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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陵风采

近年来，全椒县委、县政府始终把绿色发展作
为“生态全椒”建设之基，坚持“五绿”并进，高质量
实施“五大森林”行动，打造皖东生态绿色屏障桥头
堡，先后荣获全国绿化模范县、全国造林绿化百佳
县、全国绿化先进单位等称号，“绿色生态”已成为
全椒对外形象的靓丽名片。截至目前，全县林木覆
盖面积101万亩，活立木蓄积288万立方米，林木绿
化率40.5%，森林质量稳居全省江淮地区前列。

擦亮生态底色，建设健康森林。该县持续开
展“四旁四边四创”国土绿化提升行动，全面建设
县级国家森林城市，不断提升生态廊道联动区生
态功能。2018年以来累计完成人工造林12.31万
亩、抚育19.88万亩次、道路绿化435公里、庇护农
田林网105.1公里。荣获“安徽省森林城市”称号，
建成国家级森林乡村8个，省级森林城镇9个、森
林村庄75个。

严守生态红线，建设平安森林。把强化森林
资源保护作为“护绿”第一要务，时刻抓在手中，扛
在肩上。联合公安、市监等多部门，开展打击破坏
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专项行动，查处各类林业
行政案件130件、转刑3件，挽回经济损失500多万
元。开展野生动物野外及市场巡护巡查，收缴 6

只、救助救治24只；保护湿地4675.56公顷，修复古
树名木3株，全面禁止1500亩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关闭14家采石采矿企业，生
态修复废弃矿山复绿750亩，办理生态环境公益诉
讼案件58件，补种树木6223棵；完善“一长+三员”
网格化源头治理机制，连续多年森林防火“零火
灾”和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零成灾”；野生动物致
害、公益林、商品林等森林保险实现全覆盖。

实施生态工程，建设碳汇森林。该县瞄准国家
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方向，抢抓重大林业项目建设机
遇，全面提升森林质量，增强森林固碳能力。全省首
个利用政策性银行贷款建设国家储备林基地项目成
功落地，贷款授信9.3亿元，落地贷款2.3亿元，完成
国储林造林1.5万亩、抚育改培1.2万亩；实施欧投行
长江经济带珍稀树种保护发展项目3.5万亩；开展试
点营造“一村万树”集体碳汇公益林850亩。

发展生态经济，建设金银森林。整体布局薄
壳山核桃“一棵树”产业，全域推进，打造区域性优
势产业集群，以奖代补招引92家企业投资12亿元
发展薄壳山核桃8.2万亩，规模居全国县级地区之
首，建成国家级山核桃工程中心示范基地7个，被
授予“中国碧根果之都”。同时培育发展朴树、三

角枫、榉树等乡土树种绿化苗木基地5万亩和推广
林苗、林药、林粮等立体式林地复合经营 4.3 万
亩。荣获“第四届中国林业产业发展突出贡献
奖”，成功注册“全椒碧根果”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获批国家全椒薄壳山核桃产业示范园区、“全
国绿色食品原料薄壳山核桃标准化生产基地”、

“安徽省薄壳山核桃标准化示范区”。与省内2家
知名食品企业开展深加工合作，建成投产初加工
基地2个、在建深加工基地1个。年果、苗及林下
经济等总产值2.75亿元，“中国碧根果之都”品牌
影响力显著提升。

厚植生态优势，建设活力森林。积极推进集
体林权改革，深化“政银担企”合作，释放林业改革
活力。全县248家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流转林地10
万余亩；办理林权抵押贷款 8.23 万亩次，贷款余
额1.9亿元；发放“五绿兴林˙劝耕贷”3450万元、
中央财政贴息资金近千万元，创新开发“一棵树”
特色专项贷21笔，6575万元。建成国家林下经济
示范基地 1 个、省级林业产业龙头企业 13 个、省
级森林康养基地 1 个、省级家庭林场及林业示范
合作社9个、省市级现代林业示范区12个、市级标
准化基地5个。

高质量实施“五大森林”行动
打造皖东生态绿色屏障桥头堡

——全椒林业高质量发展综述
许业政

本报讯 今年以来，全椒县古河镇人大结合
镇情实际，充分发挥人大资源优势，主动参与招商
引资工作，对冲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凝心聚力为
经济发展牵线搭桥，有效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实现新突破。

