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带沿线种菊花
脱贫户收入翻一番

走进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中店乡仓坊

村，一间印有“寻味仓坊”标识的小屋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往里一瞧，原来是村里的助农展

销中心。土鸡蛋、生态米、石斛酒……货架上

摆满了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拿起一盒金丝皇

菊，仓坊村党总支书记陈玉龙兴致勃勃地介

绍起来：“这是我们村今年主推的产品，像这

样成盒包装好的，方便送人，很受市场欢迎。”

陈玉龙手中的金丝皇菊产自村里的菊

花种植基地。2021 年 5 月，为了进一步巩固

脱贫成果，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仓坊村依托

村里的种植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菊花种植

产业。

“菊花容易种植，附加值高，而且我们这

里气候条件适宜菊花生长。”陈玉龙说，“目前

基地主要有金丝皇菊和婺源皇菊，一共 170
亩，大多分布在‘九十里山水画廊’休闲旅游

带沿线，去年菊花盛开时，金灿灿一片，村里

成了旅游打卡点。”

菊 花 种 植 基 地 ，不 仅 为 村 里 带 来 了 人

气，更带来了财气。2021 年，仓坊村向金安

区农业农村局申请了 260 万元的政策资金，

其 中 投 入 220 万 元 用 于 烘 干 厂 房 的 建 设 。

“厂房面积接近 2000 平方米，共有 10 个烘干

车间，采摘下来的鲜菊花，在这里经过几十

个小时的烘干，变成干菊花，既能做饮品，也

可入药。”中店乡副乡长王郑说，“去年年底，

第 一 季 菊 花 收 获 ，烘 干 后 金 丝 皇 菊 有 1500
斤 ，婺 源 皇 菊 有 1800 斤 ，各 地 客 商 都 来 收

购，赚了 30 多万元。”

种植、采摘、烘干……菊花生产的各个环

节都需要大量人手，仓坊村招聘村民，尤其是

脱贫户，前往菊花种植基地务工，给大家带来

实实在在的福利。脱贫户江德宽、陈传云夫

妻俩是土生土长的仓坊村人，去年 5 月来到

基地上班。“经过专人培训，我们很快就能上

手，现在都可以带新人了。”江德宽说，“以前

靠着种田和公益性岗位，一年能挣 1 万多元，

在这里上班之后，家里收入翻了一番。”

“今年，我们将更注重菊花品质的提高，

增种七月菊等新品种，适度扩大种植规模，带

动更多周边村民加入进来。同时，通过后期

加工技术的改进，提高产品附加值。”陈玉龙

说，“最近，我们注册的‘三实黄菊’商标已经

批准下来，下一步，我们将围绕这一特色品

牌，把菊花产业做大做强。”

