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半数儿童被蛀牙困扰
专家：乳牙蛀了不可不管

星报讯（杨艳红 刘亚萍 记者 马冰璐）据统

计，超半数儿童患有蛀牙，不少父母认为，孩子

长了蛀牙没关系，等到乳牙脱落，长出新牙就好

了。昨日，合肥市口腔医院儿童牙科主任任重

鸿表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家长对孩子的蛀牙

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据合肥市口腔医院儿童牙科的统计数据显

示，超过一半的儿童患有蛀牙，有些儿童甚至满

口“黑牙”。据了解，幼儿睡觉含奶瓶，孩子喜爱

吃甜食，且多数家长不注重孩子的口腔清洁，这

都是导致儿童长蛀牙的原因。

3岁的乐乐家住合肥市朝阳社区，在入园体

检中，他被查出患有蛀牙，乐乐的妈妈觉得，长

了蛀牙没关系，等到乳牙脱落，长出新牙就好

了。对此，任重鸿表示，不少父母抱有这样的想

法，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乳牙蛀了，不可放任

不管。任重鸿建议，2 岁以下婴儿在哺乳后，应

用纱布蘸上清水擦洗其牙床和舌头。2 岁以上

的幼儿要养成早晚刷牙的好习惯，少吃甜食，少

喝碳酸饮料。一旦发现孩子蛀牙，要及时去医

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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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于彩丽） 菊花遍地黄，脱贫新希

望。日前，东至县胜利镇新军村扶贫项目金丝皇菊

正式开园采摘，当地村民也依托村里的特色种植增

收致富。

东至县胜利镇新军村民兵营长阮贵阳是种植菊

花的公司负责人，他告诉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

（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扶贫项目采取

公司+农户的模式，发展一村一品，其中新军村主打菊

花种植，以此带动贫困户脱贫，带动村民致富。“公司

总的流转土地是300多亩，作为首批实验项目，今年3

月种植金丝皇菊 50 多亩，剩下的种植各类中药材。”

阮贵阳称，菊花种植需要人打理、采摘，用工主要以贫

困户为主，“50多亩的金丝皇菊，忙季每个人每月可以

挣1500～2000块钱，加上土地流转金，现在每个人一

年的收入在1.5万左右，多的可以达到2万块钱。”

产业发展，农民受益。开园当天，新军村张小亮

和老伴儿谢根男早早地赶来上班了，对于这样一份在

家门口的工作，老两口表示非常满意。“60 多岁的人

了，出去打工人家也不要，不知道能干什么，以前家里

有几亩地，一年净收入也就几千块钱，现在我们不用

走远，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活也不重，两个人一月能挣

三千多块钱，比以前好太多了。”阮贵阳告诉记者，像

张小亮夫妻俩这样在菊花种植地打工的贫困户就有

20 多人，在用工时他们也会优先考虑贫困户，为其提

供就业机会，带动他们脱贫。

在东至县洋湖镇龙丰村，记者看到20余万棒黑木

耳菌棒整齐排列着。据了解，这个黑木耳种植基地是

由一座废弃轮窑厂改建而成。去年，该基地种植16万

袋黑木耳，共生产黑木耳 2 万多斤，总产值达 90 余万

元。“黑木耳产业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解决了贫

困户的就业问题，去年的用工支出就超过了40万元。

基地的带动效应特别好！”基地负责人张国祥介绍说，

村里的贫困户卢小杰虽有残疾，但他通过干浇水、采摘

等体力付出较轻的活，一年收入也接近上万元。

东至县林业资源丰富，有着发展食用菌得天独厚

的条件和种植基础。该县采取了资金支持、政策扶持

和大户带动等发展模式，大力发展食用菌种植这一特

色产业，探索出一条发展黑木耳产业的扶贫之路。

2017年，该县食用菌种植规模突破6000万袋，产值超

过 3 亿元。近年来，东至县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展食

用菌、茶叶、菊花、中药材等特色种植，通过政策推动、

资金促动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动等方式，以“基地+贫困

户”“合作社+贫困户”“公司+贫困户”等多种方式，探

索出了特色种植的扶贫之路，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

历经上百次实验
为您打造“自家的井”

11月3日上午，省市有关领导一行到访

合肥市天地精华矿泉水开发有限公司，调研

公司发展情况，合肥市庐阳区相关领导陪同

调研。

省市领导听取了天地精华董事长董超先

生关于公司的发展历程、整体规划、二期基地

项目进展以及自家的井新品介绍，对于天地

精华近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据悉，自家的井是天地精华研发团队

筹备四年、历经上百次实验打造的饮水新

物种，主打“看得见的智能，喝得到的新鲜”

理念，是天地精华专为都市家庭打造的新

一代智能饮水方式。上线一周，全网销量

突破 10000 套。现场，领导们对公司的发

展战略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天地精华

可以继续坚持创新产业，不断增强创新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合肥市天地精华矿泉水开发有限公司

系安徽天地精华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在合肥市注册成

立，主要负责“天地精华”品牌天然矿泉水

及相关产品的电子商务运营。天地精华品

牌2016、2017年已连续2年获得天猫双11

购物节的饮用水类目的第一桂冠，并持续

保持天猫、京东、苏宁三大平台的矿泉水品

牌排名前3位。 □陈冬冬

景点带老乡吃上“旅游饭”
“现在我在山庄负责相对轻松的养鸡工作，一年有一万

元的固定收入。再加上参股收益，一年也可以分得三千多

元。”潜山市水吼镇水吼村村民56岁的芮立顺告诉记者，他

家一家四口，儿子精神残疾，女儿在上学，自己因病“拖累”

