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鸡致富惠乡邻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黄涛

“养鸡要科学喂养，注意季节变化、
饲料配比、常见病预防、鸡舍环境。 ”日
前，亳州市谯城区华佗镇大王村养鸡专
业户王金富聊起养鸡心得， 满脸笑容。
他一边与记者聊天，一边将混合饲料放
进采食通道，蛋鸡争先抢食的“咯咯”叫
声此起彼伏。

王金富的养鸡场占地约 13 亩，蛋
鸡存栏量 4 万多只， 每天产蛋 2000 多
公斤，每日纯利润有 3000 元左右。

王金富今年 47 岁，初中文化。 1990
年他开始跟着别人贩鸡蛋 ，1994 年开
始养鸡， 期间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创业之路并不轻松。 “那年赔进去 20 多
万元，在当时那可是天文数字。 ”王金富
说。 1996 年，他的蛋鸡养殖规模从以前
的 2000 只增加到了 8000 只，由于从种
鸡厂进的鸡苗有问题，鸡苗刚买进就开
始死亡，直到产蛋时共死了 2000 多只，
且产蛋率不到 70%。后来又赶上鸡蛋价
格下滑， 他攒了几年的家当赔光了，还
欠了十几万元外债。

1997 年，经多方考察，他选择了中

国农业大学吴常信院士及宁中华教授
培育出的农大三号节粮小型蛋鸡，引进
了 3000 只鸡苗试养， 高峰期这批鸡产
蛋率 95%以上，蛋的品质也很好。 正当
王金富想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时，又遇
到了禽流感，产蛋率一下子从 95%下降
到几乎不产蛋。

他没有气馁，订购了大量蛋鸡养殖
资料， 在向书本学习养殖技术的同时，
还跑到山东、 河南等地向专家请教，整
天在鸡场反复实践，给小鸡喂料、喂水、
打疫苗，研究鸡场温度、湿度环境和饲
料配比……经多年摸爬滚打，他掌握了

过硬的养殖技术，成了远近闻名的养鸡
能手。 他坚持严格按无公害标准养殖，
养殖规模不断扩大，高峰期蛋鸡养殖规
模达 6 万只， 年销售收入达 800 多万
元。 饲养管理也走上了自动控温、自动
饲喂、自动饮水、自动清粪的科学生态
养殖之路。

王金富养殖蛋鸡收获成功后，在当
地政府的帮助下成立了谯城区金富蛋
鸡养殖合作社，吸收附近群众入社。 合
作社负责回收鸡蛋、 成品鸡并统一销
售，带动当地一些群众发展养鸡走上了
致富之路。

“他不但免费指导贫困户养殖，还
带头安排贫困人员务工，增加他们的收
入。 ”大王村党委书记程雪峰说，王金富
养殖场招收的 5 名工人中，就有 3 名贫
困人员，他们的月薪均在 2000 元以上，
让他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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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带领乡亲奔小康
■ 本报记者 李博 文/图

3月 24 日，在凤台县咏梅农牧有限
公司的养殖基地，全国优秀农民工孙多
梅在给养殖户讲解春季生猪防疫知识。

“自己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
这是孙多梅的口头禅。

1992 年， 孙多梅返回凤台县尚塘
镇创业。 她从养殖 10 余头猪起步发展
到如今的存栏万余头。随着养殖场规模
的不断扩大，孙多梅一直关注着家乡的
发展。近些年，她捐资帮助兴建敬老院；
向缺少体育器材的尚塘中心学校捐赠
乒乓球桌、篮球等体育用品；多次出资
助力县里举办的关爱留守儿童活动；拿
出近两万元为镇敬老院里的孤寡老人
购买棉被、米面油等。她积极响应“百企
帮百户号召”， 结对帮扶崔海村的崔学
兰、 罗春友等贫困老党员及贫困户，累
计捐出善款 30 余万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孙多梅在
参加社会公益、 帮助后进村民的同时，
想得最多的是拔除“穷根”。为了让更多
的村民掌握生猪养殖技术，她把自己的
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村民。近
些年，她几乎年年自费邀请省、市、县畜

牧部门和大型养猪场专家到凤台县开
展技术培训。她组织发放的养殖技术材
料累计达 30000 余份，培训了 15000 余
人次，如今有 200 多户农户跟着她走上
了养殖致富之路。