因地制宜，突出招商重点。镇人大在组织代
表活动时，广泛听取代表对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号召并动员代表们为镇招商引资工作提
供有价值的项目信息，主动邀请客商来镇考察，坚

持“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同时根据镇工业集
中区的实际，突出产业招商，坚持“三具”为主导的
产业定位，不断补足产业链条上薄弱环节。

多措并举，全力突破项目。镇人大定期会同
招商办对全镇在外杰出人士进行梳理汇总，并更
新信息库，进一步拓展招商渠道，并多次号召郑世
东等企业家代表当好招商引资的“牵线人”，通过
以企引商的方式，不断吸引上下游企业来镇考察
投资。今年以来共收集人大代表提供的招商信息

10多条，其中有跟踪价值的信息3条。
精准服务，营造亲商环境。定期组织代表上

门服务，与投资商交流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
困难，将问题以清单形式交办给有关职能部门限
期办理，并将结果反馈给镇党委，进一步提升招商
软实力；同时，通过加强对职能部门的督促，有效
增强了服务意识，优化了投资环境，营造了尊商、
重商、亲商、爱商的良好氛围。

（马 月）

助力招商引资 人大代表在行动

本报讯“工程什么时候完工？”“谁来
管理？”在郑桥村安置房三期项目现场，六
镇镇人大负责人一边察看现场，一边与项
目负责人亲切交谈，通过走现场、听汇报
的方式，详细了解了该项目的建设情况。

近年来，六镇镇人大牵头监督六镇镇
重点建设工程，用人大代表的担当，做好
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使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为六镇镇建设
筑牢“钢筋铁骨”。

“六镇镇年建设工程多，所以我们总

是提前谋划，力求从精准化、精细化、多样
化、成效化等角度，加大对民生工程的督
查力度。”六镇镇人大负责人介绍道。

郑桥村安置房三期的顺利推进、郑桥
村标准化厂房项目的高效落地等一系列
项目的背后，浓缩着人大代表们积极奔
走的身影、多方协调的智慧。六镇镇人
大代表用脚步丈量、用笔墨浸润、用沟通
协调，把“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这句简单
的话，切实生动的转化为民生工程的助
力“加速度”。 （杨 鑫）

六镇镇助力民生工程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 “邵总，这个青桔梨口感真
好，清脆爽口，甜在口里，美在心里，让人
吃出‘回味无穷’；回去，我把在梨园采摘
美图发到我的朋友圈，叫我那些哥们都来
尝尝鲜。”一位来自合肥的游客一边采摘
一边向场主邵成明称赞道。

时下，正值青桔梨的成熟采摘期，日
前，笔者走进全椒县西王镇成名家庭农场
的梨园，只见满园的梨树上硕果累累，挂
满枝头。梨树下，农场主邵成明带着工人
们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农场梨树在种植
过程中使用农家肥，梨子幼果期及时套袋
防虫防鸟，同时保持色泽和水分，因此我
们种出的梨子质量和价格高于同行。”邵
成明乐呵呵地说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2016年，邵成明向周边农户流转山荒
地70亩种植老品种梨树，虽然产量高，但
梨子口感“不受欢迎”；2017年，邵成明在
镇科技特派员倡导下决定试种高品味梨

树，于是他三下南京、合肥市场寻找优质
梨树品种，最后他敲定种植翠玉、翠冠这
两个高品位树种。品种改良后，当年顾客
盈门，销量猛增，年产值由20万元升至43
万元，效益翻一番。

近年来，西王镇依托丘陵优势引导种
植大户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把“小果子”做
成“大产业”，青桔梨、桑葚、黄桃、葡萄、火
龙果等特色农产品在南京、合肥游客群中
形成了品牌效应。特别是全椒县江淮分
水岭风景道——椒陵风景线开通后，来我
们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分水岭上瓜
果飘香，四季采摘游客不断。特色产业得
以不断发展，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了，
该镇通过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农业产
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农业总产值逐年
增加，推动村民致富增收，为乡村振兴不
断注入新活力。

