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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学上，芜湖此时秋末冬初，长江两岸天朗气清，书写着“我言秋日胜春朝”的绝美画卷，也正是赏菊品
蟹的好时节。巧的是，就在不久前，无为泉塘镇、红庙镇荣列首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名单，一个是“无为螃
蟹”核心产区，一个以菊花等花果闯出一条乡村振兴路。记者现场走访发现，螃蟹黄满膏肥，发货需提前预
订；菊花让游客陶醉，加工企业也忙得不亦乐乎。

我市新增4个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无为这两地荣列首批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菊美蟹肥的季节 红红火火的日子

菊美蟹肥，日子红红火火

记者一行首先来到红庙镇，找到镇
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王本刚，他在这里长
期工作，对农业产业发展，以及各方面
带头人了然于心。得知来意，他说，“这
个时候也不晚，菊花景色还是很美”。

红庙镇乡村风光很美，有山有
水，大名鼎鼎的新四军第七师师部旧
址、纪念馆就在此地，每年吸引省内
外大批游客前来，是著名的红色老
区。路上辗转片刻，王主任不时讲解
着哪里是芍药基地，哪里是玉兰花
海，哪里是太空莲水域，哪里是蓝莓
基地……“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有花
可看，有景可赏，有果可摘，有产业在
运转，因此几乎人人有就业机会。”

说话间，车就停了，望着路坡下一
眼望不到头的黄色菊花，在阳光下金
灿灿一片，煞是耀眼，美得让人挪不开
眼。花田里还有不少村民在劳作，分
工明确，有的采摘，有的装车运输。

王本刚介绍，目前在采摘的是金
丝皇菊，“我们这里还种植了婺源皇
菊、黄山小黄菊、黄山贡菊，四个品种
栽种期一般在4月份左右，不能晚于
5月底，栽种期为6个月，采收期一般
在11月中上旬，下了霜就不能采摘
了”。蓝天花田吸引了游客不停地拍
呀拍呀，虽然不是周末，但来赏花的
人络绎不绝。有游客告诉记者，“不
虚此行，太美了，春天夏天都来这里
玩过，好地方哦”。

游客们可能不知道的，让他们醉
心的菊花在经村民采摘后就运到了加
工厂。记者在当地一家名为海舜生态
农业的企业看到，菊花加工正忙，所有

烘干房都满载运行，负责人蒋克福有
些甜蜜的苦恼，“明年要增加设备，不
然产能跟不上”。据介绍，他们今年夏
季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太空培育的莲
子今年也获得丰收，“忙不过来，不扩
大生产不行了，市场很欢迎”。

在无为市西南，距离红庙镇30多
公里的泉塘镇又是另外一种景象，该
镇位于圩区，近接长江，还有永安河、
西河环绕，皆是活水，生态良好，周边
很少有地方能比得上这里适合养蟹
了。一片片蟹田，看着也让人颇有意
趣，当地经过近30年的发展，泉塘目
前全镇螃蟹养殖面积已有4.8万亩，
年产优质螃蟹逾4000吨。

在泉塘镇建国社区焦荣珍、焦亮
亮父子的蟹塘边有两间简易房，这是
父子俩看塘的住处。养蟹不易，总要
有人照料。虽然辛苦，说起收成，两
人都笑得很开心，“我们这里是中华
绒螯蟹，品种好，水好，六七两一只蟹
也不少见，这段时间我们通过网络
发货，有点忙不过来，需要提前预
订”。再说起养蟹的年收入，两人都
只是笑。焦荣珍说，“还行，挣点辛苦
钱，两个孙子不要像我们这么苦了”。

产业深化，未来可期

王本刚告诉记者，红庙镇有花有
果有景区，在扎实打好第一产业的基
础上，二、三产业也有了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和动力，“我们想的是不但要
尽可能将产业链留在我们当地，而且
要尽可能考虑当地群众有能力参与
其中，从中受惠”。

据介绍，金丝皇菊才收完要进行
人工排花，要求一行一行有序进行，整

齐放入木框中，不能花叠花，否则烘干
后没有花型，经济价值就没有了。这
样就给当地群众创造了很多就业机
会。王本刚算了一笔账，“每框排花工
时费2元，平均一般一人8小时能排
50框，计价在100元，加班不算其内。
采收按照每小时12元计算，10小时就
120元。其它的品种采收按斤计算，
每斤6毛，平均每人每天10小时能采
收200斤，得利120元”。记者在加工
厂和花田分别了解得知，企业用工不
但吸引了本镇村民，周边稍远点的村
民也赶来。在花田采摘的王大姐告诉
记者，“他们中午管一餐饭，伙食不错，
一天能挣100多元，也不是很累”。记
者还了解到，无论是在工厂干活还是
花田里采摘的村民，30多岁到70多
岁，甚至80多岁，只要愿意参加劳动，
身体健康，都可以来。

泉塘镇同样因地制宜，近年来，
泉塘镇鼓励引导农户从事河蟹人工
养殖，促进特色产业发展，走上了一
条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振兴之
路。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于景海告
诉记者，截至2021年底，全镇共培育
县级“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示范村6
个，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1个（中
垄村）。2016年7月，泉塘镇被农业
部评为国家级“一村一品”特色产业
示范镇，2020年获批国家产业强镇项
目重点支持，以螃蟹养殖为主导的特
色产业发展尤为突出，较为典型。截
至目前，全镇现有水产类行业协会1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86个（其中国家
级示范社1个、省级示范社2个，市级
示范社 2 个、县级示范社 3 个）、家庭
农场137家，18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8个市级、10个县级），带动社员逾

2000户。泉塘镇还是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品牌“无为螃蟹”的核心产区，
已建成安徽省最大的河蟹生态养殖
基地，拥有“国字号”名片五张：即农
业部首批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国家
级“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示范镇、国家
级“一村一品”示范村（中垄村）、国家
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清源特种水产
合作社）和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称号。

对于未来，王本刚和于景海都认
为会有更多发展。王本刚告诉记者，

“我们花卉产品市场有很大空间可挖
掘，我们有信心，我们旅游产业也是
一样，现在有的村民住宅已通过流转
开办民宿，效果还可以，我们准备进
一步推广”。于景海对于泉塘镇的明
天同样有信心，“销售环节的提升会
进一步带来更好的前景，不过我们会
进一步抓好品质，这是我们的生命
线”。 记者吴敏文汪武摄

日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和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发文，公布首批国家级
农业产业强镇名单，共计770个。其中，芜湖市有4个乡镇荣列其中。入
选的乡镇包括：湾沚区六郎镇（设施瓜菜）、无为市红庙镇（花卉）、无为市
泉塘镇（螃蟹）、南陵县弋江镇（紫云英）。

国家农业产业强镇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抓手，是促进产城融
合、产村融合、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年来，芜湖市加大政策支持，
指导建设乡镇立足主导产业，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锻长板，推进主体
集中、服务集合、要素集聚，建成了一批主导产业优势明显、产业链条深度
融合、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农民就业增收显著的农业产业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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