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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安区西河口乡潘岔村地处大别
山脚下，西河口乡东南部，总面积12平
方公里，总人口1511人，400户，可耕地
面积1564亩，山林面积10400亩，属于
典型的山区村。一直以来，面对山多地
少的“窘境”，潘岔村因地制宜，利用山
林大力发展油茶产业。可是如何进一步
发展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农民
增收？近年来，潘岔村多方拓宽产业发
展的渠道，利用有限的资源，发展“林下
经济”，整合荒地种植中药材，建立瓜蒌
种植基地……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的乡
村振兴之路。2023年村集体经济收入预
计可达56 . 1万元。

4月12日，记者一行来到潘岔村，满
山种植了三四十年的油茶树吐出新绿。
红的、白的野花点缀山中，春日的美好
尽收眼底。潘岔村总共有5000亩油茶
林，在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队长董小
飞和潘岔村党支部书记曹继柱的带领
下，记者走进一片油茶林，一株株黄精
在林下茂盛生长。

“之所以林下种植黄精，就是让它
们尽量在这样的野生环境生长，从而具
有野生黄精的药用价值。”曹继柱告诉

记者，2021年，村里在500亩油茶林下
尝试种植黄精。

黄精又叫鸡头黄精、黄鸡菜、爪子
参等，在我国东北地区、中南地区以及
西北地区都有广泛的种植。它具有较高
的药用、食用价值和经济价值。黄精是
一种生长于阴暗潮湿地带，且透光率必
须控制在30％—36％的植物，适宜湿润
肥沃的树木丛或者山林地种植。林下种
植黄精，可以节约林地空间，改善生态
平衡，也利于黄精的自然生长。

“2021年，我们村想充分利用好林
地资源，在去外地考察后，尝试在油茶
林下套种中药材黄精，目前看长势挺
好。”说起种植黄精的缘由，除了当地适
合种植以及黄精具有较高的价值外，曹
继柱还告诉记者，以前每年油茶林都需
要人工进行抚育和林间管理，去除林间
的杂树木。为此，村民需耗费人力和财
力。村里在林下套种中药材后进行集中
管理，省去了村民自己对油茶林抚育的
费用。

黄精种植一般需要三年才能收获。
曹继柱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地投入
成本约4000元，预计一亩地收益可达

一万元。因此，在积累了林下种植经验
的基础上，今年还整合了村里山坡下的
闲置土地，扩大了60亩地继续种植黄
精。

“我们这里地本来就少，这些山坡
下的地原来种过水稻，收成不是很好，
后来就慢慢荒废长了杂草，可惜了，今
年，我们想利用起来，进行了整理，共
有 6 0亩，2月份我们种下了黄精小
苗。”来到山坡下的一片地里，董小飞
向记者介绍道。这几天，村里正利用晴
好天气，组织村民给地里的黄精去除
杂草。

62岁的村民邵必霞正在地里干活。
她告诉记者，来这里务工一天，工作8小
时可得100元工资。曹继柱说，平时用工
最多的时候一天有20多人。通过大力发
展黄精种植也增加了村民们的务工收

入。
在村里的带动下，部分村民也开始

自发种植黄精。村民邵和玉跟着村里
干，在了解到黄精的价值后，也在自家
的5亩地里种植了黄精。三年后，预计纯
收入可达5万元。目前，村里像邵和玉一
样种植黄精的农户有十多户。黄精种植
作为该村的一项特色产业正慢慢发展
起来。今年，村里还准备申报中药材种
植示范基地。

对于黄精的“钱景”，曹继柱表示林
下种植的黄精明年就可以收获，会对接
中药材公司直接来收购。黄精的品质到
底如何？能不能卖上好价钱？潘岔村“两
委”和工作队也早有打算，他们近期也
取了样送去检测。发展黄精中药材产
业，潘岔村因地制宜，摸索实践，在这片
茂密的山林深耕，信心满满。

山上披绿装 林下闯新路
本报记者 张世巧 张玉

大棚换茬忙，菜农抢时光。
今春以来，舒城县城关镇蔬菜生
产产销两旺，蔬菜生产稳定，市
场“菜篮子”供应丰富。

陶友彬是城关镇伏虎村的
蔬菜种植户，今年种了2亩蔬菜。

“开春以来，我已经收获了小青
菜和苋菜等，卖出价格比去年
高，已净收1万多元。”陶友彬说，

“由于换茬早，大棚里的黄瓜、苋
菜、空心菜等，都长势喜人。”陶
友彬从事蔬菜生产20多年，积累
了丰富的种菜经验。他介绍说，
蔬菜种出好效益，最重要的还是
要选择好品种，并结合蔬菜特点
抢抓换茬时间，一年种上三至四
茬，赶个早市，总能卖上好价钱。

