
相关情况定期公示公开，实现对村集体“三
资”数据的动态监控和精准防控，让小微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下一步，石关乡将继续加大
监督力度，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巩固专项整治
成果，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通讯员 储昭龙 刘荣斌）

石关乡：

精准监督守好村集体“钱袋子”

本报讯 今年以来，桐城市大关镇紧扣
“宜居桐城”建设目标，以高位谋划引领、全
域聚力攻坚、长效机制固本三项硬核举措擦
亮宜居底色。

大关镇成立领导小组，建立“1+15+N”网
格化责任体系，镇主要负责同志统筹全局，15
个分工村点长牵头落实，整合 261 名市直干
部、109 名镇干、110 名村“两委”力量，实现
1245户农户包保全覆盖。同时，制定《大关镇

“宜居桐城”行动实施方案》，锚定具体任务，
市直班子成员及主分工村干部每户包保5户、
一般干部包保4户，每周入户指导。该镇紧扣

“闲置超2年必拆”硬标准，组建“拆棚攻坚专
班”，向群众讲政策、说利弊，带动群众从“要
我拆”到“我要拆”。该镇创新“三进三讲”宣
传法，召开村民小组会250余次、覆盖5000余
人，发放倡议书 1 万余份。大关镇农业农村
发展中心牵头，镇纪委、妇联等部门抽调人
员对各村工作开展效果进行评价，并结合

“日常工作+督查考核”两个方面，镇级财政
每年安排50万元经费用于村级补助和奖励。

（通讯员 倪萍）

大关镇：

多措并举擦亮宜居底色

科技赋能 蓝莓更甜

如今，这里没有传统农业的“面
朝黄土”，取而代之的是智能控制屏
闪烁的数据、自动化灌溉系统的潺
潺水声，以及村民们忙碌却充满希
望的笑脸。这一切，都彰显着科技
为怀宁县农业带来的深刻变革。

5 月 6 日，走进怀宁县高河镇
波波果业有限公司蓝莓基地，阳光
下，蓝莓树托起或蓝黑或青绿或紫
红的蓝莓小果，现场散发出阵阵诱
人的果香，让人垂涎欲滴，前来体
验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该公司
总经理刘金龙带领几十名村民正
在采收蓝莓，游客陈钟来也和朋友
拎着篮子走进蓝莓基地，他惊喜地
说道：“这里的蓝莓又多又大！”

“快尝一尝我们的蓝莓，又脆又
甜。”说话间，刘金龙随手摘下一个
蓝莓递到陈钟来手中。“真甜！”陈
钟来边吃边说道。

蓝莓甜，刘金龙说他心里更
甜。过去这片600余亩的土地十分
贫瘠，靠种植传统作物一直发展不
起来。当高河镇 2023年引进波波
果业有限公司时，刘金龙带领员工
经过几个月时间将这片荒地整理
出来，并投资 1 亿元新建分拣中心
和5G蓝莓智能温室大棚。智能温
室大棚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
术，实现了对蓝莓生长环境的精准
监测和智能调控。基地采用“温室
大棚+基质盆栽+水肥一体化+蜜蜂
授粉”的高效栽培模式，摆脱了对
土壤和气候的依赖，减少病虫害影
响。这种模式犹如为蓝莓生长精

心定制的“营养套餐”，精准把控每
一株蓝莓的水肥供应，实现了精细
化、科学化管理。“现在只需要 1个
人、1部手机就能管理上百亩蓝莓。”
刘金龙说，有了科技助力，种植蓝莓
更省心省力。

与此同时，怀宁县健全“科技特
派员+”运行机制，攻克了30余项生
产技术难题，运用“5G+物联网”技
术，搭建“智慧蓝莓”平台，构建7个
智慧蓝莓应用场景，实现对蓝莓实
时远程监测与诊断，蓝莓质量安全
监管精准化、可视化。怀宁县蓝莓
产业通过科技赋能、模式创新，实现
了从“传统种植”到“智慧农业”的跨
越式发展，是农业科技与农业产业
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为乡村振兴
注入了新活力，也为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蓝莓丰收 村民增收

