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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播送收苗信息：今天收2米3和2米4两
种规格川柏，有的抓紧运到苗木市场……”

清晨，在来安县林桥村，一望无际的苗林沐浴
在晨光中，被镀上一层淡淡的霞光；乡村喇叭熟悉
的苗木播报声像闹钟，准时将酣睡的林农唤醒。他
们扒拉一口早饭，就匆匆来到林间，除草、浇水、起
苗……开始忙碌着一场“花田喜事”，破解着亿元村
的“致富密码”。

林桥，只是来安“万林”丛中“一点绿”。来安县
地处长三角核心前沿地带，江淮分水岭穿境而过，
拥有苗木花卉种植销售的先天优势。上世纪70年
代，该县就开始大力发展苗木花卉产业，现已拥有
了一批优质的生产基地、成熟的从业人员、广阔的
销售渠道，苗木花卉远销江苏、浙江、上海等长三角
地区，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近年来，该县积极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林业
发展建设，积极培育特色林业经营主体，将发展苗
木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建立起“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苗木产销模式，形成了以舜山镇林桥
村、雷官镇埝塘村、国有林企三大板块为核心的种
植基地，打造了4个苗木注册知名品牌，拥有1家国
家级林业重点龙头企业、1家国家级林业标准化示
范企业、1家国家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培育省级林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8家、省级现代林业示范区2家、省
级林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5家。各类经营主

体涵盖苗木花卉、特色经济林种植培育、林下中药
材、林旅融合、林业服务等方面，总经营规模3万余
亩，年总产值近1亿元，成为远近闻名的苗木花卉
产业县。

目前，来安林业产业集聚壮大、蓬勃发展，逐步
形成以舜山、雷官两镇为核心的18万亩苗木花卉
基地，遍布全县12个乡镇和5个国有林业企业；苗
木花卉从业人员4.5万人，苗木花卉年销售9000余
万株，年销售额突破16亿元，林农户均经营年收入
达万元以上。

随着苗木市场同质化加剧，低端苗木供大于
求，发展遭遇瓶颈，为适应快速多变的市场环境，来
安县在发展传统苗木的同时，瞄准高端苗木花卉市
场，不断提升苗木科技含量，积极探索精品苗木新
途径，提出了由绿色苗木向彩色苗木、花卉苗木、盆
景造型苗木转型的发展理念，引导村民树立转型发
展意识，在改良种植方式、引进新品种等多方面积
极寻求突破；积极开展与科研单位、高校、农技部门
及科技人员的合作，对现有苗木花卉基地进行改造
升级，打造一批标准化、精品化、技术化苗木花卉产
业新基地，多渠道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一批

“土”专家，安排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技术人员，通
过专题培训讲座与专家现场指导等方式定点帮扶
林企，不断提高苗木花卉的种植水平与科技含量，
为培育标准化基地奠定坚实基础，完成了由粗放型

种植业向高端高效种植业的华丽转身。
截至目前，全县引进苗木花卉新品种22个、开

展引种试验4个、引进专业技术人才24名、招引高
精尖合作社3个、推广应用新技术12项、制定苗木
生产技术规程4个、制定安徽省地方标准1个（地理
标志产品来安花红）；全县林业技术人员发表论文
100余篇；全县苗木花卉企业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技
术22项，先后开展了近20个林业科技推广、研究项
目，打造集生产、展示、销售于一体的苗木花卉交易
市场1个。

除了转型，该县作了更长远的规划。充分利用
独特的区位优势，积极构建“1－华东苗木交易博览
会为平台，3－以舜山镇、雷官镇、施官镇为核心，
N－其余乡镇、国有林场、龙头企业、示范区、合作
社”的“1+3+N”的产业分布格局，培优做强苗木花卉
产业，调优苗木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附加
值，促进苗木花卉产业转型升级；同时，扶持打造苗
木花卉大市场，将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资
源要素集中起来，形成“产、宣、销”一体化的经营布
局，在功能上打造乡土苗木培育、景观工程展示、盆
景和休闲体验等多个功能区。此外，通过培育打造
苗木花卉主题园区，展示多样苗木花卉品种，发展直
播电商、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等线上渠道，培育精品乔
木、盆景素材、地景树等，提高苗木花卉附加值，进一
步拓宽苗木花卉带货新模式。 （吕 华）

