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汤 超
本报通讯员 孙传银

“过去住房破旧，我最怕雨雪天

气。通过危房改造，现在我也有了

自己的幸福小窝。”日前，桐城市新

渡镇永久村村民程志站在自家新房

前高兴地说。

今年 50 岁的程志，自幼患听力

障碍，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自建住

房的能力严重不足，一直住在祖上

留下的土坯房里。因为年久失修，

他家的房子成了危房。去年，政府

补助他 3 万元，帮他新建了两间 60

平方米的砖瓦房。“多亏了政府的

好政策，新房住起来安全又舒适！”

程志说。

本着“先规划、后建设、有特色”

的原则，桐城市把实施农村危房改

造工程与提升村容村貌、拓宽镇村

道路、优化人居环境等工作结合起

来，在帮助困难群众圆梦“安居”的

同时，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在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中，

桐 城 市 住 建 局 等 有 关 部 门 坚 持 公

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落实“农户

申请、民主评议、审核审批”的工作

流程，加强农村危房改造资金、工程

质量监管和“一户一档”管理，确保

“政策阳光”温暖五保户、低保户、防

返贫监测户等困难群体。

该市双港镇双铺村 61 岁的低

保户李春在外打工多年未回家，两

间旧平房漏风漏雨已是危房，不能

住人了。经过评议、审核和公示，

去 年 7 月 ，李 春 危 房 改 造 申 请 成

功，上级补助 3 万元帮助李春重建

两 间 平 房 。“ 住 进 新 房 子 后 ，感 觉

特 别 舒 适 ，全 托 党 和 政 府 的 福 ！”

正 在 门 前 享 受 着 初 春 暖 阳 的 李 春

由衷地说。

喜迁新居，幸福安居。桐城市

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全

市共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72 户，其中

重建 43 户、修缮 29 户，共补助资金

103.4 万元。下一步，市住建部门将

会同纪委监委、财政、审计等部门，

对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执行和资金管

理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及时发

现问题并督促整改，确保农村危房

改造工程真正成为惠民工程、民心

工程。

春阳照进他们的新屋

■ 本报记者 许昊杰
本报通讯员 何 雪 盛小南

“每次回来都有新变化！路宽

了、灯亮了，乡村面貌美了，人气也

更旺了。”近日，在马鞍山市含山县

仙踪镇六衖村，从外地返回家乡的

叶华不禁发出感叹。

去年以来，我省大力实施“千村

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加快建设彰

显徽风皖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其中，六衖村成功入选我省首批和

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

如今，在六衖村，和美乡村建设

场景随处可见。在桂门关、徐老棚

等自然村里，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推

进，改厕、修路、亮化等工程齐头并

进；游客如织，梧桐山居民宿、餐饮

生意火爆，草原天路忙着生态修复

和景观配套建设……

“石头是六衖村最独特的元素，

我们将围绕六衖石头部落景区打造

乡村景点，通过产业融合发展带动

经济。”六衖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刘明

梅表示，今年，六衖村将持续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积极培育“和

美乡村+”农业、文化、旅游、康养等

新业态，大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让群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