2014年，孙多梅先进的养殖技术和
管理方法被中国农科院和中央电视台
选中，受邀摄制了科教纪录片《开心小
猪———小猪的福利养殖》，在全国推广。

2017 年 7 月，她与县扶贫部门签订

帮扶协议，采取产业脱贫模式，帮扶全县
253户贫困户实现脱贫，连续 20 年每年
拿出扶贫资金 36万元。 岂料，协议执行
的第二年，她的丈夫意外离世。 家中“顶
梁柱”轰然倒塌，孙多梅整日以泪洗面。
她失去丈夫不久，父亲又撒手人寰。 “两
位亲人的离世对我打击很大。 丈夫是创
业伙伴，父亲是老兽医，两位亲人都是我
养殖场的技术指导。 ”孙多梅说。

她内心的伤痛尚未抚平，又赶上当
年生猪市场非洲猪瘟大流行，养殖场半
年净亏损 60 多万元， 全年 100 多万元
打了水漂。 “不光这些，我还有筹建养殖
场的欠款需要偿还，那一年我真的太难
了，很多人都认为，我可能就此倒下，再
也站不起来了，不少我帮扶的贫困户对
我能否如期兑现扶贫资金失去了信
心。 ”孙多梅说。

“再难也不能为难贫困户，”孙多梅
说，“我必须重信守诺，砸锅卖铁也不能
少贫困户一分钱！ ”2018 年年底，她通
过自筹资金和从银行贷款， 将 36 万元
扶贫资金全部发放到贫困户手中。孙多
梅带领乡亲奔小康， 受到了村民的称
赞。 她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
优秀农民工等荣誉称号。

3月 24日，孙多梅在给养殖户上春季生猪防疫课。

3 月 26 日，退休党员李自宁带领合肥市第六十一中学学生们学习《写给青少
年的党史》。当日，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金寨南路社区开展“学习百年党史 汲取

奋进力量”活动，邀请辖区退休党员、青年党员为六十一中学生上党课、讲党史。
本报记者 许昊 本报通讯员 黄宏亮 摄

淮南田家庵区加强非遗传承

本报讯 （记者 柏松 通讯员 吴喆

敏）近年来，淮南市田家庵区积极挖掘
非遗文化培养非遗传承人，继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田家庵区积极落实非遗保护精
神，精心组织各类非遗展示活动，抓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青少年人才
培养，积极探索创新方式，增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后劲和活力。 该区坚持“保
护为主 ，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 ，传承发
展”的工作方针，保护珍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
该区以传承中华文脉、 弘扬优秀

民间文艺为主线， 以丰富的展示宣传
活动为载体， 积极开展非遗文化进校
园、非遗传承人群培训等工作，让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深
入人心，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主动参
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去。 目
前， 该区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 4 人 ，涉及石雕线刻 、剪纸 、寿州窑
等传统文化。

黄山推出六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

本报讯（记者 吴江海）3 月 26 日，
黄山市红色旅游联盟成立大会暨“铁军
黄山红”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该市徽
州区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广场举
行，同时推介了红色徽州“三大革命事
件”寻史经典线、“学军爱军拥军”研学
经典线等 6 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涉及
当地 14 个主要红色旅游景点。

活动仪式上， 黄山市红色旅游联
盟同长三角红色文化旅游区域联盟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推动红色文
化旅游区域规划 、红色文化旅游项目
建设 、红色文化旅游场馆运营 、红色
文化旅游产品开发 、红色文化旅游市
场推广 、 红色文化旅游教育培训 、红
色文化旅游创意设计等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
黄山市存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

源 ， 其中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陈列
馆 、黟县皖南苏维埃政府及柯村暴动
旧址 、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等 3 家单
位 ，被列入全国和安徽省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名录 ，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和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陈列馆 ，被列入
省级红色旅游教育基地 ，并有 4 条线
路分别入选全国 30 条红色旅游精品
线路 、 全国 65 条抗战主题红色旅游
精品线路。

据悉，去年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的情况下，该市红色旅游景区（点）接
待游客达 110 万人次，实现红色旅游总
收入 1.8 亿元。

合铜两地携手开拓旅游市场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彬 李莉）3 月
26 日，2021 合肥文化旅游推介会铜陵
站在天玑酒店成功举办。 合肥、铜陵双
方将共同合作开拓旅游市场，携手共推
两地旅游繁荣发展。

此次文旅推介会上，合肥铜陵分别
介绍了两座城市众多的文化旅游资源，
希望通过本次推介会， 在文创研学、工

业旅游、乡村旅游等多领域开展全面深
入的交流合作，更好地推动两地文旅资
源共享共建，共同促进两地旅游市场的
繁荣，将两地拥有的美好皖韵山水展现
给各方游客。

推介会设有文旅宣传展示区，各具
特色的江淮文创工艺品和精美详实的
文旅宣传册吸引了与会者的目光。

荨 3 月 29 日，合肥市西苑中
学， 消防员在指导学生使用灭
火器。当日，合肥市五里墩街道
联合五里墩消防救援站在西苑

中学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活
动， 通过向师生展示消防车辆
和器械、 演示消防器材使用方
法、 讲解消防安全常识及法律
法规知识， 增强师生的消防安
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本报记者 姚林

