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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特色，抢抓机遇开新路

大义社区辖12个自然村、17个村民组及4个小区，辖区面积5.4平方
公里，耕地2064亩。该社区是郎溪县毕桥镇三个贫困村之一，曾经的社区
集体经济较为薄弱，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茶叶等农作物和外出务工。

近年来，社区在毕桥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积极响应上级党委政
府脱贫摘帽的号召，“两委”负责人曾多次外出调研，实地考察，抢抓脱贫政
策的发展机遇，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

今年，我市围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聚焦高质量脱贫攻坚工作，汇
聚统一战线要素资源，由市委统战部牵头并授牌，在全市建立四个乡村振
兴战略同心实践基地。大义社区就是其中之一。

“市委统战部乡村振兴战略同心实践基地，为大义社区发展指出了一
个更明确的方向。”大义社区党总支书记朱海燕说，“乡村振兴靠产
业，产业不发展怎么去振兴？”

围绕“产业”二字，一直以来，毕桥镇党委政府及大
义社区“两委”都在“挖地三尺”想办法、走家串户
谋思路。

大义社区地形以丘陵为主，自然资源丰富，
气候、环境等条件优良。山清水秀的好资源，
却没有为当地老百姓带来期望中的好收
益。“当地老百姓有田地资源，但都是种植
一些附属价值比较低的农作物，收益并不
可观。”谈及当地经济状况，大义社区扶贫
工作队副队长曾祥民说道。因为看好大
棚蔬菜种植的前景，“带着农户一起种好
蔬菜”的想法应运而生。“我们有好的耕
地资源，当地农户也有丰富的经验，蔬菜
种植的推广不难。”曾祥民补充道。

有思路，更要有行动。
今年2月底，大义社区召开村“两委”会

议，专题研究30—50亩大棚蔬菜基地建设的
问题，并确定了由社区主任尹德华牵头建设。4
月底，社区启动土地流转相关工作，通过在草塘村
民组走访调查，召开村民小组会议，与当地10余户
农户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共流转土地30.17亩。“经过考
察，大棚蔬菜市场份额需求量仍然很大，发展前景良好，适合
社区的农户自身发展条件，我们也派出社区年轻干部到企业进行驻
点学习。”朱海燕介绍道。

聚合力，创新模式助脱贫

今年10月底，全市统一战线乡村振兴战略同心实践基地建设工作现
场会在毕桥召开，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大义社区蔬菜大棚基地。当时临近
第一批蔬菜销售期，大棚丰收的盛景让大家眼前一亮。

今年8月，大义社区首批32个钢架大棚建成，并安装了喷灌和滴灌等
配套设备。9月，社区开始分四批对32个大棚进行蔬菜种植，共有黄瓜、丝
瓜、西兰花、上海青等8个品种。

“我们首批销售的是丝瓜和黄瓜，共卖了1万多元，主要销往附近单位
及企业的食堂。”朱海燕介绍道，首批试种5个大棚内的蔬菜短短几天时间
就销售一空。而第二批的高杆白菜及萝卜则在11月底12月初进入销售
期，还有近10种蔬菜将在春节期间陆续上市。

“今天的丝瓜真鲜嫩，配上鸡蛋让人食欲大开”“多少年没有吃到这样
味道纯正的黄瓜了，跟小时候家里菜园里种的一个样”……大义社区首批
蔬菜售出后，社区干部回访了毕桥镇政府食堂，大家的好评让干部们安了
心。甚至在午休期间，镇政府工作人员还三五成群兴致勃勃地去蔬菜基地

参观，采摘、过秤、扫码付款，原本的
生产基地变成了采摘乐园。

据介绍，一期大棚种植由社区
“两委”干部自主经营，以简单易管
理的品种为主。“第一是为了学习管
理模式，第二是为了积累种植技术，与
此同时，可以固定一批稳定劳动力。”朱

海燕说，首批试种5个大棚的成功，坚定
了社区干部们的信心，“接下来我们谋划成

立公司，种植一些比较高附属价值的农产品，
并且可以发展采摘项目。”
在扶贫干部们的眼中，蔬菜大棚基地项目有了

好效益，将可以带动一大批农户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我们这边，地块、田块分布比较零散，大家各种各的，不少田地还