从“一点红”到“万丛绿”
——来安积极鼓励引导发展“林”经济

连日来，来安县大英镇
妇联开展“少年儿童心向
党 真情相伴护成长”——
暑期关爱系列公益活动，为
辖区内少年儿童营造一个
快乐、安全、有意义的暑期
氛围。

红色经典亲子共读
以蒲公英阅读基地为

阵地，以分组形式，在各村
共组织 6 组亲子家庭，共同
阅读红色经典故事，阅读
基地为大家准备了《雷锋
故事》《闪闪的红星》《红
岩》《英雄王二小》《小英雄
雨来》《铁道游击队》6 本红
色故事。孩子在家长带领
下阅读了解革命故事，在
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在阅读中感悟英雄人物爱
国情怀。

预防溺水安全在线
巾帼志愿者以如何判

断危险水域、如何避免溺
水、溺水时的自救方法、发
现他人溺水时的救护方法
等安全知识为重点，进行了
全 方 位 的 防 溺 水 安 全 教
育。另外，大英镇巾帼志愿
者组成防溺水安全小队，加
强对辖区河流、水库的巡查
力度，发现有未成年人在水
边玩水嬉戏时，立刻进行防
溺水安全教育并劝离，确保
暑期安全。

多彩课堂“玩”转暑假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

主阵地，打造出精彩纷呈的
暑假课堂，在周三下午3点，巾帼志愿者开展多种形
式的儿童暑期实践活动，有防溺水主题手工绘画、
食品安全主题绘画、创意剪纸等趣味课堂，寓教于
乐，为儿童假期提供一个好去处。

据悉，大英镇妇联还将继续开展各种暑期儿童
关爱服务活动，丰富儿童暑期文化生活，让孩子们
度过一个愉快、充实、有益的假期。 （刘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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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9日，在来安辉隆现代
农业服务公司的厂房里，工人们正有条
不紊地对农产品进行生产、加工、销售、
运输、储藏。连续的高温天气并没有打
乱他们的工作节奏，空调所带来的一丝
凉意也提升了他们工作积极性。

“经过供电公司维修后，公司的电路
稳定了很多，如果像5月份一样经常停电
的话，夏天高温工作真扛不住。”正在对
农产品进行加工的小李说。

“6月初的时候，办公区域经常停电
跳闸，我们非常着急。如果经常停电会
对公司的冷链运输、冷链储藏造成很严
重的影响。幸好在告知民政局后，他们
及时解决了这个问题。”辉隆现代农业服
务公司负责人周萍说。

近年来，来安县民政局对于企业诉
求高度重视，对于企业提出的诉求，积
极对接，及时解决，实施专业的企业帮
扶行动。

在接到企业诉求后，县民政局党组
成员李思松、邢欣第一时间与相关负责
人沟通反馈企业问题，开展座谈会，集思

广益，沟通方法。
对于辉隆现代农业服务公司反映的

问题，与县供电公司对接后，供电公司立
即安排检修人员去企业现场检查，询问
跳闸的频率，积极排查原因，并承诺尽快
解决电闸跳闸的问题。

经了解，该公司电路负载功率过
大。在供电公司与辉隆现代农业服务公
司负责人周萍沟通后，更换了型号正确、
电流大小符合的断路器，企业电闸跳闸
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企业再小的事，都是营商环境大
事。”县民政局党组成员李思松表示。一
直以来，来安县积极对接企业，解决企业
问题，帮助来安县企业平稳运行。

“帮助企业不光要解决融资、招工
这样的大事，更要服务好每一个细节，
让企业可以毫无顾虑地在商场开疆扩
土，这样才能做好一个‘店小二’。”来安
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邢
欣表示，接下来，将继续积极与企业对
接，了解诉求，开展多样活动，保障企业
高质量发展。 （刘 锐）

来安民政局精准服务助企高质量发展

初秋已至，但骄阳还在肆意释放着热情，
田野里一片生机盎然，稻田里的稻穗开始微
微弯下日显沉重的腰身；而伴着阵阵清风，一
缕缕果香弥漫在空气中。

走进来安县半塔镇罗庄村，一颗颗饱满
的葡萄在一片片白色的海洋里悄悄露出了

“身影”，紫的晶莹、绿的透彻、粉的诱惑，分外
引人注目。

这是皖东著名的葡萄村，自上世纪80年
代开始种植葡萄以来，经过了两代人努力，罗
庄葡萄从十几亩田、一个品种发展到今天，变
成了拥有8000亩现代化葡萄种植基地、20余
个葡萄品种的皖东葡萄第一村。

