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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猕猕 ””恋恋 乡乡 土土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徐徐缓缓 通通讯讯员员 张张彬彬

4月20日，春雨过后，山里的空气更加清新，梅山镇徐冲村
连片猕猴桃基地里，攀藤连叶间，豆粒大的猕猴桃一簇簇的，
金寨县刘泽菊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泽菊正带领5个大姐大嫂在
抹枝间果，“你看，这一个枝丫分蘖处小果太多，必须间掉一
些，留三四个，就会营养充足，大果成熟后品相好、口感甜、汁
水饱满。质优价高哦！”

刘泽菊现在是村妇联主席，2014年前一直在外地务工，
2014年回乡，在县农发委、县妇联、梅山镇政府等支持下，成立
“金寨县刘泽菊家庭农场”，在徐冲村天堂湾组流转土地50亩
种植猕猴桃。猕猴桃种植产业前3年为建园投入期，亩均投入
约两万元，她利用政府小额贴息贷款30万元起步建园，3年来
家庭积蓄投入50多万元、加上从亲戚处借款20多万元，共计近
100万元全部投入基地建设。这期间，争取有关部门配套实施
了水肥一体化、园艺地布控草保墒、测土配方施肥、妇女创业

示范点建设等项目支持。
“干啥事情都要钻研呀。经过学习，有失

败 ，有 泪 水 ，从 外 行 到内 行 ，在 田 坎 基 地
里，风风雨雨近3年，20 1 8年50多亩猕
猴桃开始挂果，秋季产果近 1 5吨、收
入近20万元。”说到这，刘泽菊脸上
露出笑意。

刘泽菊家庭农场成立后，就
加入金寨县猕猴桃农民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按照“统一品种布局、
种植标准、过程监控、品牌运作、
销售渠道”“五统一”发展要求运
行。在金寨县猕猴桃联合社的支
持下，带头建立农场生产物联网
管理系统，并开展猕猴桃绿色食品
生产基地认证工作。其猕猴桃鲜果

产出后，直接由县猕猴桃联合社
统一以“金寨猕猴桃”品牌

销售，并参与联合社利
润二次分成。

在 县 农 业
农村局猕猴桃专家组

的指导下，农场发展
从科技到政策，从

品牌到销售都
有保障。刘

泽菊先后参加县农发委及猕猴桃联合社组织的猕猴桃技术培
训和外出考察学习20多次，安徽农业大学、中国猕猴桃理事
会、安徽省农科院等专家教授深入农场指导40多次。通过学
习，刘泽菊已基本掌握水肥管理、绿枝嫁接、壮苗培育、人工授
粉、疏花疏果、间作套种、绿色防控等一整套猕猴桃标准化栽
培技术，并能指导周边群众发展猕猴桃产业。

随同采访的村第一书记肖锋介绍说：“金寨县地处大别山
腹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土壤呈现酸性或微酸
性，非常适宜猕猴桃生长。全县野生猕猴桃面积达20余万亩，
为猕猴桃最佳生态种植适宜区。徐冲村位于梅山镇西北部，离
县城比较近，交通便利，生态环境优美，自然风光秀丽，下辖
51个居民组，约1635户，6987人，面积约28 . 8平方千米。在
专家的指导下，刘泽菊家庭农场选择徐冲村这猕猴桃种植
基地位置、土壤、水源等小环境非常适宜，选择的猕猴桃
品种‘皖金’为安徽农业大学上世纪80年代在大别山区
选育、且经近20年本土种植、综合性状表现优良的当家
品种，安全性强，商品性好。同时，结合当地小气候特
点，选择了高垄、一干两蔓等十分适宜的栽培模式，猕
猴桃间作生姜、水果玉米等作物，真正做到了因地制
宜、长短结合。”