为了抓好今年蔬菜生产，城
关镇早计划、早部署，组织农技
部门开展“送科技下乡”，推广蔬
菜新品种、新技术应用，大力发
展无公害高效蔬菜。及时发布农

情预报，开展农业气象信息服
务。结合农时农事，加大蔬菜病
虫害防治技术和蔬菜田间管理
培训。指导菜农选好选准菜肥，
抓好大棚温光调控。

眼下，在城关镇双丰村高效
蔬菜标准园，只见一大片白色大
棚整齐排列，放眼望去，满目葱
茏，生机勃勃。茼蒿、青菜、生菜、
韭菜、苋菜、西瓜等蔬菜瓜果生
长旺盛。张德年是该村蔬菜种植
大户，检修蔬菜大棚，加强菜畦
管理，收获成熟蔬菜，这个春季
他基本上是以棚为家，忙得不亦
乐乎。原来，2022年张德年种下
的薄皮辣椒创下每亩1 . 8万元的
高收益，让他尝到了甜头。“今年
我打算把薄皮辣椒种植再扩大
一些，希望获得更高的收入。”张
德年乐呵呵地说。

蔬菜想要获得高收益，立足
市场，抓好均衡上市是关键。今

年以来，城关镇农技部门精心指
导菜农调整设施栽培与露地栽
培的茬口与品种，延长蔬菜上市
时间，丰富蔬菜品种。截至目前，
全镇蔬菜及食用菌已种植5180
亩 ，其中大棚或小拱棚种植
4270亩。通过调结构、优品种、
上规模，全镇蔬菜生产提档升
级，蔬菜产量与质量比去年有明
显提高。

目前，城关镇舒中、伏虎、双
丰、仁和、永安等蔬菜产业村都
在积极抓换茬、保抢种、强春管，
力保今年春季蔬菜生产好势头。
同时，该镇还重点加强蔬菜生产
基地、蔬菜精品园等管理，推动
伏虎村12亩精品园、双丰村90亩
生产基地蔬菜生产提质增效，强
化政策扶持，指导种植大户选优
品种，大力发展高效无公害蔬
菜，走科技强农路子，示范引领
其他农户科学种植。

春季蔬菜产销旺
本报记者 黄雪彦 通讯员 郭登安

麦麦田田飞飞来来无无人人机机
4月12日，金安

区大丰数字农业专
业合作社的植保无
人机正在翁墩乡的
麦 田 进 行 飞 防 作
业。
近年来，金安区

围绕“两强一增”，不
断探索农业生产大
托管服务新路径，农
机专业合作社为农
户提供全程一体化
农业生产性服务，形
成“专业服务组织+
专业服务队伍 +农
户”的托管服务模
式，实现由单家独户
传统生产模式向专
业、高效、绿色生产
模式转变，为乡村产
业振兴，农业高质量
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本报记者 岳阳
通讯员 王友雅 摄

本报讯（许袁 记者 康家佳）4月17日上午7点30分至9点的早高峰期间，
金安区人社局联手FM95 . 5“安徽之声”综合广播首场“空中就业招聘”如期开
播，为求职群众又构建一条通过“电波”寻找工作的机会。

电波里，来自区人社局的同志化身主播，对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19个招聘岗位进行推荐，向听众详细介绍了企业基本信息、招聘需求、任职
要求、薪资福利等情况，并向即将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和准备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送上建议箴言。

“‘云上直播带岗’这种新颖招聘方式，让求职人员足不出户就能找到工作，
公司招贤纳才不仅不受区域限制，还实现了招聘的降本增效。”明天氢能的人力
资源负责人姜经理如是说。

结合广播自身传播优势，打破以往常规招聘形式的“云招聘”是金安区人社
局首次通过融合直播方式搭建的就业“云”桥梁，以撬动社会各界资源力量，搭
建多方联动平台为导向，实现更便捷的形式集中展示企业实际需求，从而精准
定位人群、精确展开对接，力求更高效的服务于最广泛的受众群体，助力实现充
分高质量就业。

金安：

电波传送就业服务

舒城讯（刘旸）舒城县建立村级“救急难”互助社，创新社会救助模式，通过
发动社会力量筹集资金等方式，及时对遭遇重大变故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
而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的紧急情况给予先行救助，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

张巨明是桃溪镇金圩村村民，2022年妻子突发大病，医疗费一下花了七八
万元。面对突然的变故，家人一筹莫展，生活陷入困境。镇、村干部得知他的困难
后，当天“救急难”互助社就把1000元救助金送到了他手里，并上报镇政府又申
请到2000元救助金，还帮他的妻子申请了低保。张巨明一家人对此非常感激。

