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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我要凭借这股势头，认真做好‘农村电商
优化升级民生工程’功课。”尧玉珍家住裕
安区罗集乡竹园村，是村里公认的“女能
人”，她既是村里的扶贫专干、电商业务
员，又是竹园村民生工程联络员。两年多
的扶贫工作给了她了解家家户户情况的
机会，同时她帮扶包干一部分贫困户，建
立了深厚的感情，村里贫困户也信任她，
把她视为亲人。

现如今，尧玉珍不仅学会开网店，把

自家农产品拿到网上销售，还将村里贫困
户采收的农产品如土鸡蛋、土鸡鸭鹅等放
在网上销售，带领大家脱贫致富。通过学
习摸索、操劳奔波、关爱帮扶，充分调动了
村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增强了贫困户自
我造血功能，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

事情要从今年5月份说起，一次偶然
的机会，尧玉珍参加了由裕安区商务局
牵头举办的民生工程“农村电商优化提
升工程”培训班。培训班上，老师从互联
网+知识、网店实训技能、电子商务网络

创业原理和基本类型以及网上开店的整
个流程和经验技巧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讲
解。通过电商培训、老师的悉心指导和自
己的勤奋刻苦实践操作，尧玉珍对电子
商务的基本知识和网店的操作流程有了
一定了解，内心“电商”运营的种子生根
发芽了。之后在扶贫走访中，尧玉珍总是
留心有“特产”的户子，运用刚学到的网
店开办流程和操作技巧开起了属于自己
和贫困户的网店。

网店让尧玉珍更忙碌了，她第一时间

将村民和贫困户的各种土特产一一拍成
照片和视频上传到网站进行售卖，还依
托火热的抖音平台现场播放原生态土特
产的视频，利用网络扩大销售渠道。截至
目前，直接带动本村贫困户、农户共计25

户获利，其中大户 1 5户、小户 1 0户，人均
收入在一万元左右。竹园村大卫庄组的
贫困户李光如养了100多只鹅，每天都能
收获不少鹅蛋，尧玉珍觉得农家鹅蛋绿
色健康，便联系到该户，放到网店上卖，
销量可观，到目前已获收益约3000元。

电商开启扶贫新思路
本报记者 张世巧 通讯员 王娟球 本报讯(记者 谢菊莲)记者日前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2019年

我市计划培训贫困村电商服务网点经营者441人，已圆满完成任务，带
动贫困户361人增收，平均增收2343元。电商进村，不仅发布益农信息，
更推动了农特产品网上销售，助力贫困户增收脱贫。

与此同时，各地驻村扶贫工作队、大学生村官、村“两委”、产业发展
指导员、农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也传来捷报，2019年计划培训3358

人，已培训5192人，计划完成率154%。贫困村现有综合网点63个、便民
网点352个。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与组织、商务、邮政等部门加强联系和沟
通，积极争取在部分村级电子商务进农村村级服务站、村邮站、乡镇农
技服务站以及从事电子商务运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选点布局，挂牌
推进村级信息服务站建设。截至目前，全市益农信息社建成站点239

个。以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为发展对象，
加强农产品电商主体培育，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自有平台、第三
方平台开设网店，创建有特色的网上销售品牌，集中展示、推介六安名
优特色产品。“三个农民电子商城”、“幸福淘购”、“先徽商城”等本地农
产品电商平台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引导培育“三品一标”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具有涉农省级以上著名商
标的企业开展在线销售，培育网销额超100万元的特色和品牌农村产
品。

整合邮政、快递以及各类物流企业和农产品经销商的物流配送资
源，大力发展农产品市场建设，实现贫困地区农产品到村到组物流的集
体配送。在推进江淮果岭建设过程中，为了加快桃产业发展，有效解决
运输储存难题，市财政拿出500万元，在金安、裕安、叶集3区建设水果
批发交易中心15个，中小型冷链仓储设施20余处。本报讯(刘霞 记者 谢菊莲)金寨县桃岭乡牌坊

村是金寨县71个重点贫困村之一，为充分利用该村土地
资源，带动群众脱贫，近年来，该村结合资源优势致力发
展观音豆腐系列绿色保健食品，为村集体经济和周边群
众带来长效稳定收入。

