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太湖县以“村咖”为
支点，撬动乡村资源，串联景区景
点，培育多元业态，探索出一条

“小切口带动大产业”的乡村振兴新
路径，为县域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能。

走进位于晋熙镇花亭湖村的粮仓
咖啡店，咖啡的香气远远就能闻到，
在这家咖啡馆里，简约书架、旧式收
音机、电视机、煤油灯等元素随处可
见。虽然刚过五一假期，店内的上座
率仍然达到了六成以上，在游客中，
一群摩托车骑行爱好者的身影显得特
别抢眼，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摩友”，慕名来到这家“村咖”。
“这家‘村咖’非常的有特色，

古朴又自然，在这里喝喝咖啡看看
书，非常惬意。我们一路骑行过来，
花亭湖的风景秀色可餐，让人心旷神
怡。”游客汪小兰说。

这家“村咖”所在的位置原来是
一座旧的粮站，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已
经很破旧，咖啡馆的主理人韦小罕也
是一名摩托车骑行爱好者，他想着给

“摩友”们提供一个可以聊天、可以
歇脚、适合看书的地方，就联合其他

“摩友”一起开办了这家咖啡馆。在
设计时，他们充分保留一些粮站的原

始风貌，同时加入一些怀旧元素，让
更多市民和游客卸下疲惫和烦恼，走
进乡村、爱上乡野，享受田园悠然，
体味不一样的慢生活。

“咖啡馆一天收入有五、六千元
左右，旺季的时候收入会多一点，节
假日一天人流量大概有200人左右，
有时候一桌难求。”太湖粮仓咖啡馆
主理人韦小罕说道。

像韦小罕这样返乡从事“村咖”
的创业青年在太湖县还有不少，在这
些“韦小罕们”看来，青年人回归乡
村寻求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提前
在乡村布局也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乡村振兴正
当时，新农村大有可为。

为拓展多元业态，推动产业融
合发展，太湖县打破产业边界，推
动“村咖+文创”“村咖+民宿”多元
发展，布局特色民宿、非遗技艺体
验、乡村书吧等新业态，助力乡村
振兴。

如今，太湖县的“村咖”数量已
经超过 30 家，从“村咖”到“村
咖+”，咖啡这个“搭子”正不断创新
碰撞出更多新场景，这场咖啡与乡村
的双向奔赴，正书写新的诗与远方。

（通讯员 吴阳金 詹霖）

串联景区景点 培育多元业态

“村咖”引爆乡村游

本报讯 连日来，在位于太湖经
开区的安庆富盈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车
间内，多条流水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分
工明确，在流水线上包装一款毛巾架
订单，即将发往国外市场。

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度
美国市场占公司总销售额的比例约为
90%以上。面对当前形势，企业一方
面稳住美国市场，另一方面积极调整
经营策略，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多元
化应对，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为了
坚定企业发展信心，助企纾困解难，商
务部门第一时间主动对接，为企业提
供各类政策咨询、新兴市场对接服务。

在全球贸易形势复杂多变背景

下，太湖县外贸企业坚定闯荡国际市
场的底气和信心，积极应对，科学应
变，加快自主创新步伐，提升产品竞争
力。相关部门多措并举、精准施策，推
动企业开拓多元市场，促进内外贸一
体发展，增强外贸企业发展韧性。

“公司为了持续生产经营，做出一
些重大部署，包括开拓新兴市场，主要
到欧洲地区和中东地区开拓新的市
场，此外加大产品研发力度，来满足国
际新兴市场需求。”该公司管理部经理
龚小鹏说。

新兴市场的开拓，让企业信心满
满。走进安徽杰菲特包装科技有限公
司液体分配器自动化组装车间，一条条

自动化生产线正加足马力全力生产，正
在赶制一批发往土耳其的订单。这家
企业主要生产日化洗涤包装产品。为
帮助外贸企业拓展市场，太湖县在渠道
开拓、服务保障等方面加大帮扶力度，
鼓励企业紧跟“一带一路”市场。通过
政企协同发力、持续用力，近日，该公司
成功签约了一笔来自俄罗斯的2000万
元订单，这让企业信心倍增。

据该公司总经理章留华介绍，在县
商务局的关心支持下，公司积极响应国
家“一带一路”政策，拓展了俄罗斯、土
耳其等国外市场。目前，公司外贸形势
稳中有进，外贸同比增长30%。今年，
年产值有望达到8000万元。

太湖县拥有外贸企业26家，为进
一步稳住出口贸易基本盘，县商务局
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引导企业积极参
与“徽动全球，万企出海”行动，走出去
拓市场抢订单，发展跨境贸易，完善物
流通关保障机制。同时，助力企业加
入国内大循环，实现“两条腿”走路。

