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0年4月26日 星期日
编辑吴承江 组版王贤梅 校对刘 洁今日关注

据《光明日报》4月24日05版报道 2016 年 4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调研时强调，脱贫攻坚已进入啃硬骨

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横下一条心来抓。要强化

目标责任，坚持精准扶贫，认真落实每一个项目、每一项措

施，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4

年来，安徽省委省政府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充分挖掘利用“红”“绿”两种资源，着力打造红色

为本、绿色为基、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保护好大别山区的

好山好水，探索特色发展之路，让生态产业成为老区群众

实现全面小康路上最普惠的福祉。

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徽省大别山革命老区充分讲好红

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坚持生态优先，努力保护好好山好

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打造红色为本、绿色

为基、特色鲜明的产业、就业体系，走上了一条“红绿融合”

特色发展之路，全力推进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党的十九大以来，安徽省委将安徽金寨干部学院打造

成特色鲜明的党性教育基地，向各级各类党员干部传授“鄂

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大别山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用红色基因筑牢忠诚品格”“信仰的力量”等专题，组织学员

走红军路、唱红色歌曲、读红色经典、观红色影视、看红色演

艺，感受革命情怀，锤炼坚强党性，增强使命担当，情系百姓、

牺牲奉献，树立榜样引领。金寨党性教育实践基地立足安

徽，辐射全国，4年来，累计培训党员干部15万余人次。

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发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激

励和鼓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奋图强、奋发有为，继

续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在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的长征

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绿水青山是大别山革命老区最大的生态优势。党的

十八大以来，老区人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由“林长制”到“林常治”。围绕把“好山”保护好，2017

年在大别山区的安庆等市先行先试，全国率先建立以党政

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制”，强化林业

资源的责任制和源头治理，实现护绿、增绿、管绿、用绿、活

绿“五绿”有机统一，推进林业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当一

方林长，保一方生态，富一方百姓。2016年以来，金寨县从

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择优选聘生态护林员 2570 名，约占全

省生态护林员总数的 1/4，实现就地就业的生态护林员每

年度工资收入 6000 元，带动全县 920 户 2400 名贫困人口

增收脱贫。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围绕把

“好水”保护好，安徽扎实推进河湖长制，落实国家《大别山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把新安江跨流域生态补偿的经

验应用到大别山区，制定《安徽省大别山区水环境生态补

偿办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二者统一于绿色发展。绿水

青山是创造金山银山的优质资源，可以提供优质生态产

品，直接转化为金山银山。坚持绿色发展，向绿水青山要

金山银山，体现了安徽省大别山革命老区从实际出发，因

地制宜实施脱贫攻坚的科学思路。过去的“穷根子”成了

今天的“富苗子”，这就是新时代的辩证法。

小土豆 大收益
“以前，村民们都是种点粮食，养点牲畜，一年忙到头，

除了填饱肚子，根本挣不了多少钱。”看着眼前正在丰收的

土豆，赵庄村党总支书记赵子银不禁感叹，8年前，这里还

是种植小麦、玉米之类的粮食作物，现如今，土地流转，规

模化种植土豆，村民们靠土豆走上致富路。

2012年，赵庄村干部带头种植了12亩土豆试验地，一

亩土豆收入七八千元。土豆的大卖，使得赵庄土豆种植大

幕正式拉开。2016 年，“界首马铃薯”获得农产品地理标

志认证，赵庄是界首马铃薯主要生产研究基地。2018年，

赵庄村被国家农村农业部认定为第八批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近年来，赵庄村以“赵土豆”做文章，以产业促发

展，村集体经济收入不断壮大。2019 年，“赵土豆”商标注

册，同年年底村集体收益达55.8 万元。

“我们产出的土豆主要是荷兰15和荷兰13两种，这种

土豆口感爽脆、不粘锅，十分受欢迎。”赵子银告诉记者，

“最近土豆刚上市，每斤能卖两三元，每天都有客商前来收

购土豆，根本不愁销路。”

一地几种 多重收成
除了种植土豆外，赵庄还积极探索其他农作物种植。

借助上级招商政策的东风，赵庄村与宁国亿农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开展技术合作，总投资500万，2019年投产100

万棒香菇种植，企业保障每棒香菇不少于1元的基础收益，

超过部分村与企业按7:3的利润分成，可实现村集体经济收

入100万元以上。

据介绍，在大棚种植中，赵庄园区采取“马铃薯+香

菇+蔬菜”的“三茬”种植模式，结合扶贫就业技能培训，带

动全村20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有效解决村民就业难问

题。全村 70 多户从事马铃薯种植，带动周边 800 多人就

近务工。其中贫困户通过在马铃薯园区打工、土地流转、

入股分红等形式，平均增加收入3200元。

赵子银介绍，一块地，种几种作物，不仅可以尽可能地

发挥土地价值，还能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业结构，保产又

增收。

“三变”改革 村民变股民
赵庄村除了是一村一品的示范村，还是界首市陶庙镇

“三变”改革试点村。2018 年，赵庄村成立“三变”工作小

组，厘清了村级资产，让村民成为了股民。经人口界定和

股权量化，赵庄村界定股民人数 3598 人。2019 年 8 月 26

日，界首市陶庙镇赵庄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正式成立。

赵子银告诉记者，该村经过宣传引导，依法登记，尊重

民意，合法承租，有序经营等方式，合作联合社流转本村土

地 2856 亩，以建立良种繁育基地、马铃薯高产示范田、香

菇种植基地，推进赵庄村现代农业发展，提高产品价值。

仅此项每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在 25 万元左右。目前，全村

党员群众400余人从事设施农业，人均年收入达2万元。

“以前守着自己的七八亩地，一年到头，也就能挣四五

千元，现在光土地流转，每年就能拿 5000 多元。”今年 68

岁的苑文英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在园区做了 4 年长工，没

有体力活，每天还能挣50元。

从大别山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安徽省大别山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出实招见实效

□中央媒体看安徽

界首市陶庙镇农业

“土蛋蛋”变身“致富薯”

眼下，正是春季大棚土豆上市收获的季节。在

界首市陶庙镇赵庄村园区产业园的土豆大棚内，村

民们一边忙着分拣，一边忙着装箱。大棚外，还有

不少客商正在等候。议定价格后，这一箱箱土豆就

将销往全国各地。界首土豆，也从不起眼的“土蛋

蛋”，变成了农产品地理标志，也变成老百姓的“致

富薯”。□ 记者 吴善良/文 黄洋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