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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辛县因地制宜调整种养结构，让当地“土货”搭上新技术的“快车”———

特色产业拓宽农民致富路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汝雪枫

政策奖补带动传统种养

“天气冷了，羊出来的也少了。 ”近
日， 记者在利辛县汝集镇汝园村见到正
在照料羊群的汝成君。 “下雪之后，就开
始准备草料 ， 再把有破损的棚子修一
下。 ”汝成君指着周边堆积的秸秆说。

利辛县着力拓宽增收渠道， 以产业
振兴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
接。 2020 年以来，全县对自种自养贫困
户采取分类奖补政策， 鼓励贫困户发展
自种自养产业， 落实贫困户特色种养业
奖补 13283 户共计 4954 万元。汝成君是
受益的养殖户之一。

2017 年，汝成君家因病致贫 ，成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 “俺懂些养羊的技术，
但羊太少了， 挣不着钱， 得上点规模才
行。 ”镇上得知汝成君的这一想法后，帮
他申请了 5 万元的 3 年免息小额信贷，
并安排了农技人员上门指导。 “养羊上规
模了，每年还能领到 5000 块钱补贴。 俺
从养 30 多只羊开始，养到现在已有 150
只。 今年已卖了 20 只羊， 赚了 2 万多
元。 ”汝成君一步步把羊养出了规模，也
在 2019 年底稳定脱贫。

从汝成君的羊舍驱车往北， 几分钟
后就到了汝园村的扶贫“金银林”基地，
路两侧种满了悬铃木、枫树、栾树。 树林
里，散养的芦花鸡在啄食，几位村民在整
理收获的小香薯。 “在这里干活，一个月
能挣 1500 元。 我自己也种有榉树，去年
卖了 3000 多块钱， 还领到了种植补贴，
加上土地流转、享受到的各种扶贫政策，
一年收入超过 2 万元。 ”70 多岁的贫困
户关治新一边忙活一边说。

“基地不仅与青海一家企业签订了
紫薯种植协议， 还与杭州一家公司签订

了小香薯种植协议。如今，基地里除了种
植几种园林苗木， 还在林下按照订单种
植紫薯、小香薯等经济作物，同时散养一
些芦花鸡，一年收入有 100 多万元，带动
了 60 多名贫困户就业。我们的农产品不
愁销路，苗木也开始见效益了。我们散养
的芦花鸡特别受欢迎， 从 12000 多只卖
到只剩下两三百只了。 ”基地负责人关利
锋告诉记者。

据汝集镇政府负责同志介绍， 目前
全镇共栽植各类苗木 8500 多亩，其中企
业和大户通过集中流转土地统一栽植苗
木近 3800 亩；4300 多贫困群众通过自种
模式，分散栽植苗木 4740 亩，获得了稳
定的收益。

“养牛 1 头以上，每头补贴 2500 元；
养羊 6 只以上，每只补贴 400 元；种植果
树园林苗木，符合规定的每亩补贴 1000
元……” 利辛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邵学
会介绍说，2018 年，县里出台了《特色种
养业扶贫工程实施方案》，对发展养殖业
的贫困户给予奖补，引导贫困户、家庭农
场、合作社等发展特色种养。

项目引进调整种植结构

从“金银林”基地出发向东北方向走
去，没几分钟就来到了朱集村，记者跟随
第一书记刘双燕的脚步， 来到贫困户任
大鹏的家中。

“刘书记，过完年村里还种黄蜀葵吧？”
一番寒暄之后，任大鹏问。

“种，继续种！今年没种有点后悔吧？”
刘双燕笑着回答。

“明年我肯定跟着种。 ”任大鹏也笑
了起来。

“午收之前黄蜀葵开始育苗，村干部
就开始走村入户宣传引导大家参与黄蜀
葵种植。 ”刘双燕介绍，2020 年午收前，
朱集村引导企业采取“公司+农户（贫困
户）”的方式，引进黄蜀葵种植项目。 当

时，村民们对黄蜀葵种植项目的了解，全
部来自村干部的介绍， 因此有些村民觉
得心里没底， 任大鹏就是持观望态度的
村民之一。小麦收割后，全村第一批不到
1000 亩土地种下了黄蜀葵。