“下一步，我们一方面用政策支持
稳主体。鼓励企业开拓市场，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助外贸优品
拓内销。发挥徽派企业商贸流通合作
联盟作用，大力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助
力外贸企业走出困境，大力推动外向
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县商务局局长贺
志君表示。 （通讯员 黄德丰）

开拓多元市场 增强外贸韧性

新闻广角

本报讯 近日，太湖县晋熙
镇花亭湖村地产特色时令水果枇
杷逐渐步入销售旺季，为保障果
农销售与城市秩序和谐共生，县城
管局积极作为，以“疏”与“导”
的管理智慧，为枇杷摊经济保驾
护航。

为杜绝假冒自产自销产品鱼目
混珠现象，开辟地产枇杷“绿色销
售通道”，树立起花亭湖村枇杷产
品口碑，县城管局联合村委现场踏
勘，按照“因地设点、规范管理、
服务群众”的总思路，合理设置枇
杷自产自销季节性疏导点摊位 24
个，并根据场地情况对果农的遮阳

棚作出统一规定，提升疏导点的整
体整洁度。同时，该局与果农统一
签订《太湖县城区临时疏导点经营
协议书》，要求果农在经营的同时
维护好周边环境卫生，在保证个人
安全的前提下不影响卖枇杷，不阻
碍交通。

“下一步，将摆脱粗放化、碎
片化管理，打造规范化、集成化便
民模式。督促责任人做好疏导点周
边的市容环卫秩序工作，为当地果
农和市民群众提供安全便捷的售买
渠道，进一步助农助销，深度促进
农旅融合。”县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通讯员 张应龙）

这里有条“枇杷”一条街

本报讯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
倍忙。当五月的风掠过天华镇锦鸡
村的田间地头，一场关于“火红产
业”的耕耘正悄然拉开序幕。一粒
粒饱满的辣椒种子，正承载着村民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片充满
生机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刚洒向田
间，锦鸡村的辣椒基地已是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营养土在筛网上欢
快跳跃，银亮的锄头在晨光中划出
优美的弧线，村民们分工协作，将
一粒粒希望的种子小心翼翼地播撒
在肥沃的土壤里。基地负责人穿梭
在田垄间，时而俯身查看播种间
距，时而指导调整种植密度，脸上
写满对丰收的期待。

“这款辣椒皮色好，辣味浓，抗病
高产，在种植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
绿色环保理念，采用科学的种植方法
和管理模式，致力于打造高品质的辣
椒产品。”基地负责人刘启宝说道。

这片火红的产业，不仅唤醒了
沉睡的土地，更点燃了村民的生活
热情。曾经在家赋闲的老人们成了
产业工人，在基地里，播种、除

草、采摘……各项农事活动接连不
断，老人们总有干不完的活。这不
仅让他们赚得了实实在在的“养老
钱”，更给原本平淡如水的日子注
入了一股强劲的“奔头”，让他们
的生活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我们在这里做得很开心，一
天收入有100元，活也不累人，对
年纪大的人来说像锻炼身体一
样。”村民查显云说。

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鼓起了腰
包，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更
令人期待的是，一座牛肉酱加工厂
也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之中。未来，
火红的辣椒将沿着产业链“跳”上
更远的餐桌。

“辣椒基地建成以后，一方面
通过土地流转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另一方面基地的运营为家门口劳动
力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带动村民
致富增收。同时我们还在打造一个
牛肉酱加工厂，辣椒丰收以后将作
为加工原料，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提升附加值。”该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张达义说道。

（通讯员 刘鑫）

“火红产业”点燃振兴引擎

本报讯 近日，太湖县徐桥镇
南庄村的260亩金银花迎来了热闹
的采摘季。田间，当地村民正忙着

“摘金采银”，一幅“金银满枝”的
丰收画卷徐徐展开。

踏入南庄村金银花种植基地，
宛如走进一片迷人的“花海”。一
簇簇挺拔翠嫩的金银花在微风中摇
曳生姿，散发出阵阵沁人心脾的芬
芳。百余名采摘工人穿梭在花丛
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村民
袁群霞动作娴熟，双手在枝叶间灵
活舞动，不一会儿就摘下了一大把
饱满的花蕾。

“这满园的金银花看着就喜
人，采摘也不累，一天能采摘二十
多斤，收入有100元左右。家里农
活也没耽误，还能额外挣一笔钱，
我很开心。”袁群霞高兴地说道。

据该基地负责人黄根介绍，从
5月7日开始，基地每天安排150余
人采摘，每天采摘的鲜花大概5000

斤，干花大概600斤，预计采摘将
持续到6月初。

该基地种植金银花已有5年时
间，经过不断摸索和技术改进，金
银花的品质和产量都有了显著提
升。每天采摘下来的金银花，会及
时送往烘干房，依次进行称重、分
拣、烘干、冷链储存等工序，随后
再销往河南、亳州等地。南庄村依
托“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大力发展金银花种植产业，目前已
带动南庄村及周边300余人实现就
业增收。小小的金银花，不仅成了
南庄村的特色产业，更化作了村民
们的“幸福花”“致富花”。