“我在这里务工好几年了，每
年有近15000元收入。”怀宁县金拱
镇高湖村村民汪金兰说，“以前这
里是荒山一片，现在好了，镇里通
过招商引资全部开发种上了蓝莓，
我们村民在家门口蓝莓基地上班，
既有固定收入，又能照顾家庭，更
重要的是家乡环境变美了。”在汪
金兰手指的方向，100余亩连片的蓝
莓园苍翠欲滴，昔日荒山坡岗披上
了一层蓝装，一颗颗饱满的蓝莓缀
满枝头，让人望而生津。

5月6日清晨，在怀宁县洪铺镇
新龙村马直组的蓝莓基地，村干部
带着 10 多名工人正在逐垄检查蓝
莓的长势及挂果情况。在他们的

脚下，一条条滴灌管道正在为蓝莓
输送着定制化的“营养套餐”。“这
片35亩的蓝莓是我们村自主经营
的，今年蓝莓产量预计有 4 吨，可
以创造 15 万元左右的村集体收
入，也带动了周边 40 名群众务工
增收。后期我们准备稳步扩大蓝
莓种植规模，让更多的村民有活
干、有钱赚，真正实现强村富民。”新
龙村党支部书记冯利华说。

5月7日，在怀宁县腊树镇芝岭
村白屋组的蓝莓基地建设现场，两
台挖掘机正有序整理坡地，工人们
忙着铺设滴灌管道，新翻的坡地已
栽种上数百株蓝莓幼苗。“今年我
们村计划新增蓝莓200余亩，采取

‘平台公司+合作社’模式，总投资
约320万元，预计每年将为村集体
增收 10 万元。”芝岭村党委书记严
卫华介绍。目前，腊树镇种植蓝莓
面积达 5000 亩，已成为该镇实施
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新名片。

2023年，怀宁县月山镇复兴村
经济联合社与省乡村振兴研究院
达成合作关系，流转 200 余亩山
场、荒地发展蓝莓产业，按照“党支
部+经济联合社+基地+农户”的自
主经营模式，实现农户收入与村集
体经济“双增收”。村民曹小兰是
蓝莓基地的一名老员工，她说：“蓝

莓基地开始整地的时候我就来了，
前后参与了整地、铺布、摆盆、滴灌
设备安装调试、种苗、修剪等多个
工序，现在一个月工资3000元，到
了年底还给我土地流转的钱。”

农旅融合 乡村更美

春夏之交，走进怀宁县雷埠乡
白桥村蓝莓采摘园，果香扑鼻而
来，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蓝精灵”缀
满枝头，让人垂涎欲滴，游客们拎
着篮子兴致满满地穿梭在果树间，
边采摘边品尝，享受着身处大自然
的乐趣。“这里的蓝莓品质好、口感
好，比我在街上买的好吃，所以趁
着周末带着孩子来体验采摘。”游
客张美静笑着说。

“我们采摘园内还设有农家土
灶、休闲饮吧，游客们可以在这里体
验烧农家饭、钓龙虾等活动，感受农
家生活的乐趣。”采摘园负责人说，
近年来，采摘游越来越“热”，他也在
不断拓展内容，为游客带来更多新
体验，让游客不再是“来了就摘，摘
完就走”，而是真正地“游”起来。

时下，怀宁县蓝莓开始成熟，采
摘时节将持续到8月底。“生态”“绿
色”“休闲度假”“享乐农家”，这些字
眼成为怀宁旅游的热词，以农业观

光为主线的旅游服务业焕发出了
生机与活力。

“这一块有400多亩，除了供游
客现场采摘外，工人们边采摘边包
装边送入保鲜库，每天下午6点装
上冷链运输车，送往各地大超市。
除了采摘、包装、上超市货架这半
个小时时间，其他时间蓝莓都在保
鲜中。”怀宁县马庙镇蓝莓基地负
责人介绍说，为保证蓝莓的新鲜
度，基地采用冷链运输直达的蓝莓
运送模式，保证了蓝莓鲜果的品
质，达到直接食用的标准。从采摘
到城市大超市，在短短5小时左右
冷链“护航”后，新鲜的蓝莓就出现
在了长三角地区消费者的果盘
中。除了长三角地区，怀宁蓝莓还
销往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
深加工的蓝莓酒、蓝莓干、蓝莓饮
料等产品还销往海外市场。