据悉，落户该村的金寨青叶集团2018年投资1250万
元，县财政投入资产收益扶贫项目资金80万元，吸纳龙
潭、高湾、东冲、赵院、桃岭5村投资入股250万元，人社
部扶持资金10万元，县妇联扶持资金10万元，累计资金
1600万元，投资建成年产值1200万元金寨青叶集团生产
厂房1200平方米，引进生产线4条。在各级扶贫资金的支
持下，通过土地流转、产业带动、技术服务、劳务用工、网
上销售、订单销售、“固定收益+分红”等利益联结机制为
贫困户和当地群众增收脱贫。

青叶食品主要以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观音树叶
制作的“观音豆腐”及通过高科技生物提取技术研发观
音树的系列产品。为迎合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青叶食
品在牌坊村投资合作，开发新的种植基地和加工工厂；
2018年全乡共种植观音树125600棵约1055亩，2019年
公司新流转土地582 . 12亩，苗木共计191000棵。土地流
转共计407户，其中贫困户90户，带动用工人数195人。

技术服务带动。在观音树苗供应、种植管理，加工销
售、信息服务等方面为群众带给产前、产中和产后全程
服务；农产品销售带动，委托村与贫困户签订观音豆腐
青叶收购协议，到收购季节，由集团派人到各村田间地
头收购青叶，2019年，共收购观音豆腐青叶12万斤，带动
贫困户户均增收2000元；劳务用工带动。每年优先从贫
困户中招收一批有劳动能力，符合用工要求的劳动力，
从事青叶采摘、田间管理、工厂用工等工作。2019年吸纳
贫困户 10户，人均增收劳务收入3000元；土地流转带
动。集团共承包流转土地1637 . 12亩，其中贫困户90户，
土地140亩，每年为贫困户增收土地流转收入800元；扶
贫资金受益驱动。2018年，该集团上交村集体经济收益4

万元，量化折股给贫困户，户均增收1000元。

舒城讯(卢贤傲)近日，在干汊河镇舒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就业扶
贫车间里，贫困户王国群一边忙碌，一边高兴地说：“我在这个扶贫车
间上班，既能就近照顾到家庭，每个月还可以挣到1500元收入，我家的
生活越过越好！”

据了解，如今像王国群这样在舒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就业扶贫车
间上班就业的贫困户有10位，每人不仅能获得年工资收入18000多元，
还可以就近照顾到家人，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近年来，干汊河镇为解决贫困户就业难、脱贫难问题，通过依托当
地主导产业、骨干企业，通过“企业+驿站+贫困户”的模式，采取多项优
惠措施，不断加大对企业服务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因地制宜推进扶贫
驿站(基地、车间)建设，积极引导相关企业、大户加盟，吸纳贫困劳动力
就近就业。在靠山等村依托“水蜜桃”产业建立扶贫驿站，在乌羊、复
元、泉堰和新陶等村依托当地特色产业兴建扶贫基地，在韩湾等村依托
羽毛加工等产业建设扶贫车间，帮助当地贫困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实
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

为了提升贫困劳动力技能和素质，对有劳动能力却缺乏劳动技能
和就业途径的贫困劳动者，采取先培训后上岗的方式，推荐其到就业
扶贫车间工作；通过公
共就业服务中心，为贫
困 劳 动 者 提供岗 位信
息、职业技能培训、创
业担 保 贷 款 等 各项服
务，促进其尽早实现就
业，并保证贫困户通过
稳 定 就业实现脱贫 不
返贫。

近日，霍邱县扈胡镇举办瓜
蒌艺术节，展示瓜蒌魅力，讴歌农
村新变化。周边种植大户、优秀农
场主、休闲旅游基地负责人等300
多人参加艺术节。
据了解，此次艺术节是由王

西华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承办。
该合作社位于扈胡镇棠梨村，靠
近105国道，交通便利，集观光、农
家乐为一体，主要从事富硒瓜蒌、
葡萄、瓜果的生产销售和研发，实
行基地十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
式。该基地现有土地200多亩，亩
产瓜蒌300斤，带动周边100多农
户发展瓜果种植，解决10多户贫
困户在基地就业，年收入近万元，
大大改善了贫困户生活。

