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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 野

5 月 5 日，记者来到了金寨县汤

家汇镇金刚台村，行走在大山之间，

随处可见茶园，村民正在采摘瓜片

鲜叶。

“我们通过茶产业升级，今年村

里的茶季延长了一个多月。”国网安徽

电力派驻金刚台村的驻村第一书记、

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马静告诉记者。

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金刚台村

就开辟了千亩茶园。然而，由于交通

不便、疏于管理，茶产业逐渐荒废。

2022年，驻村工作队开始为茶产

业寻求提档升级，他们和六安市各大

茶企联络，最终为金刚台村引进了品

六茶业。

“ 金 刚 台 村 茶 叶 生 长 环 境 特 别

好，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对我们的

项目落地也给予了诸多帮助。今年

茶厂投入使用，目前已经生产了 1000
多斤成品茶。”品六茶业有限公司金

刚台分公司负责人徐清告诉记者。

今年茶季，驻村工作队组织品六

茶业的老师傅上山传艺，指导村民采

摘、炒制瓜片茶的技艺。

“目前，我们村已经有 20 多人学

会了采摘瓜片，还培养了 6 名炒茶工

人。在他们的带动下，我们村的茶产

业实现提档升级。目前，我们打造了

六安瓜片、兰花茶、红茶、毛峰‘金刚

四茶’品牌，并利用国网安徽电力的

渠道帮助宣传、销售。”马静说。

“我采茶赚了 5000 多元，炒茶也

有 3000 多元收入。多亏了驻村工作

队的帮扶，咱家的茶园收益更多了。”

金刚台村村民唐冬莲对今年茶季的

收益十分满意。

在国网安徽电力近 10 年的结对

帮扶下，金刚台村培育出了茶产业、

黑毛猪养殖、菌类种植加工、红色乡

村旅游四大产业群，从当年的深度贫

困村一跃成为了村集体经济破百万

元的产业强村。

驻村帮扶兴产业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车 间 里 闻 不 到 异 味 ，见 不 到 烟

尘，产生的废弃物用于发电发热。日

前，记者走入萧县绿色合成革园区，

感受到传统污染产业的“绿色变革”。

该园区创建于 2011 年，是中部

地区首个以合成革为主业的新型工

业集群，现有 11 家企业运营，主要生

产 PU 人造合成革，产品销往国内外

市场。

“近年来，在政府的支持下，园区

企业坚持节能环保优先，持续进行技

术改造，逐步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

路。”安徽美革革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季克珍对记者说。

2020年，萧县引来光大绿色环保

再生能源（萧县）有限公司，投资 4.8
亿元建设了一般有机废弃物及农林

生物质处置热电联产项目，去年底正

式投产，为园区集中供热。政府铺设

了供热管网，接入企业生产线。

“现在企业使用热能，像接自来

水一样方便，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企业产生的废弃物，如今也可以就

近处置，解决了‘老大难’问题。”季克

珍说。

为改进合成革废气回收设备和

工艺，园区将原先的双碱法旋流板水

膜除尘器升级改造为 SNCR 脱硝+高

效布袋除尘器，同时研发首台负压分

离式多级喷淋回收塔，一次性解决了

合成革行业难题。园区 5 家企业还

利用厂房屋顶，自建分布式光伏发电

站，实现白天用电自给自足。

去年，萧县通过盘活“僵尸企业”

