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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粉、葛根干、葛粉揉糕……走进
繁昌区峨山镇童坝村绿友生态种植家
庭农场，展示柜上一排排的葛制品映
入眼帘。这些产品的原料，都是当地
毫不起眼的葛根，可一但经过加工，身
价立刻“高大上”起来。

绿友生态种植家庭农场“掌门人”
郭世群，也是名声在外的童坝饭店的
老板。“童坝地处丘陵地区，葛资源丰
富。以前，村民采葛根主要是自己食
用，没有人还能赚钱。”郭世群说，
2020 年他在自家饭店尝试着将葛粉
入菜，受到了欢迎。于是，开始了葛
粉系列产品的生产。

据安徽省餐饮协会副会长童春年
介绍，“我国有句话叫食药同源，葛根
除了是中药材外，还是一种很好的食
材，行业里有北有人参南有葛根之说，
葛粉具有清热解毒、生津止渴、补肾健
脾、益胃安神、清心明目、润肠道便及
醒酒等功能。从现在的营养分析来
看，葛根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
对人体健康有好处。”

新鲜的葛根采集出来，要经过清
洗、去皮、破碎、过滤、晒干等工序，才
能变成葛粉，平均 100 斤葛根能出

16-18 斤葛粉。现在郭世群的葛粉系
列产品除了在实体店销售外，还开拓
了线上销售渠道，并与宣城一家企业
合作，为其代工。2021 年葛制品产值
达700万元。

虽然近期天气炎热，峨山镇湾店
村村民张玉宝还是经常去村边的小山
上溜达，每每看到葛藤，张玉宝并不采
集，而是观察一番，记下方位。“采葛根
的时间在秋天下霜后，一直到来年春
天。这时节的葛根最饱满，出粉多。”
张玉宝说，平时自己在外打工，秋后才
会上山采葛，制成的葛粉会送到绿友
生态种植家庭农场，一斤葛粉能卖 40
元，一季采下来，能增加不少收入。目
前童坝周边像张玉宝这样的“采葛人”
已有近百名，采葛，已成为当地部分村
民的一种增收途径。

“葛是多年生的，其中3-5年的葛
根品质最好。”郭世群说，村民们采完
葛根，都会将土原位覆盖，方便来年
再采。虽然采葛的人越来越多，原料
不愁，但郭世群认为，野生葛采集，费
时费力。于是他开始试种了 20 亩地
并打算继续扩种。郭世群表示，未来
将大力打响童坝的“葛”品牌，壮大

“葛”产业，进一步带领乡亲们共同致
富。

迎着晨曦，南陵县工山镇象山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虾田里一派繁忙
的景象。合作社社员姚西国正忙着在
田里收笼。只见他熟练地抖一抖地
笼，一只只色泽鲜亮、个大肥美的小龙
虾便活蹦乱跳地装进虾篓里。

自工山镇推进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以来，全镇共成立了13 个试点。象山
村立足本村优势，率先行动、先行先
试，吸纳群众加入合作社，带动大家在
家门口创业，共同致富。合作社通过
土地流转70亩农田养殖小龙虾。从开
挖虾田，储水蓄草，放置虾苗，精心喂
养，终于迎来了小龙虾的收获季。

“咱们村合作社是工山镇 13 个合
作社中最先产生效益的合作社，养的
小龙虾，品质好，且不愁卖，专门有人
上门收购。截至今日已经出产5000斤
小龙虾，预计还有 3000 多斤存量陆续
上市，今年股民将获得入股分红。”合
作社理事长杨银生脸上笑开了花。

石岭组的张跃生是2016年脱贫群

众，以前靠低保维持基本生活，他通过
劳动入股加入合作社，成为首批股
民。自虾田开工时，他就一直在虾田
劳动，从起初的工程监工到现在的养
虾能手，他高兴地说：“跟着支部合作
社一起干有盼头，年底有分红，越干越
有劲！”

和张跃生一样成为合作社的首批
股民还有六耳组的低保群众赵德修，
他通过现金入股，自小龙虾开始售卖
起，他便每天来虾田看看，帮着挑拣龙
虾。赵德修信心满满地说：“我身体不
好不能劳动，没有其他收入，现在好
了，加入合作社，年底有分红，生活也
红火！”

据悉，目前合作社虾田正准备清
田30亩，先行耕种优质品种水稻，等小
龙虾下市，虾田将全部种植单季水稻，
循环利用。象山村通过“党建+合作
社”和“稻虾”共育的产业发展模式，实
现群众和村集体经济“双增收”。

刘斌 张小玲

做活“葛”文章 铺就致富路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小龙虾托起乡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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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事连连看村事连连看

初夏时节，走进南陵县家发
镇麻桥村，一个独具特色的宣传
墙令人眼前一亮。在这面墙上，
该村“上头方”人居环境示范点
建设实施情况一目了然。曾经
脏乱差的垃圾堆场、卫生死角已
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村
民小广场、村民休憩点、锻炼健
身点、美化的墙体，处处干净整
洁，彰显文明新风，整治成果“看
得见、摸得着”。

对这一切，居住在村民小广
场边的退休教师胡立群感受颇
深。他告诉记者，村民小广场边
原来是一条臭水沟，经过整治，
沟里的淤泥不见了，杂草也清除
了，人居环境明显优化，群众对
此非常满意。记者在麻桥村看
到，村里干净卫生，空气怡人；家
家白墙黛瓦，花红柳绿。