了全家。打从村里有了旅游项目，他和妻子现在都在山庄

做工，既能照顾家里也可以增加收入。

像芮立顺这样，享受乡村旅游带来福利的村民，还有很

多。在水吼镇马潭村，因开发白马潭漂流，全村120余名男

劳动力成了筏工，20余名村姑成为景区讲解员，300多村民

(贫困人口)吃上了“旅游饭”；在痘姆乡，依托古陶资源，将陶

瓷制作技艺等“非遗”文化融入旅游空间，打造安徽省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发展集特色展示、农业观光、陶艺体验、生态休

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吸纳200余村民就近就业。

目前，潜山全市有近 3 万村民农忙时种庄稼，农闲时

在旅游景区或者农家乐打工、服务，年人均可增收4000余

元。同时，鼓励星级酒店、农家乐优先采购贫困村、贫困户

生产的农副土产品，仅此一项户均年收入超过2万元。

乡村旅游带动乡村创业
水吼镇天柱村，是天柱山卧龙生态农业开发园所在

地。利用生态环境优良的优势，该园区建立了高山生态

茶园 200 亩，蔬菜基地 20 亩，种植老红稻 10 亩；同时，园

区还建有养殖基地 5 亩，养殖鲟鱼、大鲵等高山冷水鱼

10000 尾。

“2008 年开建园子的时候，乡民们都骂我是神经病。”

卧龙生态农业开发园庄主葛结林是天柱村村民，从小就靠

着邻居带大的他一心想做点实事反哺老乡。眼下，他负责

的园子不仅成为天柱山镇小有名气的山庄，他自己也成为

乡村农家乐的致富带头人，仅他这一个山庄就带动近70户

贫困户。“现在外地游客来了想采购一些土特产，我会联系

老乡，从他们家里提供一些正宗农副产品。”葛结林说，原来

当地打麻将成风，现在乡村旅游给贫困老乡带来了希望：

“原来老百姓家里一块钱一斤都没人要的黄瓜变成两块钱

一根；自种的板栗，游客自己体验采摘，2 块多一斤的板栗

变成5、6块，百姓看到实惠也都愿意自己动起来。”

45岁的杨陈兵说，自己受卧龙山庄发展乡村旅游的启

发，2014 年 9 月底回到家乡，开建卧云山庄。“在外打工一

年赚3、4万，不温不火”，杨陈兵说，当年正好天柱山景区建

了大龙窝索道，吸引大批游客，山庄开张不到三个月毛收入

就赚了 20 万，全家当年就成功脱贫。如今，杨陈兵一年收

入能有60、70万元。

星报讯(钱良好 陈金香 张发平 文/图) 近

日，在庐江县白湖镇六岗村，远远就能闻到一

股菊花的清香，600 多亩夏菊喜获丰收，当地

群众正抓紧晴好天气采摘夏菊。

“今年平均亩产干花 100 多公斤，亩产值

达3万元。”庐江县四宏特色农业专业合作社、

夏菊种植基地负责人章兵高兴地说，“初步匡

算，今年的菊花收益能达到1800万元，可带动

周边 200 多名群众脱贫致富。”章兵原来是当

地的一名种粮大户、致富能人。2017 年，他与

六岗村群众签订承包合同，流转了600多亩荒

山坡地，把菊花产业向周边群众推广，把他们

发动起来，参与种植，走上致富路。“从栽种、除

草、施肥到采摘，可带动本村和周边群众稳定

增收，帮助他们脱贫致富。”章兵介绍说。

“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特色产业的支

撑。”六岗村党总支书记施家力介绍，“选定菊花

作为精准扶贫特色主导产业，是经过深思熟虑

的。”该村还因势利导，将境内的千亩梨园、千年

笑声泉、2000多年的慕容城古迹遗址、500多亩

原始橡果林、天堂独山溶洞等景点联成一体，吸

引游客。据统计，今年1月～10月，游客达3万

多人次，增加村民收入100多万元。

在庐江，像六岗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泥河的玫瑰、汤池的花海、郭河的农耕文化、庐

城的花香藕等30多个基地，为精准扶贫、乡村

振兴注入“新动力”。

“告别传统种植业，打造绿色经济，我们在

产业富民路上实现华丽转身。”庐江县县长许

华为说，“‘十三五’期间，该县将推进景区建

设，带动乡村振兴，重点发展观光旅游产业、花

卉产业、文化产业、旅游管理产业，努力建成 1

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2 个国家 5A 级景区、5

个安徽省旅游风情小镇。一系列高水平规划

的农旅融合项目逐渐崭露头角，标志着庐江农

业‘接二连三’的产业格局已经形成。”

菊花铺就庐江致富路

发展特色种植 助力乡村振兴

潜山市地处大别山腹地。近年来，潜山市形成了以天柱

山为龙头，环天柱山和沿国道、省道沿线的4条乡村旅游集聚

带，年接待游客超过百万人次。“旅游产业是潜山市的首要产

业，旅游扶贫的根本是发展乡村旅游，将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

深度对接，发挥旅游带动扶贫的最大效益。”潜山市旅发委副

主任汪全海介绍说，今年截止到目前，潜山接待游客850万人

次，辐射带动贫困户3000户，1万贫困人口。 □记者吴笑文

依托景区乡亲吃上“旅游饭”

旅游成潜山脱贫致富“金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