（胡道胜）

西王镇小梨花“开出”产业振兴路

本报讯 近日，滁州市“万名代表助
力乡村振兴”集中履职活动全椒县武岗镇
启动仪式顺利召开。启动会后，武岗镇积
极组建宣讲团队，深入村组宣讲乡村振兴
政策知识、宅改政策等，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凝聚广泛社会力量。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我一定不
负人民赋予的使命，认真履行代表职责，
发挥好党和人民的桥梁纽带作用，把党和
政府的声音传到最基层，激发群众参与乡
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武岗镇人大代表孙

林玉在中心村详细宣讲网格员职责，号召
基层党总支要结合村级重点工作，继续发
挥网格员作用，织密基层社会治理网，不
断提高广大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下一步，武岗镇宣讲组将吸纳热爱
“三农”或有宣讲特长的其他人士参加，不
断壮大宣讲队伍。同时，宣讲工作将与正
在开展的“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教
活动相结合，为建设美丽文明新武岗贡献
力量。

（刘雨蓓）

武岗镇组建宣讲团队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 为确保今年粮食丰产丰收，
助农民增收。全椒县西王镇高度重视，扎
实做好当前夏季农作物田间管理工作，为
确保秋熟作物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加强组织领导。该镇成立了由分管
领导任组长，农技、农机、水利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方
案，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确保夏季农
作物田间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组织抗旱自救。入夏以来，天气持续
高温少雨，旱情严峻，农作物生长受到了

严重影响，该镇镇村干部积极行动、主动
作为，组织农户开闸放水，及时灌溉，为农
民排忧解难，保障粮食收成。

开展技术指导。该镇积极组织农技
干部、科技特派员等相关技术人员包村到
户，深入田间地头，把常见的病虫、草害特
点及防治方法向群众讲深讲透，指导农民
及时喷药，除病、除虫、除草，及时施肥，确
保农作物茁壮成长。广泛宣传相关农业
技术，搞好病虫害信息发布，指导群众搞
好病虫害防治和受灾补种工作。（胡道胜）

西王镇扎实做好当前农作物田间管理

本报讯 日前，全椒县2022年采摘季
暨马厂镇首届音乐采摘节开幕式成功举
办。当日，丰富的活动安排和美味的瓜果
蔬菜引得游客络绎不绝。

“你看这热闹劲像不像过年，村里可从
来没见过这么多外人。”喻河村钟大爷前来
观看，他非常感慨地告诉笔者。

在每个采摘点，随处可见游客忙着采
摘各自喜爱的果蔬，他们三五结伴或者举
家而来。“因为平时工作压力大，利用周末
能够亲自来采摘果蔬感受一下田园风光，
心情也变得非常舒畅。没想到这里不仅采
摘品种多，还有音乐演出，孩子在这里还能
体验绘画，我们中午在农家乐订了餐，准备
去品尝一下农家饭！”来自全椒县的王先生
告诉笔者。

“谁知道采摘节开幕的时候来了那么
多人，停车场里停满了小汽车，游客来了要
吃饭，镇上就安排采摘环线上的几家农家
乐负责接待，包厢全部坐满，最农家的炒时
蔬烧了一锅又一锅，服务员和厨师们都忙
不过来。”别样地带生态农庄的负责人刘立
厚说。

“今天一上午来我们这里采摘的人就
有近百人，不少人中午在家庭农场还订了

餐。”大型节庆活动带来的游客数量远远超
过了村里的常住人口，卧龙村多多种植家
庭农场的经营者张国芳喜笑颜开，他正在
田里采摘新鲜无公害的蔬菜，在鸡舍里取
鸡蛋。“这摘得都是客人们刚点的菜，所有
的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新鲜好吃，能尝到
真正的农家风味。”他一边干活，一边说着。

在九运勤耕合作社的采摘园内，番茄、
黄瓜、辣椒、生菜、豇豆等各种无公害绿色
蔬菜长势喜人，游客可以直接采购、也可在
采摘园内亲自采摘。采摘之后可以用大锅
灶亲自制作农家美食，这里提供 2 个大锅
灶，从食材、到烧火、做饭均可由自己完成，
真正让你体验一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的农家乐趣。另有菜单，可以提供点菜就
餐服务。

