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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强调

决 胜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决 战 脱 贫 攻 坚
继续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

（全文详见三版）

6月2日下午，霍山县落儿岭镇古桥
畈村，34岁的陈郑正和父亲一起在自家
的白术种植田里忙着浇水灌溉。在这片
山间狭谷地里，一畦畦的地块不大，但
都收拾得整齐划一，一根根黑色的微喷
管伸展到每个地块，管道上的许多小孔
冒出了无数小喷泉，原本干燥的土壤逐
渐变得湿润松软。一棵棵嫩绿的白术苗
喝饱了山泉水，随风摇摆，像是山野间
快活的仙草精灵。

“山区种植药材，土壤肥力要好，
对灌溉要求也高。像这种山间小地块，
大水漫灌浇不透，还容易造成土壤板
结，只能采取这样的微喷管灌溉方式。
只要支台小水泵，挖个沼水池，这两三
亩地的灌溉和施肥就不用愁了。”陈郑
站起身来说。

陈郑就是本村人，原先在安徽应流
集团上班，2009年开始回乡种植石斛，
2012年又瞄准了中药材种植。

“这里都是我流转来的田地，这边5

亩种的是白术，那边种的是4亩白芨和5

亩黄精，家里还有1亩大棚石斛，还有几
亩半夏和七叶一枝花。”说起自家的
“宝贝”，陈郑脸上满是自豪。

霍山县属大别山腹地，北亚热带温
湿季风区，四季分明，气候宜人，森林
覆盖率 7 6 . 1 %，生物物种多达6 5 0 0余
种，珍稀名贵道地药材200多种，可谓名
副其实的天然药库。其中，霍山石斛、
霍山灵芝、漫水河百合是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霍山石斛，霍山灵芝、断血
流、黄精、天麻、茯苓、桔梗等品种入
选“十大皖药”，霍山石斛更是位列
“十大皖药”之首。

霍山“七山二水一分田”，山地崎
岖，早晚温差大，光照条件适宜，适合
多种中草药的种植。“像我们落儿岭这
里，土地分散，地块小，灌溉困难，传
统的水稻种植需要投入大量人工，收成
却不够种子、化肥和农药钱，只有想别
的法子搞特色种植。”陈郑介绍说。

“一亩种苗投入1000元左右，加上
人工成本500元，每亩收益在七千元左

右，在我们山区种植中药材还是很有前
景的。”

“中药材都是要入口的，可不能马
虎，施肥也只能施农家肥。农家肥含有
大量有机质和氮、磷、钾和其他营养元
素，长期施用能增进土壤的团粒结构，
改善土壤性质，提高土壤的保水、保肥
能力和通气性，尤其适用于多年生和根
茎类药用植物。”多年的摸索，陈郑俨
然成了中药材种植方面的“土专家”。

中药材种植讲究精耕细作，选地还要
考虑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砷、汞、铅、铜的
含量不能超标，不能选择盐碱、低洼、易涝
的地块。土壤条件的好坏，会直接影响药
材的品质和产量。为了改善土壤，陈郑这
几年适墒翻耕，整平耙细，多施腐熟农家
肥，没少下功夫。

目前，霍山县中药材基地除霍山石
斛等少数品种外，大部分基地面积偏
小，且以户为单位零星分散种植，没形
成集聚化、规模化、规范化种植。这些
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药材产业的良

性发展。
“中药材种植要选择市场需求量大

的大宗药材，种植要规模化，不能杂七
杂八不便管理。还要注意分析历史行
情，了解现行市场库存量，根据行情走
势来决定种植品种，但千万不能跟风上
随大流。”

为了打开销路，陈郑几番努力，和
霍山回音必公司签订了白术、半夏的保
价收购合同，和亳州的药材商签订了黄
精和白芨回收合同，由他们提供种苗、
技术，并负责回收药材。

