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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 味味 人人 生生

1 1月 10日，立冬刚过，草枯叶落，然
而，位于霍邱县潘集镇秦嘴村境内的安
徽鑫美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里却是另一
番繁忙的景象。数十位头戴洁白工作帽、
身着整洁工作服的工人紧张有序地忙碌
在生产、凉晒、包装等流水线上……令人
惊叹，荒岗薄岭上，这些或晶莹剔透，或
紫气如烟，或轻淡如云的粉丝，被着装标
号，打下商标，送往南京、上海、合肥等数
十家连锁超市。

这些流水线上，有11位是当地就业的
贫困户，王后美就是其中一位。30多岁的
王后美是潘集镇王郢村贫困户，本人患
病，不能干重活，母亲也长年有病，生活
十分困难，被纳入贫困户。2017年3月份，
王后美被吸收到企业，从事包装，不仅每
天可享受免费用餐，而且每月收入1800

元左右，年收入近两万元，公司每年还帮
助她销售养殖的100多只土鸡。人逢盛事
精神爽。目前，王后美不仅摆脱了贫困，
病情也大为好转。贫困户李本金身体不
好，妻子痴呆，还要抚养4个孩子，十分贫
困。2018年3月，李本金被招入企业从事

种植，不仅每天享受免费用餐，而且当年
收入两万多元。

鑫美思，是一家以农业结构调整，发
展红薯种植，以及红薯紫薯类产品开发
为主的农业公司，有一个合作社、一家红
薯制品工厂，拥有无公害红薯紫薯种植
基地3000亩，生产红薯粉丝、水晶粉丝、
紫薯速溶全粉等十余种产品，销往安徽
红府超市、南京苏果超市、上海唐人国际
等数十家连锁超市；特色稻米种植基地
10000亩，并在合肥设立一个营销中心，
实现全程质量保障、低运营成本的管理
模式。其中瑞禾红薯种植专业合作社在
2013年被评为“市先进合作社示范社”，
同年被评为“市龙头企业”，2016被评为
省级合作社示范社。

创业艰辛，发展更难。潘集镇位于汲
东干渠末端，大部分耕地处岗坡，常年干
旱，过去当地群众种植打瓜、玉米等农作
物，因旱灾常年欠收，很多乡邻进入贫困
行列。如何因地制宜，调整种植业结构，
带领乡邻走出困境？2009年，从事多年基
层工作、已经退休的李志照，经过多次外

出考察和深思熟虑，决定引进试种耐旱作
物红薯，并获得成功。公司先后流转1150

亩土地，红薯单产3000公斤，总产3000

万公斤，公司订单收购生产紫薯红薯粉丝
在安徽各大超市与同行业比重为68%。

李志照算了一笔账：一亩红薯可产
红薯3000公斤左右，按每公斤1 . 2元计
算，每亩可获得3600元，除去成本，每亩
一季可收入3000元左右，若种植10亩红
薯，一年仅一季就可获30000元。一花独
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红薯试种成
功后，注册成立了霍邱县瑞禾红薯种植
专业合作社，采取公司+农户+基地的生
产经营模式，建立无公害红薯紫薯种植

基地3000亩，带动附近刘楼、孙岗、朱郢
等村800多农户，其中200多户贫困户增
收致富。

有了基地、增加了收入，李志照并没
有沾沾自喜，他把目光投在发展红薯产
业链上。通过外出参观考察，很快成立以
红薯制品为主的潘集镇徽蓼家庭农场。
2013年注册“徽薯”商标，并取得“QS”生
产认证。绿色环保的产品得各方喜爱，直
销大型连锁超市。农超对接，稳农增收。
谈及今后发展的前景时，军人出身、朴实
直爽的李志照表示：稳打稳扎，发展专
一，延伸产业，带动更多的乡邻致富是我
们不懈的追求。

本报讯(记者 刘扬)近年来，金安区孙岗镇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与乡村振兴、发展现代农业、“三变”改革等相关工作统筹推进，整合完善建
设规划，统一布局、统一标准，严抓工程进度，严把工程质量，确保建一片成
一片，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措
施，也是现代农业的基础、产业兴旺的保障。孙岗镇根据本镇实际情况进行
摸排申报，按照“任务要落实、项目要落地、工作要落细”的要求，积极引导
社会资金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调动一批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
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撬动了民间资本1

亿多元，有效弥补了政府资金投入的不足和短板，并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
载体，积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序进行土地流转，实行土地入股、土地
流转、土地托管、联耕联种等多种经营方式，提升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水平，
支持有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建设管护主体，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与
精准扶贫、富民强村有机结合起来，改善贫困落后地区生产条件，提升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为产业扶贫夯实基础。