用地，在绿色合成革园区建设碳致和

环保能源项目，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热

泵回收技术，实现园区企业 DMF 废

水 100%集中回收处理。

“ 我 们 将 推 动 园 区 和 企 业 优 工

艺、提品质、创品牌，推进绿色低碳转

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含金量’。”萧

县县政府负责同志说。

强化服务促转型

■ 本报通讯员 孙梦晨
本报记者 阮孟玥

近日，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莲

花村的葛根种植基地，村民正在翻耕

好的土地上整土、育苗。

“这几天墒情好，葛根务必要尽

快种下去。”莲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周小勇说。

前年，周小勇和村干部去邻近的

灯塔村参观了葛根基地，他发现该村

葛根产业发展势头很好，莲花村却因

缺乏经验和技术，导致产业发展止步

不前。此后，莲花村干部和有种植经

验的村民前往灯塔村学习，把产业发

展的“真经”取回来。

2019年，灯塔村率先利用自然资

源，开始发展葛根产业。经过 4年多的

发展，该村葛根种植面积已达 162亩。

“我们与莲花村结对，手把手传

授他们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帮助他

们找到发展好路子，发展好产业。”灯

塔村党总支副书记陈平学说。在该

村帮扶下，去年莲花村集体经济收入

42万元。

一招“活”，满盘“活”。如今，村

子有钱了，莲花村“两委”再将收益投

入建成农民文化广场、公厕，绿化乡

村道路等，不断完善群众基础设施建

设，让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在灯塔村的示范带动下，不仅莲

花村走上了致富新路，乌沙镇双塘

村 、李 阳 村 也 纷 纷 开 始 种 植 葛 根 。

2020年，灯塔村注册成立池州市亿硕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收购其他 3 个村

的葛根统一进行深加工。

“ 以 前 我 们 只 是 简 单 加 工 成 葛

粉，现在我们还开发出了葛根茶、葛

根粉丝等产品。下一步，我们会继续

拓展品种，提高产品附加值，将葛根

‘吃干榨净’，带动周边群众将致富路

越走越宽。”陈平学告诉记者。

结对发展富村民

■ 本报记者 刘 洋

5 月 5 日，记者驱车从铜陵市区出

发，向北越过铜陵长江公路大桥，前往枞

阳县城，沿途可见正在施工的项目、正在

建设的长江大桥、风光秀美的风景廊道

以及整洁干净的美丽乡村。从江南到江

北，从城市到乡村，满眼盎然生机。

近年来，铜陵市优化重塑城市格局，

坚持江南、江北跨江联动，一大批打基

础、管长远的重大项目建成，一项项暖民

心、增福祉的民生工程实施，一个个兴集

体、富村民的特色产业兴起，描绘出一幅

拥江发展、协同共进的崭新画卷。

补齐交通“短板”

构筑发展通道

一侧是已经投用 20 多年的铜陵长

江公路大桥，车来车往、川流不息；一侧

是正在施工的 G3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大

桥主塔雄姿已见。记者在施工现场通

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两座大桥穿越时

空、“凭”水相望。

“为确保大桥主塔如期封顶、锚碇

施工按时完成，‘五一’假期，我们千余

名建设者坚守工作岗位，抓生产、保节

点。”G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建设方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G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于去年 1 月 4
日正式开工建设，是铜陵建市以来单体

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该项目建成后，

为铜陵更好地融入合肥都市圈、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以及自身拥江发展、协调联

动再“加码”。

从 G3 铜陵长江公铁大桥施工现场

再向北行驶，便来到了 G347普济圩至枞

阳段一级公路上。行驶其间，两边的村

庄犹如嵌在一幅秀美的画卷中。

G347 普济圩至枞阳段一级公路于

2016年建设、2018年 10月 1日开放试通

车 ，实 现 了 枞 阳 县 一 级 公 路“ 零 ”的 突

破，也开启了铜陵江北区域交通提速发

展篇章。

近年来，铜陵市针对江北区域道路

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实际，加快补

短板步伐。德上高速枞阳段、G237官埠

桥至会宫段一级公路一期工程、乌金渡

桥新建工程等建成通车；G3铜陵长江公

铁大桥、江北港铁路专用线、S232 会宫

至白湖段加快建设；天天高速铜陵段、

G330铜陵段一期等开工建设。

在枞阳县钱铺镇鹿狮村，一提起交

通变化，当地村民的感受更为直接：“以

前上山采茶、运毛竹只能靠一双脚来开

路，现在道路修到了家门口，村里的产

业也发展起来了。”