（下转四版）

山乡“中药王”勇闯致富路
陈波 潘先波 本报讯(记者 程传军)近年来，我市立足区域资源优势，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高起点谋划、高站位布局、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开展“一谷一带”“一岭一库”四大平台建设，深
入实施农业特色产业“138+N”工程和农产品加工业“五个一批”工程，
逐步形成了茶叶、水果、蔬菜、中药材、小龙虾、皖西白鹅、霍寿黑猪、皖
西麻黄鸡等年综合产值超50亿元、100亿元的特色主导产业集群，全市
现代农业发展强势崛起，去年八大主导产业实现综合产值243亿元。

我市积极培育了一批国字号的现代农业产业园、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农业产业强镇和“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农业品牌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目前已注册各类农产品商标 1 . 1万件，约占全市商标注册总量的
40%，拥有涉农产品中国驰名商标12件，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41

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9件，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数量达到747个。六
安瓜片、霍山石斛、霍邱柳编进入欧盟出口地理标志产品第一批推荐
清单，六安瓜片、霍山黄芽、霍山石斛、舒城小兰花跻身2019中国地理
标志产品区域品牌价值百强榜。新型经营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目
前全市拥有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龙头企业4家，省级86家，市级484家，培
育农民专业合作社11317家，家庭农场13856家，认证总数位居全省前
列，为实现如期脱贫、全面小康和美好幸福六安打下了坚实基础。目前
全市农业领域涉足电子商务的经营主体4000多个，其中年销售额超过
1000万元的农业电商企业9家，初步形成了以茶叶、石斛、羽绒为主的
农产品网销体系，2019年实现农村产品网销额95亿元。

本报讯(汪波 记者 程传军)“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纪律意识不强，审核把关不严，产生白条支付工程款问题导致村级
财务支出失真，受到纪律处分，下一步我将以此为戒，规范财务管
理……”近日，裕安区单王乡村干部宋某桂在全乡“镜鉴”行动警示教育
大会中忏悔反思到。他表示，深刻反思，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不要再犯
同样的违纪事情。

为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裕安区重点围绕“四联四增两结合”,

结合“十查十做”要求，聚焦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
整改，在全区开展“镜鉴”行动，并为乡村量身打造“微·镜鉴行动”等系
列活动。由区纪委监委指导乡镇纪委选取近年来查处的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贪污侵占、虚报冒领、优亲厚友等“微腐败”案件，在全区23个乡镇
街实行“一镇一案一镜鉴”。精准确定受众范围，依托片区纪检监察协作
组分区域组织乡镇街领导班子、站所主要负责人、村居干部及党员群众
代表，相关区直单位共同参与，通过“一案五说”，现场向案发单位开具

“三张清单”，切实提高警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让党员干部把“写
在纸上的教训”变为“记在心里的敬畏”。同时主动联系市区新闻媒体摄
制“镜鉴行动”警示教育短片，不断拓展警示教育效果。近期，全区已累
计开展近20场次“镜鉴行动”及“微·镜鉴行动”，受警示教育党员干部
近2000人。

深化“三个以案”警示教育

本报讯(记者 康家佳 通讯员 李丹丹)6月10日，记者从市数管
局获悉，我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2020年底前实现政务数据
100%归集，社会数据60%归集”的总体目标，切实加快政务信息资源归
集共享，截至6月3日，省级下放数据资源标准目录482项，已认领447

项，认领率92 . 36%；同步梳理个性化目录454项，已编制214项，累计编
目649项。

今年以来，我市印发了《关于切实做好数据目录编制和资源挂载工
作的通知》，明确工作时限与要求，细化工作职责与目标；针对目录认领
编制、数据规范审核、资源归集挂接、个性化目录梳理等基本操作，采用
单位内部协调、现场集中办公、线上综合指导多种方式，分批次分类别
开展系统培训，目前已开展集中培训3次，单独培训2次，现场指导4次，
远程指导30余次；数据资源编目涉及面广、技术性强，各单位明确市政
务云数据支撑平台业务人员为具体编制人员，信息化相关科室负责人
为目录审核人员，成立专班，确保高质量完成数据资源编目工作。

