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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旅”融合助增收

6月9日，宜秀区五横乡杨亭村
杨梅种植基地里，400多亩杨梅林郁
郁葱葱，一颗颗青红色或紫黑色的
杨梅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近
百名游客穿梭林间，循着诱人的果
香，将一颗颗成熟的杨梅装满了果
篮，他们沉浸式体验着采摘乐趣。

在该基地，有一些村民正在分
拣包装采摘的杨梅。“以前守着几亩
地，看天吃饭。现在在杨梅园干活，
家门口就能挣钱。”正在包装杨梅的
村民杨琳说道。

该基地负责人胡玲红告诉记
者，这里的“黑炭”与“东魁”两大杨
梅品种，具有独特的风味和优良的
品质，在市场上备受青睐，目前市场
价分别为每斤20元、40元，基地年
创收近70万元。每年周边农民来
基地务工人数有100多人，支付务工
工资近40万元。

胡玲红是一位有着多年种植经
验的果农，回忆起当初种植杨梅的情
景时，她感慨万千：“那时候，村里的
土地大多用来种传统农作物，收入微
薄。我看着村里的山地闲置着，就想
着能不能种点别的。后来听说种植
杨梅市场前景不错，就试着引进了一
些杨梅树苗。”刚开始，胡玲红由于缺
乏技术和经验，杨梅的产量和品质
都不理想，赔了不少钱。但是她不
甘心就这样放弃，于是四处学习种
植技术，请教专家，经过几年的努
力，终于掌握了杨梅种植技术，她种
植的杨梅产量和品质也越来越好。

如今，杨亭村杨梅种植基地的
杨梅不仅畅销本地市场，还通过电
商平台远销全国各地。为了延长杨
梅的销售周期，提高产品附加值，胡

玲红还引进了冷藏冷冻设备，将杨
梅进行保鲜处理，同时还与酒厂合
作，将部分杨梅酿成了醇厚的杨梅
酒。每到杨梅成熟的季节，该基地
都会举办采摘节，吸引着来自各地
的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近年
来，采摘节吸引的游客超过2万人
次，线上线下创收近百万元，品牌影
响力辐射至京沪等一线城市。

胡玲红种植杨梅取得成功，带
动了村里其他果农的积极性，越来
越多的村民加入到了水果种植的行
列。杨亭村还引入了太古林业等生
态企业，进一步推动了果旅、农旅、
文旅的深度融合，为村民增收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杨梅、百合与
茶叶等特色产品，共同构成了杨
亭村产业振兴的多彩拼图。

“茶谷”飘香引客来

花溪茶谷，是杨亭村农文旅融
合发展的核心区域，这里的千亩生
态茶园孕育出了“龙山野茶”，这一
国家地理标志品牌不仅是杨亭村
的骄傲，更是该村产业发展的基
石。春天，游客们漫步在茶园，感
受着清新的茶香，体验着采茶制茶
的乐趣；夏天，游客沿着溪谷栈道
溯流而上，享受着山间的清凉与宁
静；秋天，漫山遍野的红叶如诗如
画，吸引着众多摄影爱好者前来捕
捉这美丽的瞬间；冬天，在养生民
宿中，泡上一杯热茶，可以感受冬
日的温暖与惬意。

说起花溪茶谷的发展，杨亭村
老茶农李浩感受最深。他在这片土
地上种了一辈子茶，过去，由于缺乏
市场渠道和品牌意识，茶叶的销售
一直是个难题，一年到头辛苦劳作，
却收入微薄。随着花溪茶谷的开发

和“龙山野茶”品牌的打造，李浩的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种
的茶叶不仅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
价格也大幅提升。如今，李浩不仅
自己种茶，还在茶谷里当起了制茶
师傅，向游客们传授制茶技艺，经济
收入逐年增长。他常笑着说：“没想
到我种了一辈子的茶，还能赶上这
么好的时代，这都是村里发展农文
旅融合带来的好处啊！”

杨亭村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模式，大力发展茶产业，茶园从最
初的30亩发展到如今的千亩规模，
村集体收入也逐年攀升，年增收近
百万元。围绕着茶谷，游客中心、
太古林业等旅游配套设施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一片叶子”的产业链
不断延伸，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
的全域旅游格局。越来越多的杨亭
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捧
上“生态碗”，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今年，随着1.2公里漂流河道及
游客中心、凤水里民宿等高端配套
设施的建成，花溪茶谷的吸引力和
承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为“茶旅+
康旅”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也
为村民们拓宽了增收渠道。下一
步，这里还将举办更多丰富多彩的
茶文化活动，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
验，让茶香飘得更远。