走越幸福。

不只六衖村，建设和美乡村的

热 潮 在 马 鞍 山 市 的 各 个 乡 村 中 处

处 涌 动 。 位 于 当 涂 县 护 河 镇 的 青

山 村 是 另 一 个 和 美 乡 村 精 品 示 范

村，该村背倚大青山，整体呈现出

“近看绿野田畴，远眺山环河绕”的

风貌特征。

“近年来，青山村积极盘活闲置

资产，建成诗歌学堂项目并租赁给

江苏中旅公司运营，为广大研学团

体提供劳动实践、国学文化、亲子露

营、家庭教育等 10 多个门类的研学

项目。”青山村党委书记薛玉平告诉

记者，诗歌学堂自 2023 年 3 月运营

以 来 ，已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3000 余 人

次，为村集体增收 8 万余元，有效带

动周边百姓致富增收。

薛 玉 平 表 示 ，未 来 ，该 村 将 着

力建设圩田公园、农田餐厅、稻田

书吧等更多精品文旅项目，实现农

房变客房、田园变公园、资源变资

产、乡村变景区的华丽转变，助推

诗 歌 元 素 与 大 青 山 文 旅 功 能 相 结

合，辐射带动大青山乡村旅游项目

融合发展。

“当前，马鞍山市已建立相关工

作调度机制，每季度现场观摩 2 个

至 3 个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全面

加快项目建设速度，确保项目质量

高、有特色、有亮点。”马鞍山市农业

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

市将把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同产业发

展、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等统筹起来，促进乡村环境面

貌提档升级，实现点上精品示范、线

上品质出彩、面上全域提升。

石头部落 绿野田畴

这里总有一村打动你

责编/朱卓 版式/王艺林

2024年 3月 14日 星期四 4千村引领千村引领 万村升级万村升级

■ 本报通讯员 洪 鹄 颜 玲
本报记者 许昊杰

再 生 稻 ，顾 名 思 义 就 是“ 能 再

生 的 水 稻 ”，是 一 种“ 利 用 收 割 后

的稻桩继续发苗长穗”的水稻种植

模式。一般的水稻种一季收一茬，

而再生稻则不同，能做到种一季收

两茬。

眼 下 正 是 早 稻 育 秧 的 繁 忙 时

节，在全椒县江海智能化智慧育秧

工厂里，第一批 15000 盘秧苗正在

集中绿化，一次可供 500 亩机插秧

作业。

摆盘、垫土、浇水、播种、盖土……

在托盘分盘区，工人们正在进行育

苗工作。经过育秧机流水线作业，

一个个秧盘快速制作完成。

记者了解到，这些制作好的秧

盘 将 被 集 中 运 往 暗 室 进 行 堆 叠 催

芽，在恒温恒湿条件下，48 小时后种

芽顶出覆土，进入立针期，随后即可

进行集中绿化。一整套工序有条不

紊进行，全力为今年春耕生产做足

准备。

今年，全椒县农业农村局在组

织调配好种子、育秧盘等育秧所需

物资的同时，加强技术指导服务，

配备自动化喷水、暖风、散热设备，

精准控制适宜温度，大幅度提高秧

苗的成活率，确保再生稻育秧如期

下田。

“通过良种良法配套，再生稻一

种两收，一般较常规一季稻亩均增

产 150 公斤左右，大面积种植能显

著提高粮食产量。”全椒县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农艺师王寿春介绍。

据悉，全椒县紧紧围绕全省“千

亿斤江淮粮仓”建设目标，科学谋

划，今年计划示范推广 5000 亩再生

稻种植，预计能够带来粮食增收 75

万公斤。

事实上，再生稻第二茬可以直

接从稻桩上发苗，减少了化肥、农药

施用量，种植成本降低，相当于拓宽

了农户收益空间。此外，因为再生

稻第二茬不需要重新育种，也就减

少了买种子、翻耕田地、育秧插秧等

流程所需要的人力成本。

全椒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由于再生稻具有省工省本的

优点，增加的产量能够给种植户每

亩增收 200 多元，将有效提高粮食

产量和种粮收益。

再生稻的增收之道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本报通讯员 陈 勇

地处皖苏浙三省八县交界处的广

德市，是安徽东向发展的“第一前哨”，

这里有近百万亩竹林，与邻县浙江安

吉都有“竹乡”的美誉。

近年来，广德市以路为媒加快交

旅融合发展，打造贯穿全域的“竹乡画

廊”旅游风景道，结合沿线和美乡村建

设和产业布局，形成一条集区域联通、

绿色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于一体

的乡村振兴示范带，实现“建一条路、

串一路景、兴一方产业、富一域百姓”