下一步，我市将按照省数据目录标准和规范要求，结合部门工作实
际，着力推进基础服务、公共服务、便民服务目录梳理编制，做到应编尽
编、应采尽采，加快推动“数字江淮”建设，加快“皖事通办”向“皖(万)事
如意”转变。

本报讯(记者 刘扬 通讯员
冯杰)近年来，金安区坚持把党建

引领作为做强做优村集体经济的根
本保障，不断在求新求变中促进村
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目前，全
区集体经济空壳村全部“清零”，
2019年集体经济收入 10万元以上
的村达137个，全区村集体经济总收
益达4064万元。

变“坐以待援”为“主动求战”。
该区坚持把开拓思维作为激励作为
的“先手棋”，先后组织乡镇党委、
村党组织负责人3 0 0余人次赴常
州、潍坊、黄铺等省内外先进地区
观摩学习。同时坚持把典型示范作
为踏出“第一步”的“关键一招”，向
全区300个行政村推荐横塘岗乡黄
墩村敢作善为的典型案例，激发自
力更生的动力、找准发展路径的能
力。今年3月全区集体经济观摩培
训会后，17个乡镇确立养殖基地、乡
村旅游开发、电商平台建设等集体
经济项目23个，累计投入资金900

余万元。
变“软弱涣散”为“坚强堡垒”。

坚持把开展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
作为突破口，区领导率先高位推
动，推进村级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
提升，集中整治村党组织服务群众
资源和能力不足等问题。2019年，
全区整顿提升软弱涣散党组织20

个，调整配强选派干部24人，表彰扶贫一线干部140余人，有力
确保了村级党组织自我保障能力增强、服务群众能力提升、集
体经济收入稳定。

变“一拥而上”为“稳扎稳打”。坚持区级指导、乡镇统筹、支
部引领，力戒千篇一律，走符合本地实际的特色发展道路。今年
区财政在上级扶持基础上，配套专项资金300万元支持10个集
体经济强村。各乡镇党委着力优化发展保障，结合淠淮生态经
济带、江淮果岭等平台建设，确定各村五年发展规划，谋划提档
升级工程具体项目，大力实施“燕归巢”等招才引智计划，将电
商扶贫等纳入党员干部培训内容，2019年培育乡镇级产业发展
带头人36人，村级产业发展带头人134人。目前，全区初步形成
了“资产盘活型”“特色产业型”“劳务创收型”等5大类发展模
式，确立黄墩村合作化运营、棚岗村自主经营、东城村物业经济
等10个典型样本。

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取暖”。坚持突出党建组织推动，推
动健全“一社、三会、N公司”集体经济组织运营机制，优化做实

“党支部+”工作模式。“党支部+集体公司”促规范管理，各村将
集体资产资源资金集中统一调配管理，通过入股、租赁等方式
优化资产配置。2019年通过整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成立集体经济组织114个，完成折股量化村数270个，集体资产
入股数额6200万元。“党支部+合作社”促抱团发展，村党组织
积极与龙头企业开展“村+企业+农户”合作，鼓励农民以土地
入股、企业以资金入股、村集体以服务入股，2019年全区农户资
产入股数额1600万元，土地、水面、林地入股面积1 . 41万亩。“党
支部+贫困户”促脱贫增收，2019年在34个贫困村开展资产收
益扶贫工程，村集体通过吸纳就业、土地流转、代销农产品等方
式带动贫困户实现产业增收，惠及贫困人口6906名，实现村均
集体经济增收3万元。

“你懂得‘学习无捷径’，这非常重要。就
像种粮食一样，‘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大科
学家也是从一二三开始学起的，你只要坚持
认真刻苦学习，我相信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这是一封希望工程帮扶人写给受资助学生的
信。由于年代久远，信纸都已经发黄，但工工
整整的钢笔小楷一丝不苟，语重心长的话语
仿佛慈父一般，滋润着当年那个贫困少年的
心。这个受资助的少年就是河南80后小伙刘
持正。如今他在霍山县经营石斛，事业小有成
就，感恩于当年别人的帮助与关心，他先后资
助了七八个家庭困难的学生，回报社会。