张正武 本报记者 徐有亭
文/图

诸佛庵位于霍山县西北部，它古老而年轻，东淠河支
流深水河和省道331线穿境而过。穿越时光隧道，仿佛进入
一个神秘世界；回望历史天空，犹如在阅读厚重史书；徜徉
山水之间，恰似“云山皆入镜，人在画中游”。诸佛庵———

“皖西红镇”，令我高山仰止；诸佛庵———“绿色竹乡”，令我
魂牵梦萦。

一

诸佛庵原名蟒蛇沟，曾是一个十分荒凉的穷山沟，封
建王朝曾把这里作为流放发配之地。传说，某日来了一位
老奶奶，当地百姓好客，很热情地接待了她。这位老奶奶临
走丢下一个包袱，作为谢礼。大家打开一看，竟是一些小菩
萨，刚好一户一个。开始各家供奉，后来有人提议在对面的
东岳山上建一座草庵，请一老尼姑入庵，集中供奉。因庵中
所收佛像众多，故取名“诸佛庵”。

隋朝，诸佛庵是霍山经济文化活动较活跃的地区之
一。商贸兴于唐宋。唐代时诸佛庵建有码头，是古代东淠河
水运交通的延伸。宋代，小镇已成为东西交通要塞。小镇商
品交易繁华，农户生产的茶叶、竹制品、药材等土产销往山
外，同时在集市交易布匹、食盐等生活用品。当时，内外运
输方式有两种，每年五至九月汛期，深水河涨水，商贩利用
排筏将土产品运出山外，旱季商畈雇佣挑夫将山货运出，
再将生活必需品带回诸佛庵。明清时期，诸佛庵商业日趋
活跃，水陆商贸十分发达。据《安徽省清代“府厅州县”历史
沿革》一书记载，清雍正2年(1724年)朝廷设立六安直隶
州，辖霍山县、英山县、六安县。其中霍山县设千罗畈巡检
司、上土市巡检司，后移驻诸佛庵，至今已有三百年历史。
巡检司在清朝管理辖区治安，雍正时撤上土市巡检司移驻
诸佛庵，可见当时诸佛庵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的特殊
和重要。清道光25年(公元1845年)，当地富户发起兴建十
字街、城墙、东南西北四门。街中心建有二层钟鼓楼，东门

北边建有火神庙一座，庙前建有万年台戏楼，北门
建有数间湖北会馆。东大门城楼“雄冠衡山”、西大
门“秀钟鼎鼐”、南大门“南奎斗”、北大门“北拱辰”
四块石质横匾依稀可见。这些都见证了古镇的繁
荣和辉煌。诸佛庵境内群山环抱，是僧侣弘扬佛法
的佛缘圣地，镇西护国寺建于唐、兴于宋，鼎盛于
明清至民国；镇北面诸佛寺、霞光寺，均建于唐宋，
香火旺盛，规模空前；佛教文化兴盛也促进了诸佛
庵商贸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划几度变迁，2003年9

月再次实施区划调整，桃源河乡整建制并入诸佛
庵镇，形成现在的诸佛庵镇。经过70年的建设和发
展，诸佛庵已成为镶嵌在皖西大地上的一颗璀璨
明珠。

二

诸佛庵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史。在这块
红色土地上，发生了诸佛庵民团兵变、桃源河暴动
等重大历史事件，涌现出刘淠西、查茂德等一大批
革命仁人志士，留下了全县六分之一的革命遗址
19处，著名的革命遗址有石家河红军医院、诸佛庵
兵变和桃源河暴动旧址、刘淠西故居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员刘淠西回
到家乡，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国民革命军第“三十
三军”第三团团副、国民党霍山县党部执行委员身
份担任了诸佛庵民团团总，为了协助刘淠西做好
诸佛庵民团的兵变工作，舒传贤以国民党霍山县
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又将共产党员朱体仁从东
北乡调到诸佛庵附近的戴家河民团当队长。1929

年5月，刘淠西、朱体仁在新店河、诸佛庵发动兵
变，击毙红学头子陈乾士，逮捕胡月斋、秦伦阁、戴

启明等国民党人。兵变成功，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也是中共霍山县委建立革
命武装的早期尝试。