这一季黄蜀葵收入确实不错， 收成
高的一亩地收益 3000 元左右。朱士海是
村里第一批参与种植黄蜀葵的村民，他
除了采摘自己种的 5 亩黄蜀葵花， 还到
村里集中流转的几百亩地里干采摘的
活。 “按斤算，一斤 4 毛钱，一天能摘 60
多元。 ”朱士海说，黄蜀葵花期长，采摘的
活差不多能干 2 个月左右。

“往年种黄豆，一亩地收入也就 400
元左右。 种黄蜀葵一亩地成本在五六百
元，收入大约在 2000 元，贫困户种植还
有 1000 元的补贴，到秋季也不耽误种小
麦。 ”当初刘双燕给村民算的这笔账兑现
了，第一批种黄蜀葵的村民，用实实在在
的收益让持观望态度的村民转变了种植
观念。

“公司统一提供苗子、农药、肥料，并
跟踪进行技术指导，定期进行管理，收获
的黄蜀葵花由公司统一回收。 ”在朱集村
黄蜀葵加工基地， 利辛县家德福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其伟告诉记者，“公
司在朱集村流转了 800 亩土地， 再加上
周边村镇 600 多农户种植黄蜀葵， 一共
种植了近 3000 亩黄蜀葵。 2020 年是朱
集村种黄蜀葵的第一年， 参与的村民总
的来说收益不错， 这无疑给观望的村民
吃了一颗‘定心丸’，来年的种植面积有
望进一步扩大。 ”

电商助力特色农产品销售

利辛县消费扶贫馆的展厅内， 汇聚
着小香薯、芦花鸡、鲜羊肉、黄蜀葵花茶
等当地特产。 “这里展出的都是县里比较
有特色的农产品，在线上非常受欢迎，销
量很好。 ”利辛县消费扶贫馆负责人韩振

介绍。
据了解，利辛县近年来推动“电商+

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建设特
色产业电商平台， 把规模较大的种植养
殖企业和合作社组织起来， 进行统一品
牌、统一管理、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实现
线上线下有机融合。同时，打造县乡村三
级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在全县 23 个乡镇
设立电商服务中心， 在 361 个行政村建
设村级便民服务站点。 “得益于电商公共
服务体系的建设，2017 年利辛县成功创
建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2020 年， 消费扶贫线上销售额超过 500
万元。 ”韩振说。

目前，利辛县 90 个重点贫困村特色
产业发展全部达标， 自种自养贫困户产
业达标户 14200 户。 实施到村项目 107
个，到户项目 67000 多个。实施“金银林”
项目 7.1 万亩，覆盖贫困户 31000 多户、
7００００ 余人 ， 培育林下经济示范点 12
个。 “我们目前建设了汝集镇林下经济、
巩店镇中药种植、城北镇绿色果蔬种植、
程家集镇黄桃种植、 永兴镇循环经济等
具备一定规模的产业基地， 配合电商服
务体系的建设完善 ， 脱贫带动效果明
显。 ”邵学会说。

利辛县突出抓好 “一村一品”“一镇
一业”，城北镇绿色果蔬、巩店镇翠冠梨、
程集镇黄桃、马店镇苗木、潘楼镇肉牛养
殖产业等已初具规模。 城北镇入围 2020
年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望疃、中疃、汝
集等乡镇中药材种植面积 10 万亩，沿茨
淮新河南部 5 个乡镇稻蟹共作产业规划
面积 5 万亩。

“我们在保持县级专项扶贫资金稳
定前提下， 统筹考虑财力状况和推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确保投入资金与巩固
提升脱贫成果、 推进接续减贫工作相适
应， 支持建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
振兴有机衔接的长效机制。 ”利辛县政府
相关负责人介绍。

·百县百村百人

抓紧补齐返乡路上防疫“短板”
汪奥娜 陈尚营

近期， 各地陆续发布或动态调整了
返乡政策，在强调“非必要不返乡”的同
时，细化了对个人在返乡后的行为要求，
如返回后第一时间向所在村部或社区报

备， 从中高风险地区返回的人员要实行
“14+7” 集中隔离观察， 期间做 2次到 3
次核酸检测。但与此同时，返乡路途中的
防疫“短板”却并未获得足够重视。

尽管离春运还有十余天，不少人员
已在近期选择返乡。

一些家在城郊、乡村或邻省的人往
往会选择乘坐价格相对低廉的客运汽

车。还有一种返乡方式是在非官方的拼
车组织里发布消息，与素不相识的几个
人共同乘坐一辆私家车回乡。 均摊后，
每个人所需支付的车钱并不高，而且还
能直接送到家门口，这种方式越来越受
到欢迎。