的美好愿景。

交农旅融合发展

打造最美旅游风景道

阳春三月风光好，春游的人渐渐

多起来。3 月 8 日，在广德市柏垫镇茅

田村外，花红竹绿，迎来一拨拨游客。

中午时分，沿着宽阔平坦的沥青

马路，一辆辆轿车开进了山脚下的茅

田山农庄，农庄老板杜情夫妻俩开始

忙碌起来。

“今天来了一百来人，到了周末人

更多，得有两三百人呢。”杜情乐呵呵

地介绍，他的农庄是十里八村的“网红

店”，前面是农家乐，后面是民宿，可以

同时接待一二十桌客人。这两年随着

山区交通条件改善，农家乐的生意一

天天红火起来。

老杜告诉记者，农家乐背靠茅田

山，以前只有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山高

路陡，坑坑洼洼。去年竹乡画廊公路

修到了茅田村，他家门口的小路也拓

宽了，换成了沥青路面，游客进山更方

便，生意更好了。

杜情 15 年前回乡养殖黑香猪，后

来又开办了农家乐。现在养猪一年卖

出两三百头，供应上海、浙江等地，农

家乐生意红火，去年一年营收 200 多万

元。“土猪肉是自己养的黑香猪，地锅

鸡是地里跑的毛腿鸡，大米也是自己

种 的 …… 农 家 乐 的 很 多 食 材 就 地 取

材，新鲜又美味，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近七成游客来自苏浙沪。”在茅田山农

庄的货架上，摆满了土鸡蛋、笋干、腊

猪蹄等土特产，乡村旅游火了，也带动

了“后备厢经济”，游客来农家乐吃过

饭后，还会买些土特产。

道路的改善带来了游客，带来了

乡村的大发展。“政府鼓励开办民宿，

还给我们免费送设计，现在不少村民

都跃跃欲试，准备开民宿农家乐呢。”

杜情介绍。

广德市以路为媒促进交旅融合发

展，打造“竹乡画廊”旅游风景道，打造

宜居宜游和美乡村。

通过“竹乡画廊”旅游风景道，广

德构建起“快进慢游”的风景道体系，

实现 1 条主环线 199 公里连接全市九镇

（乡）三街道，22 条支线串联乡村振兴

示范带，20 条特色慢行步道实现全域

覆盖，成为交旅融合发展的一张亮丽

名片，有力支撑乡村振兴。

去 年 广 德 完 成“ 竹 乡 画 廊 ”美 丽

公 路 S341 卢 村 至 柏 垫 段 提 升 工 程 ，

南 部 乡 镇 全 部 打 通 ，今 年 将 打 通 北

部 区 域 ，形 成 贯 穿 全 域 的 绿 色 走 廊 ，

促 进 交 旅 融 合 发 展 。 广 德 市 交 通 局

局 长 胡 孝 武 介 绍 ：“‘ 竹 乡 画 廊 ’连 接

广 德 6 镇 3 乡 ，串 联 起 域 内 景 观 ，打

造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片 区 ，实 现‘ 建 一 条

路 、串 一 路 景 、兴 一 方 产 业 、富 一 域

百姓’的目标。”

道路畅通，公交跟上。作为安徽

省唯一与苏浙两省毗邻的县市，广德

市以交通一体化为先导，先后开通了

广德至上海白茅岭，以及与浙江、江苏

跨省毗邻的公交线路 8 条，并积极推动

交旅深度融合，开通了“竹乡画廊”旅

游 公 交 一 号 专 线 ，连 接 4 个 乡 镇（街

道）、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串联笄山竹

海、云景牛山等两个 3A 级景区，东湖潋

滟等 10 余处景点和省级美丽乡村点，

有效整合了“竹乡画廊”风景道沿线旅

游资源。

路修到哪里

产业就在哪里集聚

道路畅通，人气兴旺，也加快产业

兴旺。如今“竹乡画廊”风景道不仅成

为一条美丽风景道，也成为一条民宿

等文旅产业集聚的价值廊道，越来越

多的沪苏浙客商纷纷投资入驻，加快

了当地乡村发展步伐。

江苏客商邱云飞以前在上海做房

地产生意，后来打算转型做酒店。“我

们在苏浙皖等地跑了 20 多趟，找了很

多地方，最终选择了这里。这里与浙

江安吉相连，翻过这座山，对面就是安

吉。山上生态基底好，区位优势明显，

最重要的是交通便利，进出方便。”

在邱云飞看来，在山里投资首先

要看路。“这里以前是一片废弃矿山，

就坐落在半山腰上，这片山头以前不

通 公 路 ，山 上 散 居 了 十 几 户 村 民 ，进

出 运 输 靠 肩 挑 手 扛 。 2019 年 山 上 通

了 公 路 ，通 行 条 件 改 善 ，我 们 过 来 考

察看中了这片区域，第二年就启动建

设。现在民宿生意不错，刚刚过去的

春节假期接待游客 3000 人，入住率超

过 80%。”

