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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冯长福
通讯员 许皖祥 刘春生

1 月 14 日，冬雨绵绵。记者来到
肥 西 县 山 南 镇 炉 墩 村 卫 亮 养 鸡 场 ，
该场负责人吴其飞正在鲜蛋集采车
间忙着将鸡蛋装箱。“每年腊月都是
鸡 蛋 销 售 旺 季 ，最 近 这 段 时 间 要 货
的更是特别多 。”吴其飞告诉记者 ，
他家的鸡蛋主要销往合肥的农贸市
场、学校食堂、超市等 ，深受客户欢
迎，供不应求。

今年 47 岁的吴其飞曾在合肥开
个出租车、卖过二手车，2012 年返乡
创办蛋鸡养殖场。通过逐年发展，现
在养鸡场占地 60 多亩，已建设标准化
鸡舍 6 栋，存栏蛋鸡 12 万只，2022 年
产值达到 2200 多万元。

步入其中一栋鸡舍，记者看到，

多套层叠式自动化养鸡设备整齐排
列，每套设备共有四层，每层“住”满
鸡群。与印象中养鸡场截然不同的
是 ，这 里 闻 不 出 异 味 ，也 见 不 着 鸡
粪。“喂料、喂水、集蛋、清粪等均实现
自动化，大大节约了人工饲养成本。
饲料、净水被自动喂料机均匀地投喂
到笼中，鸡蛋、鸡粪被传送带分别运
送至包装车间和制肥车间。鸡舍内
一年四季恒温恒氧、通风透气。”吴其
飞介绍。

卫亮养鸡场还与安徽农业大学建
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抗菌药物减
量化使用关键技术研究，在饲料中加
入专用益生菌，调节鸡肠道菌群，以增
强鸡群的抵抗力，减少抗菌类药物使
用。此外，鸡粪通过发酵处理，转化为
有机肥，年生产有机肥 4000多吨。

“刚起步的时候，养殖规模只有
5000 只，这几年在财政支农项目的大
力支持下，发展明显加快。”吴其飞告
诉记者，2019年至 2021年，共有 450万
元财政资金以入股的方式，助力产业
升级，同时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脱
贫户增收。“2022 年炉墩、新圩两个村

获得 27万元分红收益，有 15名村民常
年在场里上班，人均年收入 4万元。”

“今年将扩大蛋鸡养殖项目，计
划投资 520 万元，其中财政资金入股
450 万元，自筹资金 70 万元，再建一
栋标准化鸡舍，新建一个鸡粪加工有
机肥车间 。”吴其飞说 ，该项目建成
后，将新增蛋鸡 5 万只，年产值预计可
达 3000 万元以上，也将带动更多的村
民就业。

山南镇另一家养殖企业——合
丰牧业有限公司的快速成长，同样得
益于支农项目的扶持。在合丰牧业
有限公司，记者看到，23 栋标准化钢
构羊舍整齐排列于场区内，山羊正在
悠然自得地吃着饲料；羊舍的外围，
生活办公、卫生防疫、废弃物处理等
综合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处处整齐洁
净。“这个园区占地 42 亩，目前存栏安
徽白山羊和波尔山羊 6000 多只，2022
年产值达到 1400 万元。”该公司负责
人孙雷鹏说。

2004 年，孙雷鹏从农校兽医专
业毕业，进入社会打拼。在赚了“第
一桶金”之后，回到老家亳州，开始养

殖和收购山羊。2013 年底，来到肥西
县官亭镇继续养羊。为解决山羊养
殖 中 遇 到 的 一 系 列 难 题 ，2014 年 至
2016 年他四处拜访同行，甚至在别家
养殖场打工，以便零距离“取经”。虽
然历经很多波折，但他的山羊养殖逐
渐有了起色。2020 年 7 月，因厂区扩
建，他到山南镇陡岗社区选址建了新
基地。

养殖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
撑。合丰牧业与安徽农业大学和安
徽省牛羊产业协会合作，成立了科技
研发团队，已成功培育出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安徽白山羊新品系，并推出
配套养殖技术。科研团队巧妙地将
中草药“融入”羊饲料，既提高羊的抗
病能力，又减少了抗生素使用量。截
至目前，合丰牧业已取得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6项。

畜禽粪污治理一直是养殖业的
焦点，孙雷鹏苦苦钻研后，找到了一
个好办法：在羊舍粪便堆放区底部投
放微生物菌群，当堆放区湿度超出标
准后，内部微生物菌群就会大量繁殖
消耗水分，管理人员只需要定期对干

粪堆进行清理。“羊粪变成优质有机
肥 ，全 被 周 边 的 果 树 种 植 大 户 订 购
了 ，一 年 下 来 ，羊 粪 卖 了 40 多 万 元
呢。”孙雷鹏说。