记者了解到，金圩村于2018年6月成立了“救急难”互助社，至今已救助68
户92人次，发放救助金7万多元。“救急难”互助社资金由县乡财政配套、村集体
出资和社会捐款三部分组成，通过互助社专用账户管理，专款专用。

据舒城县民政局局长汤安和介绍，发现困难群众需要救助情况后，村互助
社立即启动救急程序，即可给予1000元救助，数额较大时，由村互助社及时进
行网上申请审批，乡镇、县可分别给予2000元临时救助，救急资金最快可在2小
时内到位。

记者了解到，在互助社的运行中，我市明确规定了“谁调查、谁审核、谁审
批、谁负责”的工作机制，并要求所有救助资金的发放都要进行公示，接受村
（居）民监督。截至目前，舒城县已成立了405个村级（含乡镇街道）“救急难”互
助社，村级层面覆盖率达到99%。自“救急难”工作开展以来，累计救助20902人
次，救助金额2250万元。救助人次和金额逐年增长。

汤安和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完善困难群众数据库、救助信息系统等，利用部
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分析提示各类家庭可能出现的困难，探索预警和主
动施救的可能。

舒城：

“救急难”解群众燃眉之急

徒步茶乡“寻茶香”
本报记者 汪娟 通讯员 殷康兵

“我们是通过微信朋友圈知
道这里将要举办这个活动，非常
感兴趣，正赶上春暖花开的好季
节，所以就参与一下，感受一
下。”4月15日，“寻味黄芽香·问
道大化坪”2023霍山黄芽开茶
节暨“暖民心”快乐健身徒步活
动中，一位来自合肥的跑步爱好
者笑着说。

好山好水产好茶。作为霍山
黄芽的主产地与核心产区，近年
来，大化坪镇依托茶叶资源优
势，着力建基地、育龙头、树品
牌、拓市场、优服务，茶产业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全镇茶园面

积3 . 1万亩，茶叶年产量2000
吨、综合产值约4亿元，走出了一
条以茶促振兴、以茶优生态的绿
色发展道路。

以茶为媒、以茶会友。据了
解，本次活动是由霍山县文化旅
游体育局、县农业农村局、共青
团霍山县委、县农业产业发展中
心、大化坪镇人民政府主办。“暖
民心”快乐健身徒步活动主要以

“宣传绿色运动健康生活、推介
大化坪自然风光”为目的，共150
多名选手参加。徒步活动以霍山
黄芽核心产区金鸡山为起点，途
经金鸡凼、小河桥、九龙潭等，终

点为百家山村古道山居，总赛程
12公里。比赛不计成绩，让大家

“沉浸式”感受“茶乡古镇·幸福
桃源”的旖旎风光、生态之美，从
碧波万顷的生态茶园、到绚丽奇
绝的九曲连潭，从曲折明灭的田
间小道、到人迹罕至的落瀑险
滩，真正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享
受春日茶乡风光。

不少参赛选手表示，山城霍
山空气清新、景色怡人，来到这
里不仅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欣
赏到了美丽的风景，也充分感受
到了运动的快乐，希望还有机会
再次来到这里观光旅游。

本报讯（张雪梅 记者 储著坤）“天气一天比一天热，
我年纪这么大了，干活也不利索，孩子们又都在外地务工，
看着茶芽长得越来越快，前些天心里急得慌。”4月12日，在
金寨县流波報镇黄畈村，茶农陈贤家提着一大篓刚采下的
鲜茶叶，开心地说：“现在好了，志愿者一个上午就帮我把茶
园的茶摘完了，真是帮了大忙。”

当天早晨，流波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镇内党员、
团员、青年志愿者，积极开展“志愿服务践初心 助农采茶
促振兴”第二季“民情体验系列活动”，主要是帮助镇内的留
守老人采摘鲜茶，避免茶叶错过黄金采摘期而造成经济损
失。据介绍，流波報镇“民情体验系列活动”自2022年举办以
来，通过组织镇内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帮助留守、孤寡、
病残老人等弱势群体进行春耕、秋收、采茶等农作，既帮助
有需要的群众解决劳作困难，增加经济收入，助力产业振
兴，又让志愿者们切实感受基层群众劳作艰辛，体会丰收来
之不易，从而心怀感恩，深入践行新时代志愿服务精神，不
断弘扬文明新风尚。

流波報镇

“志愿红”助农采茶

本报讯（赵晨）叶集区洪集镇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推动
党建与人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合，组织党员群众齐上阵，在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中持续发力，有效推动党建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同频共振、互促共融。