“下一步，将继续扩大金银花
种植规模，完善产业链条，发展金
银花深加工产业，提高产品附加
值，让小小金银花成为村民致富的

‘摇钱树’，让村民在致富路上更有
奔头。”黄根表示。

（通讯员 苏勇）

“金银满枝”绘出美好丰收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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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眼下，太湖县17万余亩
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期，农户们抢抓晴
好天气，开镰收割，田间地头呈现出一
片热闹的丰收景象。

这两天，在太湖县奇林农机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油菜种植基地内，油菜已大
片成熟，饱满的菜籽角挂满油菜杆。现
场机器轰鸣，农机手驾驶着履带式收割
机正在田间来回作业。随着收割机割
台高速转动，油菜植株被卷起送入收割
台，完成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工

序。油菜籽则通过卸粮口源源不断地
涌向车斗中，打碎的秸秆就地还田。省
工、省时、节本增效的收割方式让种植
户尝到了农业现代化带来的甜头。

为了油菜籽减损并便于保管，今
年，太湖县种植大户黄小奇在收割油
菜籽时，选择杂质较多模式，再通过晾
晒后进行二次精选来提高油菜籽产量
与品质，提高出油率。

“今年种了200多亩油菜，采用的
是良种良法，机种机收，节约了不少成

本，总产值大概15万余元，我对今年的
产量很满意。”该合作社理事长黄小奇
开心地说道。

今年，太湖县油菜夏收面积达17.3
万亩，油菜生产是不平凡的一年，冬春
连旱的不利天气，对油菜生产影响较
大。开春以后，县农业部门及时组织
县乡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
指导服务，引导农户做好春季田间管
理，促进油菜春发稳长。

近年来，太湖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在新仓、大石、徐桥等畈区乡镇因
地制宜扩大油菜种植面积，采取“农业+
旅游”的生态种植模式，推行稻油轮作，
既提高农田利用效率，又实现增产增收。

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副主任李
淦介绍，目前，油菜已进入收割期，预
计15天内能收割完毕。农机部门陆续
在全县开展油菜机收减损等相关技术
指导服务，最大限度降低机收损失率，
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通讯员 黄德丰 詹霖）

17万余亩油菜开镰收割

本报讯 初夏的阳光洒在晋熙镇
阳冲村毛安山场，这里的青梅种植基
地生机盎然。成片的青梅树枝繁叶
茂，圆润饱满的青梅果缀满枝头，在
绿叶间若隐若现。数十名村民穿梭林
间，双手灵巧翻飞，熟练地将一颗颗
青梅摘下、装包、搬运，一派热火朝
天的丰收景象。

这片如今硕果累累的青梅基地，
始建于2018年，占地150亩。它的诞

生，源于芜湖市繁昌区与阳冲村的结
对帮扶。帮扶过程中，繁昌区不仅免
费提供青梅苗和专业种植技术，还承
担起青梅果的收购工作。阳冲村村委
会则负责基地的统一管护，双方紧密
配合，精心耕耘。历经近6年的悉心
培育与精细管理，昔日荒芜的山场完
成华丽转身，成为规模化的青梅产业
园。今年，基地更是迎来首个丰产
期，预计总产量将突破2万斤，能为

村集体增收近5万元。同时，该产业
还带动了50余名村民实现就近就业，
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

“这个基地种植了150亩青梅，这
几天开始采摘，有60多人参与采摘，
已经采摘鲜果14000余斤，今天还有
一部分在采摘，大约6000斤左右，总
量差不多2万余斤。”该基地负责人周
玉进介绍道。

从曾经的荒山秃岭到如今的绿意

盎然、硕果满枝，从“零散种植”发展为
“订单农业”的规模经营，繁昌区与太
湖县阳冲村的“青梅之约”，不仅让村
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更探索出一条跨
区域产业协作的共赢之路。随着乡村
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这小小的青梅，
承载着帮扶双方的深情厚谊，正为阳
冲村村民酿造出愈发醇厚的幸福滋
味，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通讯员 梅大宋 詹霖）

150亩荒山“梅”好蝶变！

正在建设之中的太蕲高速安徽
段 共 建 有 28 座 桥 梁 ， 全 长 共 有
12733.35米，桥隧占比达28.33%，所
有桥梁工程已完成工程总量的96%。
其中位于天华镇黄苗村境内的黄苗
特大桥正桥长达 1110 米，是全线最
长的大桥。 通讯员 刘辉 摄

重点项目

建设忙

太湖县北中镇吴俊村村民正在按照标准作业要求种植生姜。该村大力
发展生姜特色产业，涌现出了一些种植大户，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通讯员 刘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