“科技创新+政府支持+个人努
力，这是我们快速发展的密码。2021
年，获得县财政衔接资金 200 万元、高
质量发展奖补资金 160 万元，这对企
业成长真是‘及时雨’。”孙雷鹏告诉
记者，企业做大了，将不断完善与农
民的利益链，会让更多农户分享发展
红利，目前合丰牧业已带动周边 30 多
名村民就业。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而
乡村产业要做大做强，仅靠企业自身
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要通过支农
惠农项目，来帮助农业龙头企业和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
扩大产业规模，助推产业升级。”肥西
县财政局局长陈庚表示，2021 年该县
投入财政衔接资金 3.8 亿元，实施项
目 135 个；2022 年投入财政衔接资金
投入约 3.7 亿元，实施项目 45 个；2021
至 2022 年，全县支持农业发展的各类
资金共计 32.9亿元。

支农项目助推产业升级

南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本报讯 2022 年滁州市南谯区
持续采取有力措施，加快补齐短板，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落实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对全区 48.04
万亩耕地建档立卡。根据农民耕种
意愿，推进承包土地互换、化零为
整，分类逐步推广“一户一块田”。
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
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提升主要农
作物良种覆盖率。大力发展设施农
业、智慧农业，加快推进农机补短板
行动，推广一批适用丘陵地带的小
型机械和高效智能农机，促进粮食
等重要农产品提质、扩量、增效。

（王丽）

太湖抓好农作物抗寒防冻

本报讯 为做好冬季在田农作
物抗寒防冻工作, 应对低温雨雪天
气给小麦、油菜、蔬菜带来的自然灾
害，太湖县种植中心及早制定防范
低温冻害田管技术方案，通过微信、
短信下发到 15 个乡镇和生产大户
手中, 同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看苗开方，帮助农民解决实际
问题。据统计, 全县农技人员开展
服务 1000 余人次。 （周泉水）

东至科技服务兴林助农

本报讯 东至县林业部门扎实做
好科技服务兴林助农工作，印发“一
林一技”科技服务制度、林业科技特
派员服务科技强林行动方案等多项
制度，完善科技服务制度体系。组建
林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和林业技术
服务中心，完善林权服务平台建设，
2022年完成林权类不动产确权登记
37 宗地；核发林地经营权流转证 11
宗，登记流转林地面积 3565亩，林权
交易 37 宗，拍卖面积 5356 亩，成交
额 1790.7万元。 （陈勇泉）

枣庄加强小麦田间管理

本报讯 近日 ，在颍东区枣庄
镇大桥村种粮大户张军的千亩小麦
示范田里，该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
长王启斌给大家讲解小麦田管注意
事项：“现阶段，小麦整体长势良好，
但有红蜘蛛、枯萎病等病虫害发生，
希望大家抓住春节前这一段时间进
行有效防治。”枣庄镇组织镇村干
部、农技人员深入全镇 9 个村（居）
田间地头，开展小麦苗情、墒情、病
虫草情调查，采取积极措施，毫不放
松地抓好小麦田间管理。（张万发）

元旦以来，梅娉艳一直在自己
的“梅姑娘乡村市集”上忙碌着。来
自黄山区乌石镇舒溪村的太平湖
鱼、土鸡蛋、火腿肉都源源不断地搬
上了都市人的餐桌。

梅娉艳返乡创业多年，在家乡
舒溪村将爷爷的宅基地改造成了民
宿“梅姑娘的院子”。舒溪村位于太
平湖畔，是一个安静的湖畔村庄。
有了“梅姑娘的院子”，这座原本沉
寂的村庄有了越来越多的新村民，
他们经常一来就住很多天。

“新村民真是太喜欢我们这里
的土货了，就在前两天，我一天收到
了 40 万元的订单。”梅娉艳高兴地
说道。

这些新村民来自北京、上海等
大城市，留恋于舒溪村的山水，更对
这里绿色健康的土货着迷。用心的
梅娉艳并不满足于民宿，依托舒溪
村以及黄山区丰饶的物产，创立了

“梅姑娘乡村市集”品牌，以“民宿+
客人+村民”模式，为村民们拓宽土
特产销售渠道。

梅娉艳和她的丈夫韦东杰把每
一份订单都看成是一份送给新村民
的礼物。他们为这些土特产设计独
特的年礼包装，韦东杰还亲手为每
一份订单书写祝福语，“发大财”“要
健康”，朴素直白的祝福语，让这些
土货带着舒溪村民们滚烫的祝福，
送到新村民的手中。