今年三十出头的刘持正是安徽霍山沁徽
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老家在河南
信阳农村，由于兄妹多，母亲又患有重病，仅
靠父亲一个人挣钱养家，生活相当困难。好在
当时正赶上国家开始实施希望工程，他得以
继续上学。结对资助他的是上海市闵行区一
家国企的退休老工人姚开亨，当时姚开亨的
儿子参加了由上海市共青团组织的希望工程
爱心帮扶活动，跟刘持正家建立了联系，后来
老人儿子下海了，工作和生活都不太稳定，就
由老人接续帮扶。与别人帮扶有所不同的是，
老人一家不仅从金钱物质上支持刘持正继续
上学，而且和刘持正的爸爸经常书信联系。刘
持正学会写信后，老人又和他直接书信往来，

在精神上给予其极大的鼓励，二人成了感情
深厚的忘年交，直到刘持正考上大学。

姚开亨老人的心血没有白费，刘持正上
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2003年他考上了
浙江农林大学，学习生物技术，主攻石斛组
织培养技术。正是所学专业让刘持正与霍山
石斛结了缘。毕业后他一直在浙江石斛企业
做技术指导工作，2012年受一家企业邀请
来到霍山。

有了一定的积累后，2015年刘持正开始
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创建了安徽霍山沁徽堂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潜心打造霍山石斛品牌
文化和制作工艺。他和他的团队采用传统工
艺，以组培种植和科技研究为发展核心，以
传授霍山石斛原生态培植专业知识，提供专

业的技术服务帮助当地农户栽培石斛，提高
收入，致富脱贫，深受当地政府和社会群众
的广泛称赞。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事业有成的刘
持正并没有忘记当年自己处于困境时姚开
亨老人一家给予他家的大力帮助，他经常打
电话给老人一家，嘘寒问暖，问候平安，无
论自己多忙，他每年都会抽空到上海看望老
人及其家人。不仅如此，近几年来，了解到
霍山农村有些家庭因为疾病等原因致贫影
响孩子上学时，他都慷慨解囊，给予资助，
把当年姚开亨老人一家进行希望工程帮扶
的模式加以复制和传承。

除每年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资助贫困
学生外，他还结对长期帮扶黑石渡镇戴家河

村贫困学生冯致远。近几年来冯家屡遭不
幸，前几年冯致远的爷爷因交通事故去世，
2016年他的母亲又查出重病，病情逐渐加
重，他父亲由于要照顾妻子，无法出去打工
挣钱，虽然能享受农村医保等政策，但一家
人的生活还是捉襟见肘，这也严重影响到了
冯致远的学习。了解这一情况后，刘持正决
定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

“冯致远今年才上二年级，今后他学习和
生活的费用都由我负责，直到他考上大学。”6

月3日，刘持正来到冯致远家询问情况，当时
只有他的奶奶在家。说起自己家里的遭遇，老
人显得十分无助和悲伤，但刘持正的话让她
得到了安慰，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刘持正说，他能有今天的一点成就，离
不开姚开亨老人一家的无私帮助，他现在资
助别人也没有别的目的，只是希望把希望工
程的这种爱心和精神传承下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公司协办

6月2日，金寨县铁冲乡高畈村贫困户前来领取小猪仔的喜悦
场面。
高畈村共有128户贫困户，现已全部喜领致富小猪仔，这是

金寨县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采取的积极措施之一。为助推
贫困户增收致富、巩固脱贫成果，解贫困户买猪贵、买猪难问
题，金寨县在帮助协调寻找仔猪资源同时，还出台了为贫困户养
猪上保险、猪仔补贴及养猪产值达到7000元后直补3000元等优惠
政策，鼓励贫困户家庭养猪增收。

张光照 钟翔 摄影报道

昔 日 受 助 育 成 才
今朝反哺播“希望”

胡明 吕洁 潘先波

贫贫困困户户喜喜领领致致富富小小猪猪仔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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