这些返乡选择虽然便捷，但路途中
却存防疫短板，增加了产生局部聚集性
疫情的风险。一些城市的客运汽车站和
城乡巴士不用身份登记，也不用经过测
温，可以直接交钱上车。这就意味着，万
一当中出现感染病例，防疫人员将很难

及时锁定其同行者，并追溯他们的行动
轨迹。如果说正规营运车辆还有一定的
消毒措施作为保障，这些来来回回的私
家车更是留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不容
小觑。

还有一些返乡人员没有形成对自

己、对他人负责任的意识。在乘坐火车、
公交、地铁时随意摘口罩对话或者串车
厢的、 为了蒙混过关使用假健康码的、
回乡后不第一时间报备还随意走动的，
这些行为都不利于当前的疫情防控。

在过去一年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各地积累了不少科学、 精准防疫的经
验，已经处于有准备的状态。 但眼前又
一次在考验这道防线是否坚固。此时比
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避免松懈与大意，为
了过个平安年，进一步织密疫情防控网
已经刻不容缓。

各地在加大对返乡人员宣传正确

的返乡知识之外，需要抓紧顺着返乡路
摸清各个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防疫 “短
板”，及时采取规范或限制措施，斩断由
此可能引发的疫情传播链条。

乡村中医馆接地气

■ 本报记者 林春生

本报通讯员 姜蕊

“程主任，我今天不仅自己过来了，
还带人来治疗了！ ”1 月 12 日上午 10 时
许， 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金塔村村民孙
秀芳带着同村的村民走进该镇中医馆理
疗室内。

年过七旬的孙秀芳长期受神经痛、
腰椎间盘突出等病痛折磨。 “以前疼得
半夜嗷嗷叫 ， 自从在这里接受针灸治
疗，疼痛缓解了许多。 ”孙秀芳说。

“由于长期从事农事劳作 ，很多农
村居民都有慢性劳损 、 慢性疼痛等疾
患，而这类疾病恰恰是中医的强项。 ”义
安区卫健委主任束明生说，为切实提高
农村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该区结合紧
密型城市医联体成员单位中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开展中医馆标
准化建设，以铜陵市中医医院为龙头组
建中医药联盟，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和非
药物疗法 ，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 、疾病
治疗和康复中的重要作用，补充和完善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短板。

作为铜陵中医药联盟的第一家合作
单位， 天门镇卫生院的中医馆已服务超
过 300 人次， 开展中医类治疗项目累计
超过 1000 次。 “去年 11 月中医馆刚开诊
时，村民们大多持观望态度。我们不断开
展中医药知识宣传、义诊等活动，越来越
多的村民来馆求医问诊。 ”铜陵中医药联
盟副主任、 天门镇中医馆主治中医师程
志昆告诉记者。

古朴清幽的环境， 独具中医药文化
特色的传统风韵，配以整体的暖色调，给
人简洁舒适的感受。 在钟鸣镇卫生院中

医馆，阵阵药香从中药房里散发出来，主
治医师赵德斌正根据开具的药方为病患
抓药。

“寒冬以来，陆陆续续有一些村民前
来抓药，主要以滋补养身的中药为主，我
们会根据对方身体状况给出相应的建
议。 ”赵德斌说，考虑到中医馆面对的主
要人群是农村居民， 因此酌情降低了服
务收费标准。

“截至目前，钟鸣、天门、东联、西联
卫生院和钟鸣镇中心卫生院金榔分院的
中医馆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老洲乡卫
生院中医馆也在建设中。 ”束明生说，投
入使用的中医馆不仅能够提供中药饮
片、针刺、艾灸、拔罐等中医药适宜技术，
还能够应用中医药康复手段， 对颈肩腰
腿痛、中风后遗症、肢体残疾等疾病进行
康复治疗。

我省加快推进建筑垃圾“变废为宝”