这只是家发镇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成效的一个缩影。
自人居环境整治活动开展以来，
家发镇上下铆足干劲、精准发
力、连续攻坚，全力以赴打好农
村人居环境“翻身仗”，实现由

“聚变”向“巨变”跨越，为建设美
丽家发提供有力支撑。

抓谋划定方向
围绕示范明晰思路

在人居环境整治活动中，家
发镇坚持放眼长远、统筹谋划，
结合上级有关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五年行动和乡村建设行
动工作安排，将年度示范建设工

作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进
行谋划。该镇经村级摸底申报、
镇调研审核，谋划建立今后几年
示范点建设库，确定了一批“有
一定基础、村组和群众积极性较
高”的建设点，逐年分批推进建
设。同时突出重点。经认真调
研筛选，改变“雨露均沾、一村一
点”的建设思路，突出已建美丽
乡村和景区周边、省道沿线、特
色村组等重点，明确 2021 年 11
个示范点。

作为示范点之一的家发镇
麻桥村上头方自然村针对居民
区环境“脏乱差”现象，以人居环
境示范建设为契机，重点组织开
展了沟塘清淤、垃圾清理、残垣
断壁清理、家禽家畜圈养、活动
广场建设等工作。示范建设工
程招标价11.1942万元，2021年9
月份开始，经过三个多月建设整
治，建成活动广场 400 平方米，
新建太阳能路灯 13 盏，新设健
身活动器材5个，采用红叶石楠
球等绿植绿化面积达 400 平方
米，清理村民组垃圾 4 吨，清理
房前屋后杂物及无功能废弃物6
吨。池塘沟渠清淤清运淤泥
4000余立方米，建设长100米宽
3.5 米排水渠一条，打捞水上漂
浮物和水草杂物1吨。

该村两委专门在村民组召
开动员会，就生活垃圾堆放和处
置、河道清理、路道保洁等方面
的工作要求进行了集中解读。
示范点群众自愿清障道路 400
米、拆除重建乱搭建菜园栅栏
100米、重新搭建围墙50米。发
动群众筹工40余人次建设活动
广场台阶，折现约0.4万元，村民
组免费提供活动广场施工场地，
发动群众筹工20余人次维修活
动广场大片墙体，自愿移掉影响
施工果树。该村两委将按照“上
头方”人居环境示范点的经验在
全村推广，形成人居环境整治及
管护的长效模式。

家发镇同时结合实际将镇
域划分为山区、圩区，分片确定
发展思路，推进连片、特色发
展。山区片立足旅游景区和美
丽乡村基础向周边扩展，围绕联
三村 AAA 级风景区、国家森林
乡村和已建成的板石岭、峒山阮
美丽乡村，及在建的老虎山美丽
乡村，在周边强化建设。圩区片
沿 S457 等主干道路，依托产业
和社会治理等基础，结合铜南宣
出入口至县城形象提升、老S216
沿线亮化工程等项目，在干道两
侧重点推进。

抓投入促整合
凝聚合力推动建设

家发镇坚持示范建设，将全
镇各级各类相关项目、资源向建
设点集中投放使用。不完全统
计，以示范点专项债补助约110
万元，撬动整合各类投入折合资
金 230 万元。家发镇积极争取
上级项目投入。围绕示范点，争
取森林防火道路、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文旅体项目、“一事一
议”项目、水利新修项目等共 8
个，累计整合项目资金约200万
元，有效提升了示范建设点的生
产生活基础设施水平。加强镇
级资金投入。在各建设点“建设
清单”基础上，镇以示范建设点
为重点，统一实施了沟塘清淤、
垃圾分类、文化氛围提升项目，
共计投入资金23万元。同时带
动群众自发投入。通过示范建
设，带动村组筹资11万元、产业
大户投资3万元、村民加强庭院
建设美化投入5万元。

为形成工作合力，将建设
投入最大限度转化为人居环境
提升实效，家发镇加强先进经
验借鉴，鼓励各类主体参与，加
强宣传，营造氛围。通过发放
宣传单、进组入户宣传，鼓励群
众加强“门前三包”、畜禽圈养
责 任 意 识 ，提 升 群 众 文 明 素
质。通过召开村组会议，收集
群众建设意向，所需所求，使群
众从“站着看”到“点个赞”再到

“一起干”。
在该镇永林村，村民章敬华

利用当地丰富的花木资源，因地
制宜，自己动手在自家的房前屋
后栽种了各种花草苗木，让自己
的居住环境得到了切切实实的
改善，并被评为“芜湖市星级文
明户”。“我们村去年建设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示范点3个，总体建
设广场800多平方米，安装路灯
48盏，文化墙120平米。并表彰
卫生示范户，发挥榜样引领作
用，打造微景观，让群众切实感
受到身边的变化，从内心支持整
治工作，村民的热情被调动起
来，自发在房前屋后绿化美化，
村内环境不断提升。”该村党委
书记李秦向记者介绍道。

持续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
治是一项民生工程，事关人民群
众福祉。今年以来，家发镇聚焦
突出问题，强化目标导向，由“一
时美”向“时时美”转变，持续提
高人居生活品质，不断增强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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