在推进交通重点工程建设的同时，

铜陵市以“四好农村路”建设为抓手，注

重织密江北区域农村路网，推动形成外

联内畅的交通格局。经过不懈努力，一

批高品质的农村路、旅游路建成通车，

不仅方便了群众出行，也促进了农业产

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

两岸联动布局

提速产业发展

在枞阳县白梅乡东山村的白姜种

植基地，记者看到一垄垄刚种下不久的

铜陵白姜。

“今年，村集体合作社种植了 10 亩

白姜，还有 6 户村民加入到了白姜种植

行列。”东山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

长万晨存告诉记者，今年村集体和村民

共种植了 20 亩白姜，预计能够产生 25
万元收益。

以“块大皮薄，汁多渣少，肉质脆嫩，

香味浓郁”等特色而久负盛名的铜陵白

姜，近年来伴着跨江联动的步伐，从江南

“游”到江北，成为了枞阳县东山村、一心

村、胜利村等多个村的特色产业。

产业跨江联动不仅体现在农业方

面，工业方面也是如此。

在枞阳县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施工

现场，项目施工方负责人告诉记者，“五

一”假期，共有数百名建设者坚守一线，

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枞阳县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是铜

陵市建市以来引进的首个百亿元重大

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 200
亿元、年利税 5 亿元以上。该项目是枞

阳县推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的标志性

工程，也是铜陵市打造全省新能源汽车

电池供应基地的重要牵引性项目之一。

坚 持 城 乡 联 动 ，促 进 区 域 共 同 发

展。铜陵市“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推

进县区协调、产业协作、创新协同，推动

形成优势互补、错位竞争、区域全产业

链联动的良好格局。

该规划在明确铜官区、义安区各自

发展的产业方向和重点任务的同时，明

确该市郊区要聚焦深度融入合肥都市

圈 ，建 设 绿 色 建 材 、光 电 信 息 、现 代 物

流、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明

确枞阳县积极发展铝基新材料、绿色家

居智造、纺织服装、汽车零部件等“四大

百亿产业”，打造长三角产业承接重要

基地、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基地和铜陵市

副中心。

记者从今年的铜陵市《政府工作报

告》中获悉，该市将统筹市域资源，集中

力量支持县区竞相发展，推动各县区拉

高标杆、奋勇争先。

今年一季度，铜陵经济运行考评在

全省排名大幅跃升；该市郊区、义安区、

铜官区在全省排名均靠前，枞阳县也实

现 跃 升 。 省 政 府 办 公 厅 此 前 公 布 了

2022 年第四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

地区名单，枞阳县成功上榜。

推进城乡统筹

持续改善民生

“我们这属于后山区，没想到也喝

上了长江水。”打开水龙头，看着汩汩而

出的自来水，枞阳县白柳镇古楼村村民

李大爷喜笑颜开。

枞阳县位于长江北岸，此前却饱受

饮水之困。“最初吃塘水，之后井水和塘

水搭着吃，井打得浅，水质碱性重。再

后来吃自来水，但是小水厂水质差、量

不稳，水价也不便宜。”谈起过去的吃水

问题，李大爷感慨道。

为了彻底解决群众饮水问题，2017
年 3 月，枞阳县农村自来水并网改造工

程全面启动，并创新采用 PPP 方式解决

了资金难题。2019 年 8 月，枞阳县自来

水公司水厂产能扩容完成，全县累计铺

设主干管 300 多公里、支干管 1000 多公

里 。 2019 年 底 实 现 供 水 乡 镇 全 覆 盖 ，

2020 年完成到村到户全覆盖，至此城乡

供水一体化“大动脉”完全打通，结束了

“住在长江边，不饮长江水”的历史。

2016 年区划调整后，枞阳县困难群

体保障等民生待遇全面提标与铜陵市

级接轨。与之对应的是，打通了对外交

通的“大动脉”，河湖堤防治理加固成效

