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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这是唐初四杰之一著名诗人骆宾王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咏

鹅”诗。如今，在滁州市定远县又诱发了人们对这首诗的

无穷回味。一走进定远县鑫羽养鹅专业合作社，就听见此

起彼伏的鹅叫声。围栏中，鹅群分群而聚，有秩序地排队

“洗澡”“玩耍”，煞是可爱。围栏外，养殖户则忙于割草喂

鹅。近年来，定远县把养鹅带动群众致富作为推进乡村振

兴的一个重要载体，大力发展养鹅产业，带动当地群众致

富奔小康。

“一只鹅”打出新名片

定远县饲草资源丰富，农户饲养白鹅已有300多年的历

史，定远卤鹅美味更是享誉大江南北。

据介绍，定远白鹅，毛色全白，颈细长，头部肉瘤发达，体

型大，喙、脚、蹼为橘黄色；生长周期80天，成年公鹅重达5-7

公斤，母鹅4-6公斤；该鹅种耐粗饲料，就巢性强，四季产蛋，

年产蛋50-70枚。

同时，定远白鹅主要以饲喂青绿饲料为主，生态养殖，

饲养期较短，使用药物少，鹅肉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鹅

肉质肥、鲜、嫩、脆，口感非常细嫩、松脆、顺滑。鹅肉富含

蛋白质和钙、磷、钾、钠等十多种微量元素，以及人体生长

发育所需的所有氨基酸，胆固醇含量低，肌纤维较细，氨基

酸赖氨酸含量丰富，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绿色食品和营养保

健食品。

近年来，定远县立足县情实际，积极发展鹅屠宰、冷链

储存与运输、鹅羽毛绒加工等全产业链，着力打造百亿鹅产

业，助力乡村振兴。自2000年以来，肉鹅年出栏量以5%左

右逐年递增，养殖模式不断优化。截至目前，年出栏万只以

上养殖户已达200余家，肉鹅饲养量达700余万只，出栏650

余万只。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定远县在鹅选种、孵化、规模饲养、

防疫等方面，初步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科学化。涌

现出了范岗申源养殖专业合作社、定远县鑫羽养鹅专业合作

社、定远县民之源鹅业有限公司等多家规模化养殖公司，并在

池河、桑涧、仓镇等乡镇创建10个标准化养鹅示范基地，其

中，民之源鹅业有限公司、范岗乡陈长兵养殖场等企业已形成

联合经营体，种鹅自养、联合经营体代养、种蛋统一收购、孵化

鹅苗供应市场，并且进一步提纯了“定远白鹅”品种。目前，该

品种深受全县养鹅企业的青睐，饲养量占全县80%以上，鹅苗

还远销江苏、浙江、广东、河南、江西等省。

“大白鹅”唱响致富歌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定远县的乡村振兴之路，离不开企

业的帮助。定远县致力抓好营商环境，发挥好企业对于地方

经济的积极作用，培育好鹅特色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挖掘好

农村群众致富内生动力，助力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优化规划布局。确立了“1158”鹅产业发展思路，围绕“一

院、一园、五中心、八基地”高标准编制了定远县鹅产业发展规

划，即：建设一个鹅产业研究院、一个禽类蛋白产业园、五个种

鹅繁育基地、八个商品鹅养殖基地，力求每基地年出栏肉鹅

200万只以上，种植牧草20万亩，可消纳全县一半鹅粪。

打造发展平台。在桑涧镇建设以鹅产品加工为主的

禽类蛋白产品一体化产业园。产业园成功引入安徽品享

集团总投资4亿元年产2000万只鹅绿色食品深加工项目，

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屠宰鹅 5000 万羽、鹅食品加工

1000万只。

培育产业龙头。制定落实奖补政策，强化金融扶持和技

术指导，涌现出以定远民之源鹅业有限公司、定远鑫羽养鹅专

业合作社、范岗陈长兵养殖场等为代表的一批鹅龙头企业，发

挥引领带动作用，增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加快推进仓镇、池

河、桑涧、张桥、范岗5个乡镇种鹅基地和张桥、桑涧、拂晓等8

个标准化商品鹅养殖示范基地建设，示范引领全县鹅棚舍建

设和养殖模式发展。

加强资金保障。积极对上争取政策，主动配套资金支持，

累计投入鹅产业发展资金120余万元，其中市级政策资金20

万元。协调金融、保险、财政等部门，为白鹅产业户发展提供

优惠贷款服务，将定远白鹅养殖纳入农业保险范畴，降低养殖

风险，2020年已有36家养鹅企业累计贷款795万元发展养鹅

产业。

加强技术指导与培训。结合送科技下乡、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重大动疫病防控等工作，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白鹅养