本报讯 （记者 何珂 ）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
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建筑垃圾
管理及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明确
“十四五”期间各设区的市建筑垃圾管
理能力和资源化利用水平进一步提
升， 实现建筑垃圾减量排放、 规范清
运、有效利用和安全处置。 淮北市、蚌
埠市、 淮南市持续巩固提高全国建筑
垃圾治理试点成效， 建立完善建筑垃
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体系， 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经验。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 建筑垃圾
大量产生。 构建治理规范、布局合理、
技术先进的建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
用体系， 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 资源
化、无害化至关重要。 此次《指导意见》
明确，要按照 “谁产生 、谁负责 ”原则 ，
加强源头治理，规范施工管理，优化建
筑设计， 科学组织施工， 优先就地利
用、就地减量 ，在地形整理 、工程填垫
等环节合理利用建筑垃圾； 推行装配
式建筑以及商品房全装修等建设方
式， 从源头降低建筑施工和房屋装修
建筑垃圾产生。 同时，加强建筑垃圾分

类管理 ，可按工程渣土 、混凝土块 、砖
瓦碎块和其它等四类对建筑垃圾进行
划分， 施工单位建立建筑垃圾分类收
集与存放管理制度，实行分类收集、分
类存放、分类处置。 在运输管理方面，
要按照市场化原则， 推行建筑垃圾运
输公司化管理， 严肃查处未经核准的
个人和企业进入建筑垃圾处置市场 ；
规范实施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编号 、标
识、封闭运输的管理，实现建筑垃圾无
尘化运输和全程动态智慧化监管 ；加
快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升级换代， 大力
推广智能化环保车。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关负责人
表示，我省将积极引导、大力推进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变废为宝。 鼓励
利用建筑垃圾生产再生骨料、 路基路
面材料、砌块、市政工程构配件等新型
建材，制定相关标准，推动企业产品结
构优化升级， 拓展建筑垃圾再生产品
的应用领域； 积极推进再生产品在工
程建设中优先推广使用，城市道路、公
路、 铁路的路基施工和海绵城市建设
项目， 要优先使用建筑垃圾作为路基
和填垫材料。

泾县：外来职工就地过年可享多项福利

新华社合肥 1 月 17 日电 （记者
张紫赟）记者从宣城市泾县人民政府获
悉， 为减少春节期间人员流动集聚，该
县将为全县各企业生产经营，以及留在
泾县的外来职工提供工作、学习、生活
等多方面支持，如发放在岗补贴、开展
“免费游泾县”活动等。

根据该县日前发布的《关于企业春
节期间留工稳工优工的倡议书》， 春节
期间（以国家规定的法定假期和调休天
数为准）， 将对按照企业生产计划在岗
上班的外来职工据实给予每人每天 100
元补贴。

据了解 ，春节期间 ，泾县内 3A 级

以上国有景区、体育场馆、文化馆、博物
馆、综合性广场向留在泾县的外来职工
免费开放。倡议书鼓励企业为留在泾县
的外来职工开展“送开门红包”等暖心
活动， 并提出将在企业防疫物资保障、
用工、融资等方面给予帮助协调，为企
业全面生产经营、留下的外来职工安心
在岗工作提供保障。

为保障工资足额发放，泾县表示将
进一步加大清理拖欠民营企业及中小
企业账款工作，畅通职工劳动保障维权
渠道， 及时化解各类欠薪矛盾纠纷，确
保职工工资足额发放到位。

3家开发区入选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
入选数居全国第一

本报讯 （记者 王弘毅 通讯员 张

乐）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近日，我省濉
溪经济开发区、界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入选国家
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名单，入选数居全国
第一。

据悉， 国家绿色产业示范基地由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组织评审。 经省级
发改委审核推荐、专家评审、网上公示
等程序 ，全国 31 家开发区 、园区被确
定为绿色产业示范基地。 其中，安徽与
江苏入选数均为 3 家， 数量并列全国
第一。

“十三五 ”以来 ，我省以推动高质

量发展为导向，制订出台《安徽省构建
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施方
案》《安徽省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
法规政策体系工作方案》等政策措施，
组织开展省级绿色发展试点示范创
建， 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绿色产业
领域重点项目建设， 不断增强绿色产
业发展新动能。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
步，将指导绿色产业示范基地进一步明
确绿色主导产业，培育壮大绿色产业龙
头企业，提高绿色产业集聚度，切实发
挥示范基地率先示范作用。

荨 寒假即将到来，阜阳市颍州区颍
淮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队员近日走

进该市颍东区袁寨镇中心学校，向学
生传授安全知识和急救常识。

特约摄影 王彪

荩 1 月 13 日，淮北市红十字会救援队
队员为师生演示急救包扎。 寒假临近，
该校邀请当地红十字会救援队队员对

师生进行心肺复苏、包扎等急救培训。
本报通讯员 万善朝 摄

师生学急救
安全度寒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