闲置了。现在，我们可以带动当地农户，特别是贫困户跟我们种植一样的
农产品，在销售方面给他们打通渠道，这样生产、销售都实现规模化。”大义
社区扶贫工作队队长杨邦孝如是说。

大义社区以同心实践基地为引领，鼓励并帮助合作社、种植大户、
散户等不同经营主体走上高端蔬菜种植的创富增收之路。“我们采取的
是‘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联动互补模式，致力于在毕桥镇打
造一个高效生态的蔬菜种植、收购、销售的培训示范基地。”朱海燕介绍
道。而在她看来，这种联动互补的模式不仅仅在大义社区行得通，在全
镇都有推广意义。

在技术上，市委统战部积极联系企业及专家，为基地及种植户提供技
术指导。而在销售渠道方面，大义社区也积极对外沟通，为当地蔬菜打开
新销路。“我们积极与合工大宣城校区等院校沟通，加快项目建设，牢牢抓
住食品安全这一核心，逐步将大棚蔬菜项目打造成‘品质优、品种全、供应
足’的高校蔬菜供应基地，以此带动社区包括贫困户、少数民族群众在内的
广大群众有效增收，壮大社区集体经济。”朱海燕介绍道。

除了种植蔬菜，周边群众还可以通过打零工的方式在蔬菜基地挣钱。
“很多贫困户年老体弱，其他农活对他们来说很困难，但在大棚里种种菜、
帮帮忙还是可以的。”曾祥民说，基地用工最多的时候能达到30多人，而每

人每天最低的收入是80元，这对不少困难家庭来说，也是一种生活上的
“补贴”。据了解，基地第一批就带动近50户农户增收，并吸纳13个贫困人
口及部分少数民族且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就业。

巧融合，多轮驱动强产业

为了提振农户通过产业来脱贫致富的信心，大义社区筹划组建了一个
“乡村振兴领跑组”，吸纳一大批种植大户打头阵、冲先锋，为乡村振兴“领
跑”。“我们就是要发挥党建在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打造这
么一个示范平台，把党员培养成致富带头人，把种植大户吸纳成党员。”朱
海燕说。如今，种植大户积极参与、党员干部热心帮扶已经成为大义社区
同心实践基地发展的重要根基。

“乡村振兴领跑组”是大义社区“义治理”骨干党建品牌的重要内
容，也是大义社区“骨干助治、和谐大义”理念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中
的生动实践。

在大义社区同心实践基地旁，一块书有“大义社区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规划”的大展板引人注目。总览全图，“一体两翼、三产融合、三生同步”的
总体发展蓝图为发展开大局、为民富聚大力——

“一体两翼”是总体部署：一体，即以“义治理”骨干党建为统领；两翼，
即打造“同心实践基地——大棚蔬菜项目”和“红色文化基地——陈文将军
纪念园”两个辐射带动示范区，形成以精品蔬菜培育和红色旅游为主体的
乡村特色发展之路。

“三产融合”是实施路径：以产业为核心，充分发掘农业资源、人文资
源、红色资源，将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三生同步”是最终目标：不断加大要素投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着力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的基层治理运行机制，做到生产、生活、生态
同步改善，打造成拥有鲜明的产业特色、浓厚的人文气息、良好的生态环
境，兼具旅游与居住功能的美丽村庄。

“我们在实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就是坚持以产业为核心，充分挖掘农
业资源、人力资源、红色资源，形成以精品优质蔬菜种植为核心产业，以红
色旅游为支撑产业，以亲子、文创、度假为配套产业的复合型产业结构。”朱
海燕说。 （数据来源：毕桥镇人民政府）

毕桥镇：“同心”聚力谋发展

初冬时节，来到郎溪县毕桥镇大义社区草塘村民组，乡野风光已绿

意渐褪、尽显萧条。但这里占地近万平方米的蔬菜大棚，却打造了另一

番景象——远远望去，30多座钢架大棚排列开来，十分壮观；细细观

看，各种叫得出名或叫不出名的蔬菜分区种植，绿意盎然、十分可爱。

大义社区蔬菜大棚是市委统战部乡村振兴战略同心实践基

地。项目组成后，毕桥镇党委政府及大义社区“两委”通过“企业+合

作社+基地+贫困户”的联动模式，打造毕桥高效生态蔬菜示范基地，

以基地为平台，探索出一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