在葡萄基地里，正在为葡萄装箱的刘凤
全，手脚麻利地采摘、入箱、装车，满脸的汗水
也遮不住他嘴角的笑颜。

“我今年除了种了十几亩阳光玫瑰葡萄
外，在合作社的帮助下还引进了20来亩新的

品种‘浪漫红颜’，现在阳光玫瑰大家伙儿种
的多了，价格上没有太大的优势，今年阳光玫
瑰每公斤能卖到10元左右，但新品种的浪漫
红颜每公斤能卖到30元左右，而且产量跟阳
光玫瑰也差不多，每亩能产2000公斤左右，这
一下子就让我的收入轻松突破百万元。”刘凤
全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高兴地说道。

据了解，罗庄村几乎家家都在种植葡萄，
现在已经达到了8000亩的规模，而且还在不
断增长中。虽然每家的规模不同、葡萄的品
种不同，但近几年随着葡萄价格的持续高价
位，每年8月到10月底都会吸引各地客商前
来收购，罗庄村的葡萄种植户们都成了远近
闻名的“大老板”。

秋天带来了收获讯息，果园里遮不住欢
声笑语，罗庄村民又一次迎来丰收景。

（周华兵）

葡萄园里丰收景

近日，来安县水口镇积极构建“来料加
工”模式，针对单个村“单打独斗”、外部力量
缺乏有效参与的普遍问题，从镇级层面予以
衔接，组织行政村抱团解决，培育“来料加工”
共富工坊，有效盘活农村富余劳动力，打造

“家门口就业”增收新机制。
发挥龙头作用。结合本地农业产业发展

实际，梳理上蔡村、水东村等104国道沿线行
政村闲置的建设用地，申请3200万元专项资
金，谋划实施3个移民产业园标准化厂房工程
（集体经济联建）项目，将存量建设用地、合法
闲置用房改建成规模适度、环境安全、配套齐
全的来料加工点，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内生
动力。

发挥枢纽作用。畅通村企合作渠道，搭建
村企合作平台，同优点彩色印刷、弘星家美装饰
品、众城智能装备等“强村”公司合作，建设“来

料加工”共富工坊4个，全覆盖15个行政村，带
动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182.74万元。选聘15
名镇村党员干部担任工坊管家，加强对工坊的
运维管理和安全监督，实现政府搭台、企业参
与、农民唱戏，年均吸纳农村闲散劳动力88人
次就业，人均月增收1500元。

发挥平台作用。鼓励企业优化生产工
序，增加来料加工发包量，对来料加工中发包
业务量大、从业人员增收明显的企业给予表
彰奖励；对涉农企业的来料加工，实行运输成
本补贴。开设村级“红色网格”服务站，紧密
结合用工企业要求，每月召开2场就业技能培
训暨经验交流会，实现48个微信群线上远程
扫码预约，开展建筑、维修等技能培训和涉农
法律法规等综合素质素养课程，夯实村民劳
动技能，保证产品质量。

（来水宣）

水口镇“家门口就业”有效盘活富余劳力

本报讯 为创新社区治理、夯实基
层基础，来安县新安镇联合东郡华府小
区物业投资20万元，在小区打造居民之
家，内设理论宣讲、文化阅读、棋牌娱乐、
亲子互动和志愿服务五项空间设施，助
推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一老一小”服务有保障。创新打造
“你的银发·我的牵挂”新时代文明实践
项目，在志愿服务区域内设置理发台，由
社区牵头与爱心理发店铺合作，招募志
愿者每周六上午为7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
理发，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开展上门理
发。开辟儿童游乐区域，精心打造图书
阅读区域，配备少儿、科普等各类型书籍
500余册，为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提供娱
乐、阅读场所。

“一户一档”矛盾能化解。以学习
“枫桥经验”为抓手、以推动“解决、解释、
解气”为重点、以构建“熟人社会”为目
标，将“红色物业”建在实践点上，组织6
名网格员在小区内常态化开展“敲门访
民情”行动，全面准确记录每户家庭情