在柏垫镇梨山村，“竹乡画廊”公

路 一 侧 ，一 大 片 汉 风 建 筑 群 坐 落 山

脚 下 ，这 是 由 江 苏 客 商 投 资 建 设 的

云梦溪谷度假酒店。“酒店共有 20 多

栋 ，70 多个房间 ，‘五一 ’就能开门营

业 。”该 酒 店 总 经 理 徐 华 敏 告 诉 记

者 ，江 苏 商 人 选 择 投 资 这 里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是 看 中 了 这 里 便 利 的 交 通 和

区 位 优 势 。“ 这 边 离 浙 江 安 吉 、长 兴

都不到 1 小时车程，到广德市区也就

20 分 钟 ，交 通 非 常 便 利 ，是 沪 苏 浙 优

选的旅游目的地。”

路 修 到 哪 里 ，产 业 就 在 哪 里 集

聚 。 广 德 市 委 、市 政 府 还 提 出 了“ 竹

乡画廊建到哪里，产业培育壮大到哪

里”的号召，积极招商引资，加快农文

旅 融 合 发 展 ，带 动 沿 线 茶 产 业 、竹 产

业 、花 卉 园 区 、文 化 体 育 等 多 产 业 多

业态发展。

目前“竹乡画廊”旅游风景道沿线

已吸引欢溪源自然公社、山风渔火露

营基地等新业态文旅项目 20 多个，建

成民宿酒店 60 余家、农家乐 140 余家、

规模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点 291 个，农

旅、文旅、交旅等多元产业融合发展，

实现全域旅游遍地开花。

提升乡村环境

打造山水田园

广德市卢村乡拥竹海、邻水库，依

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正着力打造

康养民宿小镇。卢村乡甘溪村汤家边

中心村是省级美丽乡村，如今这里民

宿林立，成为“康养一条街”。

“前期我们通过摸排，发现总共有

43 间闲置住房，村集体流转 25 间引入

市场主体改造民宿农家乐，在村里的

带 动 下 ，有 些 村 民 把 房 屋 改 造 成 民

宿。”卢村乡副乡长查未丽介绍，目前

该村共有联排房屋 124 间、单体别墅 5

栋，大小民宿农家乐 22 家，其中对外营

业 民 宿 7 家 、床 位 403 个 ，在 建 民 宿 2

家、床位 482 个。“在公路旁边的这一排

徽派建筑，就是我们的康养宜居街，这

一片联排房屋有 14 间是上海、苏州等

地的居民长期租赁的，主要用于退休

后养老。”

广德市委、市政府整合资源，将村

庄整治、水利兴修、环保治理、土地复

垦等涉农项目集中围绕“竹乡画廊”旅

游风景道布局，将和美乡村建设与“竹

乡画廊”打包进行贷款融资，实现所有

项目、资金向“竹乡画廊”汇聚，所有政

策保障向“竹乡画廊”覆盖，有力破解

了“竹乡画廊”建设资金、土地等要素

制约。

为了打造更“绿色”“生态”的康养

长线，去年卢村乡以甘溪村为主，展开

全域人居环境整治，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村内古居修缮保护和景点建设提

升，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擦亮“文

旅招牌”。目前，正在进行全域人居环

境整治，包括绿化提升、河道清理、自

来水管改造，并且完善沥青路面摊铺、

篮球场和羽毛球场塑胶铺设、路灯安

装等相关基础配套。

“今年我们重点聚焦田园康养，全

域提升乡村环境，以‘竹乡画廊’为纽

带，纵深推进全域人居环境提升，重点

创建甘溪、笄山两个和美乡村示范村，

奋力打造长三角（安徽）生态绿色康养

基地先行区。”查未丽介绍，一方面，大

力开展招商引资，引进社会资本盘活

旅游标准地。另一方面，建设溪边民

宿盘活汤家边，示范带动一批闲置民

房改造，促进民宿经济集聚发展。2024

年新增床位 1000 个以上，旅居承载力

逐步增强。“引导产业发展，我们出台

了民宿发展奖励办法，对于农户改扩

建民宿都有对应奖励，送设计下乡，人

居环境整治大比拼，动员在外发展比

较好的村民回乡建民宿，共同建设美

丽家园。”

题图：“竹乡画廊”旅游风景道航

拍图。 本报记者 范克龙 摄

竹乡纪事 村路何以成“画廊”

广德市广德市””竹乡画廊竹乡画廊““旅游风景道一侧旅游风景道一侧，，依依

山而建的民宿群山而建的民宿群。。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范克龙范克龙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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