像舒溪村这样的新村民，在黄
山区还有很多。焦村镇汤家庄村为
了让新村民们过一个有味道的新
年，在村中新开了一家面包房。

在大山深处有了一家面包房，
从高校放假回乡的李翰阳说，这是
给他这个新年的一个惊喜，他说从
来没想过，在家门口就能品一口刚
出炉的带着热气的蛋糕，喝一口现
磨的咖啡。面包房的主人郭山秋
韵说，她几年前来到汤家庄，也有
这种惊喜感，一个被绿水青山填满
的村庄，一个看星空听鸟鸣的好地
方，来了就不想走了。2015 年，郭
山秋韵和丈夫张力从深圳来到汤
家庄，开启他们的乡村建设计划，

汤家庄开始迸发更多吸引力。张
力 是 学 设 计 的 ，结 合 皖 南 村 庄 特
色，为汤家庄量身定制了“从筑黄
山”，让原本废弃不用的老村部、大
会堂、老茶厂、民宅等旧舍焕然一
新，成为集精品民宿和田野研学于
一体的旅游项目。自此，汤家庄采
取“村集体+企业+农户”模式，进
一步盘活改造闲置农房。渐渐地，
村 子 里 的 新 村 民 也 越 来 越 多 了 。
在舞蹈方面有成就的张毅，退休后
便 来 到 汤 家 庄 ，租 下 一 处 闲 置 农
房 ，一 年 要 住 上 八 九 个 月 。 张 毅
说，新村民的智慧和活力带动了老
村民，老村民的淳朴和勤劳也感染
了新村民，新老村民协力，打响了

“在汤家庄有个家”这一品牌。
新春将至，各种各样的送给新

村民的新年礼物活跃在黄山区各个
乡村，年味越浓，黄山区敞开怀抱欢
迎新村民的到来。

（崔艳）

新年礼物送给新村民

本报讯 1 月 13 日，笔者
从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获悉，该市去年新增耕地面
积 9278.93 亩，目前，全市保
有耕地约 519.7 万亩，永久基
本 农 田 面 积 约 449.7 万 亩 。
宿 松 县 2022 年 度 补 充 耕 地
指标交易近 3000 亩，价款达
5.3亿元。

去年，安庆市累计使用
新 增 建 设 用 地 计 划 指 标
30682 亩，其中，5293 亩用于
保障乡村重点产业和项目用
地，成功申请华阳河蓄滞洪
区 建 设 工 程 (安 庆 市 段)、六
安至安庆铁路、天长至天柱
山高速公路无为至安庆段等
5 个 项 目 国 家 统 筹 耕 地 指
标。完成补充耕地项目 257
个，完成省级审查补充耕地
项目 75 个，获省级 2022 年度
耕地保护补偿激励专项资金
900 万 元 。 此 外 ，安 庆 市 完
成大沙河治理工程(安庆市
段)、S22 天天高速安庆至潜
山段和引江济淮二期工程水
利部分(安庆市段)等 10 宗重
大建设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补划审查工作，涉及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 3012.77 亩，补
划永久基本农田 3095.71亩。

（管炜 徐志远）

安庆新增
耕地9200余亩

本报讯 2022 年以来，宿州市把
农田水利建设作为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的具体行动，扎实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52.5 万亩建设
任务全部落实到项目、定位到地块，
总投资 11.81亿元。

该市 2022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共计 37 个项目，其中砀山县 2
个、萧县 7 个、埇桥区 9 个、灵璧县 13
个、泗县 6 个；出台《高标准农田建设

耕地质量提升技术指导意见》，采取
农机农艺融合培肥、酸化土壤改良、
土壤板结改良和耕地环境保护等四
项技术措施，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确
保土地改良措施覆盖面达 90%以上，
项目建成后耕地质量等级实现提升。

全 力 以 赴 ，有 序 推 进 项 目 实
施。狠抓配套资金落实，2022 年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市级财政需配套
5418.8万元，五个县区共落实县级配

套资金 21384.7 万元。目前，市级配
套资金已经拨付到县区，县区级配
套资金也已足额到位。

严格管理，建立健全项目制度，
为全市农田建设工作规范有序实施
提供了有力保障。据了解，2023 年，
宿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为 37.6
万亩，其中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 9.6
万 亩 、改 造 提 升 面 积 28 万 亩 。

（邵子育 赵鹏）

宿州52.5万亩农田变“良田”

1 月 12 日 ，在 庐
江县庐城镇食用菌基
地，科技特派员工作
站专家正在为种植大
户开展科技辅导，向
他们传授蘑菇防寒技
术。近年来，庐江县
大 力 发 展 食 用 菌 产
业，全县已有食用菌
生 产 大 户 200 多 户 ，
年 销 售 产 品 产 值 1.5
亿 元 ，辐 射 带 动 1 万
多农户增收致富。

巢志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