怀宁县还建成蓝莓成果展示
中心、科普研发中心、物流电商中
心及蓝莓商业街。依托蓝莓产业
优势，怀宁县探索出一条“蓝莓+
旅游”的发展新路子，不仅建成了
5G蓝莓科研基地、独秀山公园、马
拉松生态廊道等蓝莓主题景区，
还通过每年举办蓝莓马拉松、蓝
莓文化旅游节等系列活动，用“蓝
莓”将县内旅游景区串珠成链，逐
步构建起“春有景、夏有果、秋有
游”的文旅新格局。预计 2025 年
户外拓展、生态采摘、休闲旅游接
待游客达100万人次。

“十四五”末，怀宁县锚定蓝莓
产业“双十双百”目标，聚力成为全
国蓝莓产业“单打冠军”、重要的深
加工交易集散研发中心、重要的蓝
莓元素休闲旅游区和国家乡村振
兴示范区，努力实现田园变公园、
农区变景区、青山变金山的愿景。

怀宁县用生态“含绿量”赢得
发展“含金量”，用时间的沉淀终在
绿水青山间生长出醉人的“果”。
如今，怀宁县已形成了蓝莓种植、
鲜果销售以及蓝莓果干、蓝莓酒、
蓝莓花青素饮品等精深加工的全
产业链发展模式。全县蓝莓种植
面积达9.3万亩，集聚规模化种植企
业198家，综合产值突破85亿元。

通讯员 檀志扬

小蓝莓撬动80余亿元大产业
22 年前，安徽省农科院一名专家来到

怀 宁 县 的 一 个 小 山 村 ，试 种 了 几 棵 蓝 莓

苗。不承想，这几棵蓝莓苗成了“星星之

火”，截至目前，怀宁县蓝莓种植面积突破

9 万亩，蓝莓综合产值达到 85 亿元。一颗

小蓝莓飞上致富的枝头，发展成富民强县、

乡村振兴、百姓富裕的大产业，怀宁县成为

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县级蓝莓种植区。
“

本报讯 近日，在宿松县洲头乡宗营村的
田间地头，农户们正忙着收割青翠鲜嫩的蒜
苗，捆扎、装车，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今年蒜苗
长势特别好，市场价每斤能卖到3元左右，一亩
地能收1100斤。我们与周边各大商超合作，蒜
苗采收后24小时内就能到达超市。”种植户凌
大叔一边麻利地采收，一边笑着说。

洲头乡农技人员介绍：“蒜苗采收时机很
关键，一般在苗高20-30厘米时最鲜嫩，过早
影响产量，过晚则易纤维化。”今年以来，洲
头乡农业服务中心大力推广“绿色种植+科
学管理”模式，通过轮作倒茬、有机肥替代化
肥、精准灌溉等技术，既提升了蒜苗的口感
与营养价值，又减少了病虫害。洲头乡通过

“蒜苗+大蒜头”双季采收模式，实现亩均收
益提升 30%以上，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
子”，而且让蒜农的“钱袋子”鼓起来。

（通讯员 柯立）

洲头乡：

“绿色种植+科学管理”助农增收

本报讯 近日，琚文杰、张丰庆、殷道明三
位桐城市人大代表慷慨解囊，他们分别到新渡
镇各自选区捐资1万元用于该镇金圩村、土桥
村、伊洛村“宜居桐城”行动。

据了解，三位人大代表捐助的款项将主
要用于村庄生活垃圾治理、庭院环境整治，促
进公共环境整治提升，并对无功能建筑进行
拆除，着力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镇。“新渡
是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我非常感恩。我也
希望通过此次捐款，共同为家乡的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琚文杰表示。近年来，新渡镇
越来越多的乡贤纷纷回馈家乡，积极投身公
益事业，他们通过捐资捐物、扶贫济困等形
式，为家乡的社会事业贡献力量，同时为家乡
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通讯员 凌旭东）