在项目安排上，该镇积极配合区农业农村局做好项目实施方案编制、项
目设计勘测等相关工作，优先安排干部群众积极性高、地方投入能力强、工
作基础好的地区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召开村民大会，广泛征求项目实施
意见，做好项目实施动员工作，并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沟通协调和矛盾
化解工作，确保项目按时按质顺利实施。对于公益性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在投入上以财政资金为引导，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
与，采取村民自建、先建后补等融资模式。同时建立项目建设专人管理责任
制，明确任务，严格把关，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确保工程质量。开展不定
期现场巡查，对重点建设环节，要求施工方在工序完工后，经自检、质检合
格后才可进入下一道工序，确保把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做成民心工程、精
品工程，实现了“种田人整田，整田人种田，田整了要调整，种田了要增收”
的目标。

本报讯(记者 谢菊莲 通讯员 卢贤傲)“感谢谷瑞公司的帮助，使我
有了稳定的务工收入，增强了我的脱贫致富信心”。近期，舒城县干汊河镇
朝阳村张湾村民组贫困户方武风向走访她的干部激动地说：今年，我在安
徽谷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建的黄姜种植基地务工，获得收入1 . 5万元，加
上家庭养殖收入和儿子到县城打工等收入总计4万元，不仅稳定脱贫，而且
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近年，在干汊河镇像方武风这样在安徽谷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黄姜种
植基地务工的贫困户共有16户，他们通过在基地就业平均年增收1 . 1万元。
素有“生姜之乡”美称的干汊河镇种植生姜历史悠久。由于该镇位于杭埠河
两岸，独特的沙土，天然的山水，优良的小气候，群众优良的种植传统和丰
富的种植经验，使本地的生姜具备了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质地，出产的
生姜属姜中极品。本地生姜以色淡黄冠名黄姜，质脆嫩，味香辣，营养价值
高、食药同源而享誉海内外。

早在2016年，安徽谷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思年为了保护、传
承、发扬光大干汊河镇生姜这一土特产品，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积极筹划
发展本地生姜产业，采取“合作社+贫困户+经营主体”的形式，兴建黄姜种植
基地，从当地生姜种植农户中收取本地姜原种，通过选育扩繁，示范种植优质
生姜。该公司总投资570万元，其中获得宣州区结对帮扶项目资金280万元支
持，在朝阳等村建立280亩黄姜种植基地，实施黄姜品种选育、生产基地建设、
产品加工研发等。今年该基地
黄姜长势良好，亩产达到2500

公斤，亩收入达一万多元，直接
带动16户贫困户就业，实现年
增收17 . 6万元，人均年增收1 . 1

万元，通过“合作社+贫困户+经
营主体”的形式，实现资产收益
分红带动10个非贫困村123户
贫困户年增收14 . 8万元。

11月8日，由六安市农机局、金安区农业机械化
管理服务中心主办的六安市“江淮果岭”机械化现
场会在金安区张店镇召开。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
胡刚等莅临现场。全市各县区农业农村局分管局
长、农机中心主任、农机推广站长、果树种植大户以
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果园机械生产、销售企业近300
人参加现场会。
此次现场会旨在搭建政府、企业、果农为主体

的服务、交流、学习平台，解决用工难、劳动强度大、
作业效率低等果园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加快提高我市“江淮果岭”机械化作业水平。
现场会上，大家观摩果园机械化开沟、除草、施

肥、旋耕、植保、碎枝和果树移栽等项目作业及果园
水肥一体化灌溉的演示，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研究
员、博士张金云，省果树体系六安试验站站长、六安
市水果产业协会会长、高级农艺师柳士勇为广大果
农开展了果园机械化技术培训。
果农们积极与各生产厂家对接，现场购置履带

自走式开沟、除草、施肥机械4台，自走式植保机械
两台，碎枝机械两台，意向定购12台。

孙岗镇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干汊河镇壮壮大大黄姜产业助脱贫

积积极极推推进进““江江淮淮果果岭岭””机机械械化化
鲍鲍远远海海 张张 勇勇 文文//图图

挨过饥饿的人大都对粗粮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在现
在不受待见的粗粮，却是那个年代的救命粮。

伴随我整个童年的，就是饥饿和寒冷。那个时候，粮食
收获后，也是在集体的仓库里。像我们家兄弟姊妹多，劳动
力少的，交不上“超支款”，也分不到粮食。不出工干活的孩
子，每天能喝上两碗稀饭，就是不错的了。但是，挖山芋的季
节，却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

荒岗薄岭上的旱地，是栽插山芋的好地方。山芋对水肥
要求低，好管理，产量高。我们家乡大多是黄泥土，这种土板
结不松散，如果在整平的地上栽插山芋，不利于山芋的生长,

山芋的个头小，产量低。土地深翻后，大人们用锄头把松过
的土打成隆起的土垅，我们家乡把这种土垅叫“山芋坝子”。
在这个“坝子”上栽插山芋，山芋成熟后，会把这个“坝子”撑
得布满缝隙。