殖企业开展指导培训，年平均培训1000余次，集中培训800余

人，发放养殖及疫病防控资料2800余份。依托安徽农业大学

技术优势，抓好饲料攻关、种鹅培育、商品鹅养殖等技术创新

工作，做好定远鹅品种改良，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鹅产业品

牌，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一只鹅”铺就乡村振兴路
——一县一特之定远鹅

尊敬的驾驶员及市民朋友：

为及时维修改造损坏的道路，不断提升滁城出行交通环境，

经主管部门批准，定远路（环城路明光路）施工项目，起点位于环

城路与定远路处，由北向南，终点位于明光路与定远路交口处从

8月25日晚10点半封闭主车道，8月28日上午解封。

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凤阳县鼎盛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滁州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

滁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

道路封闭施工公告

（上接第一版）

闻令而动 环环相扣抓防控
疫情就是命令，行动彰显担当。

按照常态化管控要求，滁州经开区持
续组织开展进口冷链食品排查工作，
共出动158人次，排查229家餐饮服务
单位，协助滁州市疾控中心和集中监
管仓完成进口冷链食品的报备和核酸
检测工作，并及时做好数据统计和报
送。合计采集样本8943份，未排查出
问题批次进口冷链产品。

同时，按照人物同防的原则，对企

业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进行
排查并督促相关企业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并根据省物防监管组工作安排，
运用安徽省疫情协同处置信息平台-
进口货物溯源系统，全面汇总进口货
物信息。7月份以来，经开区共进口货
物482个集装箱，共采集核酸检测样本
近2000个，经检测均为阴性，所有货物
均已落实预防性消毒措施。

除此之外，经开区还进一步加大
对辖区内大型商场、酒店、超市等重点
公共场所疫情防控督导，督促公共场

所业主单位严格落实消毒、设置“一米
线”、“扫码+测温+戴口罩”等防控措
施，严格控制大型活动。督促辖区内
药品零售企业（零售连锁药店）严格落
实购买止咳、抗病毒等药物实名登记
制度并动态监测。督促园区内企业、
建筑工地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加强员工健康监测和出入登记管理。
扎实推进“安康码”使用，在街道、社区
和企业进行广泛宣传，督促各卡点做
好“安康码”扫码核验工作，实现对人
员健康情况精准掌握和溯源管控。

用责任担当构筑坚实“防护墙”

王开库，男，1977年3月出生。本
科文化，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高级工
程师、高级技师，现任国网安徽送变电
工程有限公司变电施工分公司主任工
程师、±1100kV古泉换流站工程首检
总指挥。2021年当选第七届安徽省道
德模范。

兢兢业业的“苦行僧”
从事电网建设二十二载，王开库

先后干过 110kV、220kV、500kV 等 100
余座高压变电站、6座特高压换流站的
安装和调试，岗位从技术员、项目总工
一直到特高压工程项目经理，负责建
设的工程均一次性成功投运。宝剑锋
从磨砺出，工程业绩的背后是个人综
合能力的不断提升，而这些都离不开

他在工作岗位上的敬业态度，用同事
们的话说，“他就像个‘苦行僧’一样”。

扎根基层的“徽骆驼”
变电站的施工现场往往远离城

市，工期短则半年，长则一到两年。长
年累月在工地上生活是王开库和所有
电网建设者们的生活常态，而且他们
还要时常面对施工一线的艰苦环境。

二十二年的职业生涯中，基层的
困难没有阻碍他前进的步伐，他的足
迹踏遍祖国大地，有着电网“徽骆驼”
的美名。但提到家人，王开库言语中
却满是愧疚。而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
是：“我们干的虽不是什么伟大的事
业，但却是光明的事业，而这项事业总
要有人来干。”正是凭着这种朴素的信
念，他的步伐才更加坚定，脚下的道路
也越走越宽。

赤心奉献的“排头兵”

从业以来，王开库用一片赤心点亮
了省内外百余个电网明珠，为千家万户
送去了光明，负责建成投运的特高压工
程，均在电网发展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但满载荣誉的他更加注重
技艺的教授和传承，身体力行带动更多
人投身到电网的建设中去，为电力事业
的发展作出更深远的贡献。

从 2013 年开始，王开库就逐渐从
单一的“师带徒”、单个队伍“传帮带”
向团队建设过渡，牵头成立了“王开库
专家创新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
等，并积极投身到培训中去，培养出了
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电力建设者。

王开库常说，特高压电网建设的
道路有多长，我们的学习道路就有多
远。在输送光明和动力的画卷上，王
开库用一个电力工匠的敬业与奉献，
继续书写着笃行奋进的人生华章。

甘做精益求精的“光明使者”
——记第七届安徽省道德模范王开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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