“徐冲村已建成猕猴桃标准化生产基地2000

亩，并通过‘绿色食品基地’和‘有机食品基地’认
证，年产优质猕猴桃商品果近0 . 2万吨。猕猴桃已经
成为徐冲村主打产业。”刘泽菊很自豪地说，“金寨
猕猴桃”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地理证明
商标，猕猴桃产业是徐冲村持续增收、稳定脱贫的
重要特色产业，并已成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产
业扶贫新样板、“江淮果岭”靓丽名片。

据悉，“金寨猕猴桃”在金寨县已有3000多年历
史，是中华猕猴桃主要原产地之一。优越的自然条
件，孕育出“金寨猕猴桃”果型端正、香甜浓郁、营养
丰富等独特品质，缔造了独具特色的金寨猕猴桃产业
文化体系。

“李大姐，你要把间果技术要领跟其他人说明白
哦！”刘泽菊喊的李大姐就是往年的贫困户李善琴，她全
家4口人，就靠丈夫在本地干临时工收入，两个孩子读
书，生活非常困难，2014年起李善琴就在刘泽菊家庭农场

务工，年收入近10000元。现在李善琴已被培养为基地的技
术能人，年收入提高到15000元，生活明显改善。贫困户邬荣

平因父亲患癌多年需人照料不能外出打工，儿子读大学，家庭
经济拮据，2014年起刘泽菊就把他安排为农场固定工，年收入
18000元，帮助他家度过难关，现在儿子大学毕业并工作。

刘泽菊颇为欣慰地说：“农场常年务工劳力主要是周边的
贫困户、留守妇女，社会示范带动效应比较明显。几年来，累计
支付务工薪资接近80万元。”

在刘泽菊家庭农场的带动下，该村已经有8家农户成立家
庭农场从事种植、养殖业，全村已流转土地近2000亩发展猕猴
桃产业，徐冲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猕猴桃专业村。2020年刘泽
菊家庭农场进入盛果期，年产猕猴桃鲜果70吨左右，年均增收
50万元以上，并将持续20年以上，可直接带动当地农户共同致
富奔小康。

“ 现 在 电 商 真 快
真方便，不出村，我家
的 虾 稻 米 、生 态 甲 鱼
就 能 卖 到 上 海 … … ”
家住霍邱县马店镇溜
山村的朱治连核对着
微 信 转 账 记 录 ，感 慨
地说着。几年前，他响
应 政 府 号 召 ，加 入 青
商 会 积 极 自主创 业 ，
成立鑫旺农业开发有
限 公 司 发 展 农 特 产 ，
可没想到产品出现滞
销 。通 过 电 商 ，深 藏

“闺中”的鑫旺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的农产品
渐 渐 走 出 霍 邱 ，成 为
江 苏 、浙 江 等省超市
的绿色食品。

近 年 来 ，霍 邱 县
把发展电子商务摆上
重要 位置，持 续 开 展
多 层 次 、多 形式农 村
电 商 技 能 免 费 培 训 ，
帮助农户对接电商平
台 。加 快 推 动 电 商 精
准 扶 贫 模式，细 化 电
商 扶 贫 工 作 规 划 ，让
电商与产业发展进一
步 深 度 融 合 ，带 动 本
地特色农产品产供销
和 贫 困 人 口 脱 贫 致
富 ，电 商 一 跃 成 为 霍
邱 脱 贫 攻 坚 的 新 动
力 。2 0 2 0 年 ，全 县 电
子 商 务 交 易 额 实 现
3 2 . 8亿元，同比增长
7 . 2 %，其中网络销售
额 1 2 . 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 8 . 4 2 % ，农 产 品 网 销 额
6 . 95亿元，同比增长37 . 62%。

政策扶持，电商惠农脱贫更稳固

霍邱县加强资金扶持，出台支持、激励和产业
升级等一系列实施方案、管理制度和扶持政策，县
财政每年安排 150万元作为电子商务发展专项支持
基金，培育电子商务龙头企业，及时足额兑现各级
各项电商奖补政策，构建了企业得利益、农户得实
惠的电商扶贫良性发展模式。全县共巩固并创建