况，了解居民诉求，并利用居民之家实践
点开展“邻里协商解心结”行动，解决矛
盾纠纷、环境秩序、消防安全等各类问题
130件，“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
不缺位”的总体目标基本实现。2023年
11月，该小区入选全县住宅小区物业服
务项目“红榜”。

“一心一意”宣讲有温度。坚持提升
文明实践点的居民使用舒适度和温馨
感，坚持把居民之家当成是“自己的家”，
坚持宣传引导“家庭成员”向上向善向
好，红桥社区聚力招募优秀志愿者，用接
地气的语言，结合身边的故事，立足居民
关心关注的话题，以“小切口”打开理论
宣讲“大格局”，通过志愿者向小区居民
开展党的创新政策理论宣讲活动。今年
以来，居民之家志愿者先后开展学习宣
传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活动、宣讲《滁州
市住宅小区管理条例》、防溺水主题宣讲
等内容，累计开展宣讲 7 场、受众居民
200余人次。

（嵇 波）

新安镇居民之家助推社区共建共享

本报讯 近日，在来安县张山镇仰
山村大禹家庭农场的果园里，桃树郁郁
葱葱，树上的锦绣黄桃饱满水嫩，簇拥在
一起，压弯了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桃子特
有的香甜味，让人垂涎欲滴。慕名而来
的客人在农场负责人蔡建禹的带领下，
穿梭在果园内，忙着采摘品尝、打卡拍
照，整个果园内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算着老蔡的黄桃又该成熟了，我和
朋友们过来尝个鲜，这里的桃个大味甜，
口感真是不错。”来自来安县城詹女士告
诉笔者，打前年路过张山镇时买了一次
老蔡种的黄桃，汁多味鲜，就念念不忘，
年年夏秋季就来买上两大袋回去分给亲
戚邻居，今年专门过来感受采摘乐趣。

听着詹女士的夸赞，蔡建禹笑得合不
拢嘴：“我过去种的桃子以油桃为主，现在
拥有油桃、黄桃、毛桃、锦绣黄桃等10多个
品种。今年桃子供不应求，黄桃能卖到五
六元钱一斤，蟠桃采摘最高能卖到10元一
斤呢！”蔡建禹告诉笔者，“他家近百亩桃园
每年收入40多万元，从5月到9月，月月有

精品桃成熟，卖了一茬又一茬。”
为保证桃子口感和品质，在整个种

植管理中，蔡建禹采用有机生态种植方
式，每一棵黄桃在幼果时期都套了保护
袋，既能避免虫害，又确保果子色泽均匀
和鲜甜口感。蔡建禹种植的锦绣黄桃独
特品质吸引了众多周边市民前来采摘、
购买；除了采摘销售外，还通过订单销售
等方式，将黄桃热销省内外各地。

桃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张山镇特
色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镇长张艳告
诉笔者：“近年来，张山镇坚持‘经济生
态化、生态经济化、致富产业化’的发展
理念，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壮大林
果产业，现已形成春天赏花、夏天摘桃、
秋尝鲜果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下一
步，我们将积极谋划特色民宿、休闲垂
钓、特色餐饮等项目，着力打造集旅游
观光、休闲采摘为一体的现代农业，让
更多人来这里感受自然风光、品尝新鲜
瓜果。也让黄桃等水果成为乡村振兴
幸福路上的‘黄金果’”。 （张世勇）

张山镇“锦绣黄桃”成为致富“黄金果”

近日，来安县三城镇三城村藕农正在采藕。近年来，三城镇依托境内河流面积广、生
态水产品等优势，大力发展莲藕、稻虾、芡实等特色水产业，促进休闲渔业和旅游经济融合
发展，为农民增收致富开辟新道路。 （吕 华摄）

““莲藕莲藕””拓宽致富路拓宽致富路

国家税务总局来安县税
务局聚焦辖区内企业特点，
创新打造“税务智囊驻企工
作站”，组织青年志愿团队，
定期走访辖区内企业，提供

“一企一策”个性化税费订制
服务。

图为税务工作人员在
安徽狐宝文具有限公司面
对面服务。

（李 如摄）

打造驻企服务打造驻企服务““智囊团智囊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