山地脐橙林下黄精
绿色产业助力振兴

青山环抱，金溪河从村口静静流过，这里

是福建省将乐县常口村。领着记者一路在村

里走，村党支部书记邓万富手指之处，处处都

像是山水画。

漫步村子，果香四溢，山坳处，脐橙树苗

漫山遍野。2019 年，来自江西抚州的徐良辉

来 到 福 建 ，打 算 物 色 一 片 山 地 ，种 植 脐 橙 。

经将乐县政府介绍，常口村成为徐良辉的考

察点之一。徐良辉回忆，自己刚来到常口村

便不肯走了。他将村里的土壤和水质带回

去 检 测 ：土 壤 有 机 质 、水 的 矿 物 质 十 分 丰

富。于是，二话没说，徐良辉就和村里签下

订单。村里改变原先直接出租土地的形式，

对之前荒废的山地进行平整，配好基础设施

后，再交由徐良辉进行承包经营。“这样一来

便能够有效提升村财收入。”邓万富介绍，今

年，脐橙将迎来挂果期，至少会给村子带来

80 万元的村财收入。

远处的连片深山里，有一片多花黄精林

下仿生态种植示范基地，种植着 150 亩的黄

精。邓万富介绍，“做好了脐橙文章，其他好

项目也接踵而来。”依托多花黄精的林下种

植，常口村还引进青宝中医药研发基地项目，

发展起药材加工和研学。

水上游船、生态康养、农家乐……常口村

还和福建省旅游集团签下总投资 6 亿元的旅

游合作协议，将这里打造成综合性文旅康养

基 地 。 只 要 天 气 晴 好 ，村 里 现 在 到 处 都 是

游客。

“如今，村子围绕绿色产业，已经形成一、

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态势。绿色产业也已

经成为常口村发展的重要动力。”邓万富说。

去脐橙基地摘果、包装，去研学基地食堂

做饭……一有空，村民孙桂英就去周边的企

业帮忙。孙桂英说，现在村子的企业很多，只

要有劳动意愿，都能找到活干，“平时打零工，

一年少说也有两三万元的收入。”如今，村里

像孙桂英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的村民就有 20
多人。

“下一步，村子将继续端牢生态饭碗，打

响生态品牌，做活文旅康养经济，建设好两山

学堂旅游研学基地，打造村庄生态餐厅，并鼓

励村民在家门口开办农家乐，调动广大在家

妇女创业、就业的积极性，努力实现人人参

与、户户增收。”邓万富信心满满。

丘陵地块种药材
产业链条更完善

“谁家有货？客户需要一级的地黄，有的

过来联系我！”在山西襄汾县南贾镇荀董村，

每当村委会的大喇叭响起，村民们就知道，这

准是贾浩杰又在找货了。

贾 浩 杰 今 年 刚 刚 40 岁 ，是 荀 董 村 土 生

土长的村民，也是一家药材贸易公司的负责

人，在村里的“药材圈”举足轻重。药材出货

到 全 国 各 地 ，找 他 ；缺 货 了 需 要 补 货 ，也

找他。

荀董村，这个距襄汾县城西南 2 公里的

小村庄，近年来在国内的中药材市场里大名

鼎鼎。全村 3000 多人，90%以上都从事着中

药材的种植、加工、贸易等有关产业。“村里大

部分为丘陵地块，适宜各类中药材的种植生

长，向来有种植药材的传统。”荀董村村支书

李静介绍。

村里商机的起源，正是源于“地黄”。地

黄，又称生地，是村里最早种植的药材。村里

的种植户贾艳军，既是贾浩杰的老朋友，也是

生意伙伴。这几年，他陆续承包了 200 多亩

土地，尝试种黄芩、柴胡等多种药材，仅黄芩

每亩就有 3000 元左右的净收入。同时，村里

许多人还开始走出去，在外承包种植、收购

药材。

如今，荀董村的药材从原来的个体经营，

到现在已经形成拥有职业种药农民 100 多

个、龙头企业 30 多个、中药材合作社 80 多个

的规模化特色产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药商

前来采购中药材。每年向全国各大小药材市

场、药厂提供优质原药材 2 万余吨，年销售额

可达 2 亿多元。

“ 去 年 ，我 们 县 成 立 了 中 药 材 协 会 ，来

自我们村的副会长就占了 3 个！对外合作

交 流 、开 展 技 能 培 训 等 更 加 便 利 了 。”李 静

介 绍 ，随 着 产 业 发 展 ，村 里 的 路 宽 了 ，绿 化

多 了 ，广 场 也 新 了 ，几 乎 每 家 都 有 了 小 轿

车 。 一 个 村 里 的 乡 亲 ，也 成 了 走 动 密 切 的

生意圈伙伴。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如何进一步强化

优势，荀董村也已经开始谋划。今年，荀董村

被确立为山西省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示范基

地，获得了政府的支持资金，将在村里建设集

加工、贸易、展示等为一体的中药材产业园。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整合资源，培育优质品

种，发展深加工产业，科学规范运营，吸引村

里药材大户入驻。健全产业链条，壮大地域

品牌，有力推动乡村振兴。”李静说。

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

产业兴 业态丰 收入增
本报记者 田先进 王崟欣 郑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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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
振兴。近年来，各地不断
夯实产业基础，改善基础
设施条件，提升社会化服
务水平。随着各类新产业
新业态茁壮发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正不断实现。

■关注农业农村现代化④R

本报太原 3月 30日电 （记者郑洋洋）近日，山西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促 进 养 老 服 务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意见》提出，要全方位加强养老服务综合监管，推动

养老服务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意见》指出，要突出重点环节，实施全程监管。2022
年底前，全面建立养老服务机构备案信用承诺制度，备案申

请人提交按建筑、消防、食品、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特种设

备等法律法规及国家有关标准开展服务活动的书面承诺，

并向社会公开。

加强从业人员监管。养老服务机构中的专业技术人员

开展消防管理等服务，应当具备相应职业资格。从事医疗

护理、康复治疗等服务的人员应当取得执业资格，并在核准

执业范围内提供服务。

引导养老服务机构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处置能

力，建立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机制，配备报警装置和

应急救援设施设备；养老服务机构每半年至少开展 1 次应

急和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每年至少开展 1 次应急演练，提高

处置能力。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

同时，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保障能力，优化城乡养老机

构床位结构，支持公办养老机构增加护理型床位。到 2025
年底，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于 55％，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在

乡镇（街道）的覆盖率达到 60％，城市新建城区、新建居住

（小）区按标准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有条件的老旧

城区、已建成居住 （小）区基本补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构

建城市地区“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山西建立健全
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本报呼和浩特 3月 30日电 （记者翟钦奇）近日，记者

从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 2022 年重点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呼和浩特 2022 年将实施 392 个老旧小区和 8 个棚户区

改造，全力把呼和浩特建成宜居城市。

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海鹰介绍，呼

和浩特市 2022 年确定实施重点城建项目 506 个，总投资

3300 亿元，年度投资 630 亿元。呼和浩特将深入推进城市

更新行动，改善环境质量，优化城市功能，改善居住条件，同

时提升街景风貌，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生态环境治理方面，2022 年，呼和浩特将统筹推进生

态环保和园林绿化工程，全面改善城区空气环境和生态环

境质量，完成 3.5 万户燃煤散烧综合整治，全力争取北方地

区冬季清洁取暖示范城市。

此外，呼和浩特还将持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升级“城

市大脑”管理中心，建立“智慧城建”“智慧城管”“智慧交管”

三大城市智慧管理体系，完善城市水务、电力、燃气和供热

四大基础设施智慧管理平台。

呼和浩特将改造392个老旧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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