“林长”护绿生态美

杨亭村的绿色发展，离不开林

长制改革的有力推动。2017年，安
徽省率先启动林长制改革，杨亭村
作为安庆市示范区先行区，积极响
应，大力推行网格化管理，扎实开
展“五绿”行动，彻底扭转了曾经因
乱砍滥伐和松材线虫病侵袭导致的
荒山困局。

作为杨亭村党委书记和村级林
长，杨江勤是这场生态变革的见证
者和推动者。回忆起过去村里的山
林状况，他感慨道：“以前，村民们环
保意识淡薄，为了眼前的利益，经常
乱砍滥伐，加上松材线虫病的肆虐，
山上的树木大片枯死，曾经的青山
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山，生态环境遭
到了严重破坏。”林长制改革的实
施，让杨江勤看到了改变的希望，他
带领村民积极投身到植树造林、护
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中。为
了加强山林的管护，杨亭村建立了
严密的守护网，设立了多个生态巡
护卡点和视频管控点，配备了专业
的护林员，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巡
逻。同时，将生态保护写入村规民
约，对破坏山林的行为进行严厉处
罚。在林长的带领下，村民们的环
保意识逐渐增强，曾经的荒山又重
新披上了绿装。

如今，杨亭村依托村集体2700
亩林场，科学规划，形成了山顶种
植公益林涵养水源，山腰发展茶
叶、杨梅等经果林，山脚培育银杏
等名贵苗木的立体生态产业体
系 。 全 村 森 林 覆 盖 率 跃 升 至

58.66%，先后荣获“国家级森林乡
村”“全国生态文化村”等称号。曾
经光秃秃的荒山，如今已成为“出
门见绿、处处是景”的富美家园，吸
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小积分”兑出大变化

杨亭村的振兴，不仅体现在产业
发展和生态改善上，更体现在“和”文
化滋养下的乡村治理中。该村大力
推行“信用积分超市”，将环境卫生、
孝老爱亲、志愿服务等文明善举量
化为积分，村民们可以凭借积分兑
换生活用品。这一举措激发了村民
们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形成了
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张丽是杨亭村的老住户，也是
“信用积分超市”的受益者。她笑
着说：“以前，大家对村里的公共事
务不太关心，觉得事不关己。现在
有了这个积分超市，大家都积极参
与，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我
平时就喜欢打扫打扫卫生、照顾照
顾邻里，没想到还能攒积分换东
西，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在张丽的
带动下，她所在的村民小组的环境
面貌焕然一新，邻里关系也更加和
谐融洽。

同时，杨亭村还制定了接地气
的村规民约，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
办，评选“星级文明户”“美丽庭院”，
让崇德向善的新风尚深入人心。村
里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农家书屋飘
出的书香、文化广场上的精彩演出、
道德讲堂里传播的善念，让村民们
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充实。

在治理创新方面，杨亭村积极
探索“专班推进+社会协作”的双轮
驱动模式，乡村两级专班建立“3+
2+1”任务清单，压实责任，同时引入
社会资本，深化“万企兴万村”合
作，汇聚各方发展合力。从过去的

“干部干、群众看”，到如今的党群
齐心共治，杨亭村实现了乡村治理
的深刻转变。

从茶香果韵到满目葱茏，从林
长守护到文明善治，杨亭村正以农
文旅融合为笔，绘就生态美、产业
兴、治理优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仲夏时节，记者走进位于大龙山脚下的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和“国家级森林乡村”宜
秀区五横乡杨亭村，一幅生态美、产业兴、乡
风淳的画卷扑面而来。近年来，该村坚持党
建引领、生态打底、产业筑基，依托“千村引
领、万村升级”工程，将茶产业、果业与文旅资
源串联，带领群众守护好山水、过上好日子。

守护好山水 过上好日子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张佳

6月4日，在桐城市双港镇南圩
莲藕种植基地，该镇鸭子村登宇农
场负责人潘新民带着10多名村民正
忙着采挖鲜藕供应市场。潘新民于
2015年返乡创业，如今承包了3000
亩南圩水面种植莲藕、芡实和养鱼，
还种植近百亩果树，带动周边农民
就业，一年支付务工工资达100多万
元。“我的梦想就是带动周边村民一
起过上好日子。”他说。

在嬉子湖之滨、大沙河之畔，双
港镇作为桐城市绿色包装产业的发
源地之一，当地农民过去走南闯北
推销包装袋，只图过上好日子。早

在1986年，潘新民就前往四川推销
包装袋，掘取人生的第一桶金后，他
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并在广
州成立一家皮具公司，实现了从肩
挑手提的“卖袋客”到“公司经理”的
华丽转身。

2015年，正当潘新民的生意做
得如火如荼之际，他却萌生了回乡
创办农场的念头。当他将这一想法
告知妻子时，平时温顺体贴、与他同
甘共苦的妻子也感到十分惊讶。其
实，潘新民回乡创业的想法并非出
自偶然，更不是一时冲动。一方面，
他怀揣着儿时的梦想，渴望改变家