桐城市：

人大代表助力“宜居桐城”行动

本报讯 “我承包了练潭圩200
亩水面养殖青、草、鲢、鳙四大家鱼，
流转了200亩水田进行稻鱼共养，
还经营青梅农家乐，每年收入 300
余万元。”5月5日，桐城市双港镇练
潭村村民汪晶高兴地说。

现年 53 岁的汪晶是生活在嬉
子湖畔的传统渔民，2020 年开始
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他积极
响应政策退捕转产，夫妻二人搞
起了水产养殖兼营农家乐。汪晶
介绍，在稻鱼共养中，稻田微生物

以及危害水稻生长的害虫是鱼的
饵料，鱼产生的排泄物又为水稻
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物肥。稻鱼
共养，不仅投入的饵料和肥料减
少，而且生产出的有机大米也比
一般大米品质好、价格高。

双港镇境内土壤和地下水富
含微量元素锌，该镇支持新型经
营主体发展稻渔综合种养，努力
打造富锌水产品尤其富锌龙虾品
牌，扩大知名度，实现“一水多用、
一田多收”，促进农民增收、集体

增效。目前，双港镇实施稻鱼、稻
虾、稻鳖、稻鳅、稻鳝等多品种综
合种养总面积达3万亩，每亩增收
2000元左右。

近年来，双港镇双铺村坚持党
建引领，在资源开发、新业态培育
上做文章，引进能人和新型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唱活“经济大戏”，让兴
业富民的愿景日益变成现实。

“我在白陂湖养鱼场干了快三
年，一年有 3 万元收入，还不耽误
自家干活。”双铺村 61 岁的脱贫户

潘百胜一边给鱼儿投食一边与记
者攀谈。这300亩的白陂湖，原来
杂草丛生、淤泥沉积，没有大户愿
接手，只能眼巴巴看着成了荒废水
塘。如何让撂荒湖生“金”？2020
年，双铺村通过筑巢引凤，引进能
人曹峰回乡创业，开发白陂湖养
鱼。如今，白陂湖不仅每年为村集
体增收 7 万元，还吸纳潘百胜等 4
名脱贫户务工。

双港镇党委书记林国庆表示，该
镇将继续发挥好典型引路和示范引

领作用，在全镇20个村打造一批党建
引领乡村振兴的示范带、特色群。
同时，强力推进涉农项目招商，吸
引各类资本“上山下乡”，重点打造农
业“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品牌链、
全生态链”。该镇还加大新型职业农
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盘活耕
地流转资源6万亩，推动现有的 15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60 家家庭农
场、13家种植大户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孙传银）

双港镇：盘活资源兴业富民

胃溃疡是消化性溃疡的一种类
型，指发生在胃内壁的溃疡。胃溃
疡可表现为剑突下疼痛，餐后1小时
左右明显，经过 1-2 小时后症状缓
解。除了疼痛，胃溃疡还可以出现
腹胀、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烧心
等不适。胃溃疡出血，可表现为黑
便或者呕血，呕出的血液多为棕褐
色或咖啡色，少数患者为鲜血；黑便
像柏油一样呈现黑色，粘稠且发
亮。全身表现为：长期胃溃疡可出
现营养障碍、营养不良、消瘦、贫血。