本报通讯员 杨晓虎 摄

荩 3 月 28 日，明光市公安民警在给学生和家长讲解道路交通安
全知识。 在第 26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明光市公安
局交管大队民警在明东佳园小区开展“小手拉大手 亲子安全行 ”
主题宣教活动，通过上交通安全课、辨认交通标识等方式 ，讲解道
路交通安全知识和自我防护技能，增强中小学生及其监护人的交
通安全意识。 本报通讯员 季晓佳 摄

安全教育进校园

广德办节开采黄金芽

本报讯（记者 张敬波）3 月 26 日，
由广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黄金芽开采
节在该市誓节镇杨杆村开幕。

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发挥当地茶
产业生态优势， 打响 “广德黄金芽”品
牌，促进茶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活
动包括开幕式、茶园采摘、新茶品鉴、寻
找“广德黄金芽茶树王”等四部分。

近年来，广德市利用优越的地理区
位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着力发展传统

茶品的同时， 全面种植推广黄金芽，通
过良种引领、生态发展、规模经营，大力
推进茶产业提质增效，打响“中国黄金
芽第一县”金字招牌。

目前，广德黄金芽可采面积达 4 万
亩，总产值 10.5 亿元。广德黄金芽 2018
年获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20
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广德获批
安徽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黄金芽特色
产业+金融+科技”发展试点县。

砀山电商梨园赛直播促销特色农产品

本报讯 （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

艳龙）3 月 26 日，第二届砀山梨园电商
直播大赛在该县梨树王景区举行 。 来
自宿州市的 70 余名选手同台竞技 ，在
百年老梨园里通过电商直播争相销售
农产品。

本届梨园电商直播大赛，以比赛直
播带货的竞技形式深入挖掘消费潜
力 ，为点亮砀山品牌 、培育网红达人 、
发展网红经济 、 促进消费升级搭建了
良好平台。 当天，70 余名选手在梨花丛
中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比赛 ，评

委组按照直播观看人数 、订单人数 、订
单金额 、转化率等现场打分 ，最终评出
一、二、三等奖和“明日之星”特别奖。

近年来 ，砀山县抓住入选 “全国电
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 ”的契机 ，大力发
展 “电商经济 ” “网红经济 ” “直播经

济”，采用 “电商+直播 ”的销售模式 ，帮
助果农销售水果等特色农产品 ， 助力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 促进农村电商
发展进入 “快车道 ”。 为培育直播带货
等线上新型消费 ，丰富电商生态圈 ，该
县通过扶持龙头企业 、建立直播基地 、
孵化网红品牌 、培育直播人才等方式 ，
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 合作建设省级电
商直播砀山基地 ， 店长大学网红播商
学院设立砀山分院 ，砀山 “网红 ”纷纷
走上电商直播舞台为本地产品代言。

萧县力推长三角医保门诊异地结算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

兰凯 ）今年以来 ，萧县结合异地就医
实际 ，积极推进长三角医保门诊费用
结算工作 ， 有效提升结算便利程度 ，
以看得见 、摸得着的惠民效果 ，让群
众受益 。 目前 ，萧县在长三角地区异
地门诊结算 2350 人次 ， 基金支付达
783.3 万元。

萧县抽调业务骨干，成立门诊费用
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工作组，加强与外省
医保部门、大型医疗机构互联互通。

该县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异地门
诊直接结算协商协调会议， 落实创新
举措， 促进长三角地区优质医疗资源
共享， 有效解决异地就医人员 “看病
难、报销难、负担重”问题；主动对接江
苏省徐州市医保部门， 围绕两地落实

医保异地结算机制、 基金监管方式改
革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 找出问题症
结 ，破解难点堵点 ，探索推进试点 ，实
现更加便捷的异地门诊就医方式 ，方
便群众就医。 该县还积极推进 “互联
网+医保”， 将医疗保障各项政务服务
事项推送到互联网端和移动终端 ，推
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强化数据共享，
实现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
务，持续改善群众异地结算体验。

萧县在 23 个乡镇设置医保办公
室，优化工作流程，简化异地门诊就医
程序，引导参保人员根据病情、居住地、
交通等实际情况，自主选择跨省定点医
疗机构异地门诊就医，及时有效解决群
众门诊异地就医遇到的问题，提升服务
便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