“电商企业+基地+合作社+贫困户”、“你种我销、你
养我卖”等农村电商利益联结机制项目5个，带动
830余名贫困户每年平均增收1500多元。

政企联动，电商服务体系更完备

霍邱县精心打造电子商务孵化平台、线上线下
深度融合平台、电子商务分区平台等三大电商产业
发展平台，并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提升公共服务中心
运营水平，增设电商直播间，引进电商直播、品牌包
装设计、企业配套服务等，提升中心服务水平，加快
传统商贸向现代电商转型步伐。

作为购买政府服务方的邮政霍邱分公司更是主
动作为，围绕平台建设和运营，投资亿元，高起点打
造城南示范区，确保两大平台高效优质运转及产业
升级。目前，全县建成 1个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和两个县级电商物流配送中心，贫困村综合服务
点3个，便民网点68个。物流配送体系进一步优化，
乡村电商服务体系进一步巩固。

搭建平台，电商销售渠道更畅通

该县政府积极组织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电商
促销活动，扩大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电商销售
量。通过网红带货、县长点赞、电商主播等方式，大
力推介芡实、麻油等优质农产品。借助平台资源，邮
政、忠旭、百食轩、邱米山、富民等电商企业直播带
货，开展龙虾美食节、旅游文化节、金秋菊花节等40

余场专题直播活动。催生百食轩农业、忠旭雨衣、明
翊塑胶等年网销超千万元的农村产品电商企业；培
育琴飞曼雨衣、速澜皮划艇、龙翔鹅肥肝、品贡香猫
牙米等一批网红商品；“鹅肝酱”、“猕猴桃”和“中华
鳖”等3款产品被认定为“中国优质农产品消费扶贫
产品”；大别山构香土鸡蛋、“旺淮”牌湖香米、“王兆
杰”牌麻油等13款产品进入全市好网货30强行列。

打造品牌，电商脱贫效益更明显

霍邱县始终把打造优质品牌作为推动电商扶贫
长效化发展的“生命线”，大力依托当地邮政部门，
开展“政府+龙头企业+基地+农户”农业标准化建
设，充分发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
品、农产品地理标识的引领作用，将农产品产前、产
中、产后全过程纳入标准化轨道，并且制订农特产
品采摘、运输、遇冷贮存、包装、物流、销售的全套标
准，建设本地农产品追溯和质量认证体系。打造一
批市场知名度高、竞争力强的电商品牌。“9 19电商
节”邮乐网推出“霍邱鲜鸡蛋”、“霍邱生态米”、“霍
邱咸鸭蛋”、“霍邱糙米”等7个万单产品，有效提升
县域农产品品牌价值，农户脱贫稳定、成效明显。

采访时，该县邮政局总经理黄海青表示，今后
将一如既往响应政府号召，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积
极发挥电商资源优势，助力乡村振兴，彰显企业担
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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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雷竹竹““扎扎根根””徐徐冲冲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徐徐缓缓//文文 袁袁洁洁//图图

4月20日，金寨县梅山镇徐冲村连片
的雷竹基地里，隽秀修长的雷竹让参观
者很是新奇，更是喜爱刚刚冒出的竹笋。

雷竹是我国著名的笋用竹品种，具有
出笋早、产量高、笋期长、口味独特、营养
好等特点，有“竹笋之王”的美誉，年亩产
可达1 . 5-2吨，经济价值极高。

2015年，梅山镇徐冲村回乡创业青

年崔用俊，成立金寨毛林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整体规划乡村旅游、农副产
品加工与销售。公司总流转土地面积
430亩，2016年根据地处浅山区的土壤
及气候优势，从四川引进优质种苗，利
用荒坡荒地连片栽植雷竹278亩。除了
雷竹，还有车厘子、水产养殖、中药材
种植。