胃溃疡的检查

HP检测：医院目前广泛使用呼
气试验，让患者服用一些含有放射
性碳的饮料或者药物，一段时间后
再检测呼出气体中标记的碳含量，
从而判断胃内是否存在HP。

粪 便 潜 血 试 验 ：对于出现黑
便或柏油样便的患者，是必要的
检查手段，用于检查是否存在消
化道出血，帮助判断胃溃疡是否
伴有并发症。

血常规：可以了解患者的白细

胞计数、红细胞计数等指标，有助于
判断是否存在感染或贫血等情况。

胃镜检查：是判断胃溃疡的最
准确的方法，可以直接观察溃疡的
部位、大小、形态等，并可取活检进
行病理检查，以明确溃疡的性质。

胃溃疡的治疗

目前药物治疗仍为首选治疗，
常用药物包括质子泵抑制剂、抗菌
药物等。

内镜治疗：对于药物治疗效果
不佳、溃疡出血等患者，可采用内镜
下止血、切除溃疡等治疗方法。

手术治疗：难治性溃疡、大量或
反复出血、并发急性穿孔、高度疑似
恶性肿瘤的胃溃疡等情况，可能需
要手术治疗。

找到病因并去除

长期口服损害胃黏膜的药物：
比如阿司匹林、芬必得等止痛用药。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可以破坏
胃黏膜，可以导致胃炎、胃溃疡，甚
至胃癌。

抽烟、饮酒：烟草中的尼古丁对
胃黏膜的损害比垃圾食品更严重。

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临床
可见遭遇重大打击、压力大出现急
性应激性胃溃疡。

不良饮食习惯：暴饮暴食、喜空
腹饮浓茶、喜食辛辣刺激食物。

胃溃疡的养治方案

去除病因
去除病因是首要的，药物引起

的胃溃疡需要停药，幽门螺旋杆菌
引起的，需要根治幽门螺旋杆菌，使
用药物持续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活
性，辅助修复胃黏膜，提高根除率。

规律饮食
戒烟限酒：吸烟会增加胃酸分

泌，影响胃黏膜血液循环，饮酒会直
接刺激胃黏膜，都不利于溃疡愈合，
应戒烟或尽量少饮酒。

选择适宜食物：多吃富含蛋白质、
维生素的食物，如鸡蛋、牛奶、鱼肉、新
鲜蔬果等，以增强机体抵抗力，促进溃
疡愈合。避免食用辛辣、过酸、过
甜、过咸、生冷、粗糙等刺激性食物。

注意饮食方式：细嚼慢咽，减轻
胃的负担。进餐时保持心情舒畅，避
免边吃饭边工作或情绪紧张。规律
进餐，定时定量，少食多餐，避免过
饥过饱，减少胃酸对溃疡面的刺激。

良好生活习惯养成
保证充足睡眠：每天保证7-8小

时的睡眠时间，避免熬夜，利于身体
恢复和胃黏膜修复。

适当运动：在病情稳定期，可进
行适量的运动，如散步、慢跑、太极
拳等，能增强体质，促进胃肠蠕动，
帮助消化，但要避免剧烈运动和过
度劳累。

对抗压力、舒缓情绪
保持心情舒畅：长期的精神紧

张、焦虑、抑郁等情绪会影响神经调
节，导致胃酸分泌失调，加重胃溃疡
病情。可通过听音乐、看电影、与朋
友聊天等方式缓解压力，调节情绪。

必要时寻求帮助：若心理压力
较大，难以自我调节，可寻求心理医
生的帮助，进行心理疏导。

科学用药
遵医嘱服药：严格按照医嘱按

时、按量服药，不能自行增减药量或
停药，以确保药物的治疗效果，促进
溃疡愈合。

注意药物不良反应：服用抗酸
药可能会出现便秘、腹泻等胃肠道
反应；服用抗生素可能会有恶心、呕
吐、过敏等症状，若出现严重不良反
应，应及时告知医生。

日常“三注意、一复查”
注意一：注意腹痛的性质、程

度、时间、规律等。
注意二：观察是否伴有恶心、呕

吐、黑便等症状。
注意三：若腹痛加剧、出现呕

血、黑便等异常情况，可能是溃
疡加重或出现了并发症，应立即
就医。

定期复查：遵医嘱定期进行胃
镜等检查，了解溃疡的愈合情况，以
便及时调整治疗。

（作者单位：宿松县人民医院）

胃溃疡这些事你知道吗？
余芳

5月7日，在怀宁县金拱镇高湖村蓝莓种植基地，镇村干部在田间地
头为果农直播带货，助力农产品销售。 通讯员 檀志扬 丁浩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