据了解，今年马厂采摘节的采摘点共
分为四个区域，分别是位于喻河村的瑞晟
桃园、岗杨村的徐小鲜葡萄园、卧龙村的多
多家庭农场、铜井村的九运勤耕合作社，以
采摘、垂钓、体验等活动为主，利用江淮分
水岭景观道的位置优势，让更多的游客了
解马厂镇，发挥全椒马厂特色产业优势，助
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张若涵）

采摘节带火农家乐
本报讯 日前，全椒县图书馆联合二郎

口镇图书分馆共同举办“防溺于未然 安全
伴我行”防溺水安全教育讲座，以知识宣传、
合唱儿歌、趣味游戏等多种形式开展防溺水
安全教育活动。

活动中，图书馆工作人员向孩子们讲解
了防溺水案例、防溺水“六不准”、水上救生

“五部曲”、溺水急救办法、溺水常见误区五
个方面的内容，切实提高未成年人预防溺
水、紧急自救等方面的基本常识和自我安全
防范能力。“看到有小朋友落水，我们该怎么
做呢？”为进一步调动孩子们参与的积极性，
工作人员采用竞答的方式，增添了知识讲座
的趣味性。现场气氛活跃，大家踊跃发言，
积极分享自己了解的安全知识，表示会注意
暑期自身安全，并且遵纪守法，过一个有意
义的暑假。

“预防溺水有妙招，小朋友们要记牢，要
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活动中，
图书馆工作人员与同学们合唱防溺水儿歌，
通过优美的歌声、新颖的歌曲普及防溺水知
识，台下的小朋友纷纷拍起了小手，开心的
笑脸像绽放的花朵般绚烂美丽。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此系列活动，
贴近生活实际，通俗易懂，使孩子们清晰地
认识到防溺水的重要性，并牢固树立“珍爱
生命，谨防溺水”的意识，为未成年人平安
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

（蒋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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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而又充满乐趣的
假期，十字镇少年宫积极利用暑假期间组
织开展各类少儿活动。

将少年宫活动与防溺水宣传结合起
来。十字镇防溺办与少年宫联合开展防
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以手绘文化帆布
包的活动形式，向孩子们宣传夏季防溺水
安全知识，引导儿童提高危险意识，从源
头上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真正做到防患

于未然。
将少年宫活动与专注力培养结合起

来。少年宫根据儿童的兴趣爱好开设了
丰富的手工活动，有剪纸艺术活动、有手
绘书法活动、还有手工烘焙活动，个个都
深受欢迎。旨在让孩子们通过动手实践
激发出手工制作的激情和兴趣，培养起专
注和耐心的品质，展现独一无二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

（李风云）

十字镇开展“七彩夏日”专题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夯实“扫黄打非”
群众基础，扩大“扫黄打非”的社会影响，
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抵制有害出版
物，近日，全椒县古河镇“扫黄打非”办公
室联合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扫黄打
非宣传进农村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一方面志愿者们通过农
村开大会时间向村民们介绍“扫黄打非”
的相关知识，让村民对“扫黄打非”概念
有了更清晰的掌握。另一方面，志愿者
们以村组为单位，将群众聚集起来，结合

“农村政策我来说”宣传，向群众普及“扫

黄打非”工作概念及意义。同时积极引
导群众参与到“扫黄打非”工作中，对非
法出版物、非法印刷品、邪教活动等各种
非法行为进行主动监督、举报，共同为净
化社会环境努力。

此次宣传活动增强了群众对“扫黄
打非”工作的了解与认识，使群众认识到
封建迷信、网络谣言等文化垃圾的危害
性，切实提高了他们对有害思想和文化
侵袭的防范意识，进一步净化文化市场
环境。

（王虹翔）

古河镇“扫黄打非”宣传进乡村

近日，全椒县襄河镇千
佛庵村，成群的鹭鸟在刚刚
翻耕过的水田里嬉戏觅食。

近年来，全椒县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农村生态
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吸引大
批白鹭等鸟类在此栖息，每
逢夏耕时节，铁牛翻腾、犁
耙水响、鹭鸟伴耕作，构成
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美丽图画。

沈 果摄

生态田园鹭鸟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