雷竹品种优势在于，春节前后5个月
左右每天都有鲜笋出；口感脆甜；不需
要过水，剥皮后洗净切片直接可以下锅
炒烧。

雷竹正常5年内属于保苗，第5年冬
季后陆陆续续竹笋可以进入市场，8年后
进入高产期，亩产在1000公斤以上，春
节前市场批发价每公斤不会低于20元。

最 美 人 间 四 月 天 ，近 段时间
以来，位于舒城县舒茶镇的舒茶
人民公社景区核心区内，2 4 0 0 0

株映 山 红 竞 相 开 放 ，红 得 似 火 ，
九 一 六 茶 园十六 级 梯 田 上 一 陇
陇 翠 绿 欲 滴 的 春 芽 ，绿 得 如 油 。
两者交相辉映，场景美不胜收。

舒茶 人 民 公 社 景 区 内“ 九 一
六 茶 舍 ”老 板 陈 林 介 绍 ，2 0 1 8

年，他从舒茶镇人民政府手里承
租了“九一六茶舍”，主要从事茶
叶销售和品茶等经营活动，因茶
舍 紧 邻 景 区 停 车 场 的 独 特 位置
优势和自身优雅的环境，生意一
直都 不 错 。在 经 营 过 程中，很 多
游客经常询问是否提供餐饮。于
是他灵机一动，去年投入3 0多万
元，在保持一楼茶叶销售和品茶
服务功能不变的基础上，将茶舍
二 、三 两 层 进 行 改 造 和 装 潢 ，向
游客提供餐饮服务，一次性能容
纳 1 0余桌人同时就餐。在旅游淡
季，茶舍平均每天餐饮接待量约
在 6至 8 桌。但是这个小长假，茶
舍 每 天 餐 饮 接 待 量 都 在 3 0 桌 左
右 ，而 且 都是提 前 一 两 天 预 定 ,

这 其中还 不 包 括 每 天 有 近 千 人
前 来 品 茶 、买 茶 。虽 说 他 对 这 次
长 假 的 游 客 有 所 预 期 ，也 提 前 请 了
几 位 当 地 妇 女 到 茶 舍 来 帮 忙 ，但 这
样 异 常 火 爆 的 场 面 ，还是令 他始料
不及，也确实让他累并快乐着，赚得
盆满钵溢。

“我每年都喝家乡的‘舒城小兰
花 ’，我 就 喜 欢 这种淡 雅 的 兰 花 香 ，
所 以 在 这 里 又 买 了 5 斤 带 回 去 。”从
江苏昆山回家祭扫的刘先生对家乡
的茶叶赞不绝口，一边品茗，一边向
记者介绍。

茶舍的生意火爆如此，景区周边
的农家乐亦然。

“ 我 们 都 在 这 里 等 了 近 半 个 小
时，真 的 没 想 到 这 个 景 区 人 气 这 么

旺，来玩的人这么多！”来自合
肥 的 黄 先 生 带 着 一 家 老

少6口人，正坐

在该镇石塘村归耕园田园综合体的
接待前厅，等待老板安排餐桌，看着

“ 人 满 为 患 ”的 游 客 ，他 显 得 异 常 惊
讶。

除了归耕园，位于该镇山埠村的
天子寨风景区也是如此。“我们的项
目还在建设中，但是这几天慕名而来
的游客实在太多了，我们只好停止施
工 ，怕 不 安 全 。”该 景 区 负 责 人 陶 方
举喜忧参半地说。

据舒茶镇党委书记高端稳介绍，
为加强景区旅游配套，近两年来，该
镇新发展农家乐和乡村旅馆30多家，
日均接待游客能力达6000人，但即使
这样，遇到旅游旺季，景区周边的饭
店和农家乐也是家家爆满。

近几年来，舒茶镇紧抓
脱贫攻坚和六安茶
谷 项 目 建

设契机，实施一系列茶旅融合项目
建设，以毛主席视察舒茶纪念馆、
九一六茶园核心区和天子寨等人
文景观为主，大小岩瀑布、归耕
园田园综合体等自然景观为
辅的“舒茶两日游”茶旅体
系日臻成熟，实现年接待
游客20余万人次，茶旅
综 合 年 收 入 4 . 6 亿
元，为下一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奠定坚实基
础。

茶旅融合促振兴
周先才 本报记者 黄雪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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