党建+组织，健全机制聚合力。把人居环境整治纳入年
度目标管理的重要考核内容，因村制宜制定工作方案，明晰
整治重点，明确时间节点，夯实责任落实。镇主要领导及班
子成员全部下沉一线，村干部划片包保、分类施策，针对问
题点位，紧盯靠上、密切配合，做到整治一片、提升一片、规
范一片，掀起整治人居环境热潮。

党建+宣传，营造氛围齐整治。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和“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志愿服务等活动，通过村级大喇
叭、微信群、宣传横幅、宣传倡议书等载体，多途径、多形式
开展宣传，激发广大党员、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营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同时对督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及时跟
进整改进度，带动各村形成找问题、抓落实、比干劲的互学
互促互比良好氛围。

党建+共治，确保整治见长效。形成“包村干部—村干
部—网格员”三级服务体系，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依托
志愿服务、主题党日、“美丽庭院”创建等活动，积极引导党
员干部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亮身份、见行动，持续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群众着力攻坚私搭乱建、河道垃
圾、农村飞线治理、村庄街道绿化等难点、薄弱环节，以“绿、
亮、净、美”为标准持续推动人居环境再提升，推动全镇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常态长效。

洪集镇

党建引领人居环境整治

新新时时代代 新新征征程程 新新伟伟业业
——皖皖西西记记者者走走基基层层

本报讯(胡保新)4月16日，裕安区篮球协会成立大会召开，全区广大篮球爱
好者有了“娘家”，也为推进裕安篮球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篮球运动群众参与度高，在裕安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优良传统。固镇
镇在全市享有“篮球之乡”的美誉，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小康杯”到近年的美丽乡
村农民篮球赛，几近独占鳌头。裕安区还承办过2001年全国男子篮球甲B联赛、
2011年安徽省第三届农民篮球大赛；获得2019年安徽省第四届职工运动会篮
球比赛第一名。近年来，六安城市篮球俱乐部联赛、裕安区美丽乡村农民篮球
赛、裕安区中小学生校园篮球联赛等蓬勃开展，裕安篮球在运动员梯队建设、教
练员队伍建设、裁判员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裕安区篮球协会的成立，是社会力量办体育的有益探索，是体现专业的人
办专业事的具体实践。区篮球协会成立后，将不断加强协会自身建设，为全区篮
球爱好者提供更为广阔的交流竞赛平台，促进篮球运动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裕安区篮球协会成立

“轰隆隆……”伴随着一阵烟雾，困扰着裕安区某民爆器材公司的一个难题
得到圆满处理。近日，市公安局裕安分局“警官企业包保”责任区民警，在日常走
访辖区某民爆器材公司了解到，有过期炸药等危险品需要公安部门帮助进行销
毁。于是民警在辖区单王乡精选销毁场址，制定严密的销毁方案，聘请爆破技术
人员，在一处无人沙滩区域范围内成功销毁过期的炸药、雷管，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帮助企业解决了“烦心事”。 本报记者 王丽 摄

销毁过期民爆物品

本报讯（邵善东 赵宇 张军）眼下正是再生稻、早稻插秧的关键期，裕安
各地抢抓农时，积极组织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开展再生稻、早稻机插秧，全面
掀起春播春种作业热潮。

在分路口镇江堰村连片农田里，旋耕机、插秧机来回驰骋，一派热火朝天的
春耕景象。启动、取秧、栽播、变向、喂秧，在相关人员的配合下，机耕手熟练驾驶
着插秧机，动作一气呵成，不一会儿，几亩见方的田地就披上了“绿装”。“总共八
百多亩，再生稻是530亩，大概3到5天基本上能插完。”正在忙碌的裕安区天森
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光勋说。

在裕安区，随着大型农机的广泛应用，春耕春管效率越来越高。像赵光勋今
年的再生稻种植，不仅四台插秧机就可以轻松完成栽插任务，而且栽插成本每
亩可降低50元。同时随着农田水利的大力兴修，栽种条件越来越好，种植大户
们对今年的收成更是满怀期待。“头一季，每亩650公斤肯定没问题，第二季我
争取170到200公斤，特别有信心。”赵光勋说。

近年来，裕安区始终秉承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民生之本，不仅做
大藏粮于“地”，还做强藏粮于“技”，全区2023年再投入2000余万元打造
5个涵盖统一品种选定、统一催芽管理、统一机插的“工厂化育秧”中心，进
一步推动粮食生产机械化、高效化、优质化。“目前水稻机插秧工作已全面
铺开，计划在一周内完成2000亩早稻和3万亩的再生稻机插秧任务，实现全
年机插秧水平达到百分之四十的目标。”该区农机中心主任王贵田说。

裕安：

水稻机插秧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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