显著、防汛对江外排能力成倍提升、农

村电网提档升级……

位于铜陵市郊区陈瑶湖镇水圩村

的农家书屋内，几位村民正坐在桌前阅

读，不时有人起身更换书籍。

“休闲养生、农业技术、历史文学等

各类书籍齐全，只要有时间，我就来这里

充充电。”村民李国安说，之前遇到生产

难题，好几次都是从书中找到答案的。

“书屋的建成，拓展了村民的阅读

途径，能够帮助大家‘富’脑袋。”水圩村

宣传委员谢双勇告诉记者，该村农家书

屋藏书 1200 多册，涵盖历史、科普、养

殖、教育等 20多类。

为办好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和

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铜陵市滚动实施

民生工程，大力推进暖民心行动，注重向

农村地区、江北薄弱地区倾斜。该市成

立了全省首个省市县医联体，枞阳县人

民医院晋升三级综合医院；健身场地、农

家书屋、老年助餐点等民生事业快速发

展，覆盖范围越来越广；美丽乡村建设成

效显著，乡村环境、颜值持续“刷新”。

记者获悉，铜陵今年将继续建设 21
个美丽乡村省级中心村，建设 121个美丽

宜居自然村庄，完成 6900户农村改厕。

题图：正在建设的G3铜陵长江公铁大

桥与一旁的铜陵长江公路大桥遥相呼应。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臧树超 摄

坐拥长江坐拥长江，，两岸发展两岸发展““一盘棋一盘棋””

■ 本报记者 罗 宝
本报通讯员 张树虎

“现在每天出菇 2000 斤左右，每

亩纯收益 5 万元以上，这要感谢科技

特派员的帮助。”日前，凤阳县大庙镇

薛李村大球盖菇种植户李德传告诉

记者。

去年 12 月，毕业于安徽广播影

视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科技特派

员黄子翔，在与安徽科技学院开展交

流活动时了解到大球盖菇产量高、效

益好，就把这种新型菌菇品种引入大

庙镇，并在薛李村推广。落地之后，

黄子翔为种植户们答疑解惑，帮助解

决种植难题。

“我会经常走访农户，帮助解决

问题。实在解决不掉的，再联系安徽

科技学院农学院专家教授，进行上门

指导。”黄子翔对记者说。

在大学生科技特派员和安徽科

技学院专家的指导下，大球盖菇长势

喜人，从今年 4 月 5 日起陆续出菇。

大球盖菇项目的成功，让种植户们干

劲十足，也带动了当地脱贫户、五保

户就业增收，还有助于秸秆处理。

“种植蘑菇要用秸秆，每亩地可

消耗 1 万斤以上，1 斤稻草能结鲜菇

0.62斤。”李德传告诉记者。

科技特派员牵头引进大球盖菇

种植项目，是凤阳县科技赋能添智，

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活水的一个缩

影。目前，该县科技特派员已实现

212 个行政村全覆盖，其中来自安徽

科技学院的科技特派员就有 90 人左

右。这些科技特派员既有安徽科技

学院的专家教授、县农技推广中心的

农技人员，也有家庭农场主和农民合

作社的领办人，他们根据服务村的生

产实际和科技需求，重点围绕各行政

村的主导产业开展科技服务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通过服务农民合

作组织、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经营

主体，带领农户增收致富。

送技下乡地生金
▶ 黄山市徽州区赏友花业有限公

司与当地 5 个村 100 余户村民合作，

租赁 1200 余亩山场建设菊花和玫瑰

花示范基地，吸收 200 余人就业。图

为 5 月 5 日，该公司的员工正在分拣

墨红玫瑰。 本报记者 潘 成 摄

◀ 5 月 2 日，阜阳市颍东区的农技人员在枣庄镇

蒋楼村向果农传授葡萄疏果种植技术。

本报通讯员 宿 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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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跨江发展聚焦跨江发展··

自枞阳县整建制划入铜陵管辖以来，铜陵市

立足“江在城中”实际，做好统筹协调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