西镇暴动胜利后，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为了打通独山与西镇的障碍，
使六安赤区与霍山赤区连成一片，决定发动桃源河暴动，并由刚刚
组建的西镇游击队前往援助。1929年12月16日，徐育三带领西
镇游击队100余人赶到桃源河，立即与共产党员程学禄为首
的农协会、赤卫队联系，宣布桃源河暴动。暴动一打响，
周围纷纷响应，所向披靡，西到新店河，东到诸佛庵，
南到落儿岭、舞旗河、多盘坳。暴动持续一个月取
得全面胜利。1930年1月，霍山七区苏维埃在诸
佛庵成立，将独山与西镇连接起来，使淠河
以西的霍山境内全部变成赤区。

1931年2月，中共霍山县委在诸佛庵
再度组建，霍山被省委确定为安徽省
唯一的红色区域中心。1931年5月23

日，霍山县苏维埃政府在诸佛庵
成立，赵小波任主席。政府所在
地设在后街曹家行(今诸佛庵
粮站)，县委机关也设在苏维
埃政府院内，1931年诸佛庵
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县苏维埃下设
土地 、裁 判 、经 济 、肃
反、粮食、文化、赤卫
委员会和 政治保 卫
局、革命法庭，另外，
县委在诸佛庵还办
了 机 关 报《 雪 花
报》。红色政权存
在的两年零七个
月(1930年4月-
--1932年10月)

各项建设事业
蓬勃发展。

1 9 3 0年至
1 9 3 1 年 ，苏 区
二 次 土 地 改
革 ，诸佛庵 大
闹元宵节，抗
日工作团在诸
佛庵 ，刘 邓 大
军 挺 进 诸 佛
庵，这些革命壮
举和行动，在霍
山 和皖西 革 命
史上浓墨重彩，
可歌可泣。《皖西
革命史》、《霍山党
史》记载，诸佛庵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
战争至全国解放，共
记录烈士2800余人，
无名烈士无法考证。
其中著名的烈士有：刘
淠西、查茂德、刘伯驹、
程学禄、李志超、江道之、
范成明、伍齐朗、石俊卿、
张振铎。连以上烈士58人。

诸佛庵的土地上埋葬着
来自大江南北牺牲在这里的烈
士。据不完全统计，在诸佛庵和独
山等地大小战斗中，仅石家河红军
医院牺牲的外地烈士就有100余人，
仙人冲、俊卿烈士墓掩埋的有名、无名
烈士超过150余人。

立冬的第
二天，趁着双休日，我

紧紧抓住秋天的尾巴，驱
车 来 到 美 丽 的 银 杏 文 化 小

镇——— 沙河乡。
沙河乡地处长江与淮河分水岭的大

别山北坡之上，平均海拔约480米，南与湖北
交界，西和河南相邻，是金寨县最偏远的乡镇。

为了让游玩的时间宽裕，我特意在沙河乡留宿一
夜。翌日清晨，太阳从东边的山岭冉冉升起，蔚蓝的

天空，碧空如洗，万里无云。凉爽的山风迎面吹来，负氧
离子浸润周身，我们贪婪地呼吸着大别山森林里的新鲜

空气，顿感神清气爽。
一入深秋，沙河就变成了金色的世界。在姹紫嫣红的秋色

背景衬托中，金色是一抹最为耀眼亮丽的主色调，整个山谷流淌
着金色的主旋律。当秋天的步伐挟着秋风渐渐来临时，山林的树木

们竞相褪去绿色的衣妆，换上了五彩华服。而银杏树则用一袭金色把
自己穿戴起来，雄性银杏仿佛穿上皇冠龙袍，雌性银杏则换上凤冠霞

帔，在春夏秋冬的轮替中以高贵的皇家金色，傲然迎接白雪皑皑的冬季。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在地理学上，秦岭至淮

河一线是我国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我记得七十年代末高中《地理》书上这
样说道：它是我国冬季零度分界线，是年降水量800毫米的分界线。也许，正
是因为有了这些特殊的地理条件才有了沙河乡银杏树群独有的生长环境。古
老的银杏树在此生长了上千年，繁衍子嗣，形成了以1200年银杏王为首的100