山芋成熟了，孩子们就不会挨饿了。因为，山坡下、土岗
旁，到处都是“芋头地”，三三两两的孩子，只要悄悄地溜进
芋头地，不需要任何工具，找到开裂的地方，三下两下，红彤
彤、光溜溜的山芋就揣进我们的破衣兜里，然后再把散开的
土填进那个凹坑，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就有一顿美味的山芋
宴了。

当然，我们想吃山芋，大多时候是不需要“偷”的。我们

拿着锄头或铁锹，在大人们挖过的山芋地
里寻觅，往往都有不小的收获。我们把这种
方式叫“溜芋头”。不过，我们“溜”到的芋头
通常都比较小，有的小到不能叫芋头，只能
算是根须。这种根须我们也是舍不得丢弃
的。因为它总是有一点“肉”的，可熟吃，也
可生嚼。在那个年代，所有能果腹的东西，
都是我们的珍宝。这是现在的孩子难以理
解的。

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再也不
用为温饱发愁了。但因为吃得太精致、太油
腻，以致吃出了高血压，吃出了肥胖病。于
是，健康专家又呼吁大家多吃粗粮，当年的
山芋、南瓜、玉米等，又成了绿色健康食品、
成了餐桌上的“新宠”。

这不，我退休回到老家的第一件事，就
是在庭院边开垦了一小块菜地，并栽插了
山芋。五谷杂粮壮身体，适当劳动保平安。

秋天，一个多彩
的季节；秋天，一个收

获的季节。
1 1月初，跟随摄友们

进大别山寻色。在一处田
野 处 巧 遇 一 对 养 峰 人 。夫
妻俩热 情 开 朗 ，他 们 四 季
逐 花 而 居 ，貌 似 随 意 的 生
活 ，实 则 辛 苦 不 易 。有 趣 的
是 听 养 峰 人 说 ，到了冬 季 ，
就 把 峰 王 放 进 特 制 的 小 笼
里，实行“计划生育”，免得
冬天出生的小蜜蜂挨冻受
饿 ，不 仅 不 产 蜂 蜜 ，还 浪
费“粮食 ”。看 着 忙 碌 的
夫妇，嗅着山野特有的
气 息 ，我 们 的 心 瞬 间
被 感 染 。有 道 是“ 层
林尽染秋正好，勤

劳 致 富 蜜 也
甜”。

11月2日，六安市某小区，几年未见的
94岁的新四军老战士吴彬(右二)和95岁的
耿丽华，佩戴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纪念章，在亲人的安排陪护下，来到小
区相聚畅谈。已经是鲐背之年的两位老人
身体健康、口齿清楚，谈起革命生涯，情
绪激动，说到如今的幸福生活，不时开怀
大笑。

两位老人都是江苏人，吴彬16岁参加新
四军担任宣传员，跟着部队转战南北。而
19岁入伍的耿丽华则先后在苏北新四军和
华野十三院担任卫生员，后来从事医疗管
理工作。解放后，两人都随丈夫在六安工
作生活，她俩既是老乡老战友，也是老邻
居。2015年，吴彬搬到合肥儿子家居住，
两位年事已高的老姊妹虽不方便联系，但
一直相互牵挂，希望能见见面、好好说说
话。当吴彬、耿丽华牵着手坐到长椅上，
谈笑如昨，在场的亲人和邻居们深为这一
具有特殊意义的重逢相聚而感动。

吴彬老人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
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定要倍加珍
惜。当年，部队从苏北转战山东，每晚行
军百余里，她所在的淮宝县(今洪泽县)独立
团的团长就牺牲在转战中。

耿丽华老人一边和邻居打招呼，一边
激动地说，我们都托共产党的福。历史不
能忘记，要教育好子女，好好学习，天天
向上，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和老战友、老邻居耿丽华话别后，吴
彬在女儿女婿的陪伴下，信步走到小区对
面的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参观。正在这
里开展党员革命传统教育活动的一群基层

党员，听说老人家是新四军老
战士，连忙展开鲜艳的党旗，
簇拥着老人合影留念。凝望着
开国将军浮雕，听完随行人员
关于红二十八军、新四军发展
史介绍，老人抚今追昔，思绪
万千，久久不肯离开。据悉，
吴彬老人是纪念馆新馆开放后
年龄最大的参观者。

郑金强 文/图

九旬女战士金秋忆当年
勉励后人不忘历史

1111月月22日日，，老老战战
士士吴吴彬彬在在大大别别山山革革命命
历历史史纪纪念念馆馆110088位位皖皖
西西籍籍开开国国将将军军塑塑像像
前前，，驻驻足足凝凝望望。。

11月2日，六安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前，来自金安区东桥镇的基层党
员参观者，展开鲜红的党旗，和吴彬合影。

1951年，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三队三组
留影。左二为耿丽华。 （张平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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