乡落后的面貌；另一方面，家中年迈
的父母需要他的照顾。

2015 年 6 月，返乡“新农人”潘
新民正式注册了登宇农场，成立了
由鸭子村多户村民加入的水产养殖
专业合作社。随着养殖、种植规模
的不断扩大，如今，他已建立起完善
的销售网络，线上线下齐发力，将水
产品等推向全国各地，并带动越来
越多的周边村民过上了好日子。

潘新民返乡创业，不仅带动
了周边群众增收，他还心系家乡
公益事业。

登宇农场周边的湿地，成为鸟儿

们的乐园，冬季来临，成千上万只鸟
儿迁徙至此栖息休整。远远望去，湿
地被密密麻麻的鸟儿覆盖，宛如“鸟
的天堂”。潘新民便承担起保护鸟儿
的责任，成为一名保护野生动物的志
愿者。只要看见有人违法捕鸟，他便
上前阻拦和劝说：“鸟是人类的朋友，
我们都要爱护鸟类，让这儿成为野生
动植物的天堂。”

2016年，潘新民加入“桐城关爱
女孩网”志愿者行列，他积极参加公
益活动，每年都会拿出2万多元现金
或物资资助困难家庭。逢年过节，潘
新民都会上门看望慰问困难家庭，让

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他还参加
蓝天救援队，截至目前，已参加应急
救援服务20余次，累计志愿服务时
长200余小时，出色完成救援任务。
2017年，他主动联系桐城市红十字
会，在人体器官捐献意愿书上郑重地
签下自己的名字。2018年，潘新民被
评为“安庆好人”。2023年，他荣获

“第五届桐城市道德模范提名奖”。
因潘新民在学雷锋志愿服务中的杰
出表现，2024年，他被安庆市志愿服
务联合会评为“季评十佳”优秀个人。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钱文晨

返乡“新农人”逐梦“兴农路”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民法典宣传工作
走深走实，近日，迎江区人民检察院在迎江区
炮营山社区开展“‘典’亮生活 守护美好”普
法宣传活动。

“高空抛物砸到人怎么办？”“给人干活受了
伤谁赔偿？”……针对社区居民提出的这些问
题，该院检察干警结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解读了民法典中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人
格权保护、物业服务、婚姻家庭等法律条款，并
重点介绍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裁判结果监
督等职能，引导群众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此
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手册100余份，解答群众法
律咨询20余次。现场居民纷纷表示，检察干警
的讲解贴近生活、生动形象，让他们对民法典
有了更直观、更深入的认识，也感受到了司法
的温度与力量。下一步，迎江区人民检察院将
持续开展多样化的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让民
法典真正成为老百姓的“维权宝典”，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 （通讯员 张芳）

迎江区检察院：

“典”亮生活 守护美好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精神病防治康复工
作，减轻患者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桐城市
文昌街道文昌社区积极开展精神药品补助
项目，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必要的药物支
持，助力他们更好地康复和融入社会。

为确保困难精神残疾人“应助尽助”，文
昌社区在宣传栏张贴宣传材料，并通过社区
电子屏幕、网格宣传、入户走访等方式广泛宣
传，对于无法前来办理的特殊困难家庭，工作
人员主动上门向他们解读文件精神，让群众
充分了解此项惠民政策。该社区注重服务
保障，同时严格审核把关，确保相关材料
准确无误后，集中报送到街道残联统一审
批，补助资金通过社保卡直接发放到药补
对象手中。截至目前，文昌社区已为 7 名困
难精神残疾人进行药补申报。该项惠残政
策的实施，有效减轻了困难精神残疾人家
庭的经济压力，让他们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怀与温暖。 （通讯员 钱卫丽）

文昌街道：

落实惠残政策 确保应助尽助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人民检察院举办以
“携手护‘未’来，共筑入职查询与强制报告制
度防线”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以增进社
会各界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了解与支持，凝
聚未成年人保护合力，活动邀请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以及妇联、教育局等部门、学生家长
代表、人民监督员等参加。

活动中，受邀人员参观了未成年人法治
教育基地，未检检察官介绍了桐城市检察院
的相关职能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点。随
后，大家来到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大
厅参观了检察听证室和情绪疏导室，未检干
警们向受邀人员介绍了未成年人涉刑事案件
的处理过程，让大家“零距离”感受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的温度与力度。在交流互动环节，受邀
人员积极建言献策，对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未成
年人保护机制提出了宝贵意见。下一步，桐城
市人民检察院将继续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携手社会各界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筑起保护墙。 （通讯员 李颖）

桐城市检察院：

携手护“未”来

6 月 9 日，宜秀区五横乡杨亭村杨梅种植基地里，务工村民正在
采摘杨梅。 通讯员 张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