多万棵，其中百年以上的有230多棵的银杏群落，誉为“安徽省银杏第一乡”。然
距此约1000公里之外的西安城，相传1400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古观音禅
寺亲手栽下了一棵银杏树，因为有了名人和名刹的缘故，这棵银杏树现在成为网
红。而同属一个朝代的在大山深处
自然生长1200年的沙河乡古银杏王
则静静地守在它的故土，凝视着大
自然的万千变化。古诗云：生年不满
百，常怀千岁忧。这是告诫凡夫俗子
们要轻松旷达地生活，活在当下。沙
河乡的千年银杏王就是拥有这样豁
达的胸襟和无忧无虑，活得自在、轻
松，任风怎么吹，任雨怎么下，任雪如
何落，我自岿然不动。否则，何以千年？

说到古银杏王不得不说与它相伴
的另一棵古银杏树，它们相距数米，
相互作伴，相互慰藉，一起迎来春暖、
夏暑、秋凉、冬寒，演绎着自然界版本
的彼此相惜相守千年的朴素真情剧。

沙河乡的银杏遍布全境，尤以楼
房村为甚。沿着山谷顺着公路往楼
房村方向漫步，只见金黄色的银杏树成片成群，路的两边，山坡上、原野中、小溪边、农家旁，处处都有挺拔生长的
高大银杏树。在寒风的吹拂下，金色的银杏叶不时飘零飞舞，如金色的蝴蝶，翩跹而下，轻柔停足，金叶满地，宛如
铺上一层松软的羊毛地毯，一片金灿灿。从地面到树冠，浑然一体，唯美的金色画面给我的视觉带来强烈的冲击
和极美的享受，仿佛进入了美丽的童话世界。

如果说绿色给我们带来清新怡人的愉悦，那么，金色则给我们注入亢奋上扬的激情。我想起宋人葛绍体
的诗：“等闲日月任西东，不管霜风著鬓蓬。满地翻黄银杏叶，忽惊天地告成功”，非常恰当和形象地描述了我
此时站在银杏树下心旷神怡、飘飘欲仙的心情。树木如此，人生亦如此。银杏的秋色之灿烂，人生的秋天之壮
丽，都是一路艰辛地走来而得之，也应验了这样一句话：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银杏掩映下的美丽沙河是块红色的土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棵古银杏
树下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1929年5月6日组织领导“立夏节起义”的红军高级将领周维
炯，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并任师长。周维炯故居紧邻1200年的古银杏王，可以想象到
童年周维炯就是围在古银杏树下玩耍长大的。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
山，前方指挥所设在沙河乡楼房村距离古银杏王数

百米之远的周氏老宅，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为夺
取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金色的沙河，红色的沙河，是镶嵌在大

别山深处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我市农特产品“通电”
点亮群众脱贫梦

干汊河镇：

扶贫驿站助就业

桃岭乡：

观音豆腐为群众长效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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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竹乡乡红红镇镇故故事事多多（（上上））
刘刘兴兴华华

连日来，霍邱县彭塔乡千金田
村农光互补产业园里人头攒动，村
民们在技术人员指导下，剁艾根、
整田块、施肥料、播撒艾种、喷施
除草剂等，处处一片繁忙景象。
彭塔乡西隐贤村艾草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郭端良面对面给群众
传授艾草种植技术，与乡村干部一
起核算艾草种植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详细介绍田间管理，进一步明
确回收保障，让广大农户树立了艾
草种植信心。
千金田村党支部书记陆军说：

“这几天我们一直按照种植艾草技
术要求，利用当前暖阳天气，组织
群众，整治土地，施足基肥，备好
艾根，在村级农光互补产业园里全

部种植艾草，推广艾光互补试点，提高土地利用率，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据了解，艾草一年能收获3茬，年均亩产量1500公斤左右，每公斤干草最低收购价格2元，现在种植，明年午季

可收割第一茬；企业包提供艾根、技术指导、艾草回收。目前，千金田村40多亩农光互补产业园已按光伏发电和艾
草种植技术要求有序开展各项工作。 李国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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