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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领到职业农民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最近不少市民发现，大街小巷的单元
楼阳台上，一串串香肠已经挂得满满当当，
菜市场内，也能闻到醉人的腊香飘荡在空
气中。记者发现，随着猪肉价格的持续低
位运行，不少市民实现“猪肉自由”，在此
带动下，市区“腌制季”较往年提前大半个
月到来。

“今年算是有史以来是灌香肠最早的一
年。国庆节的时候，就不断有顾客前来问什么
时候加工香肠，今年真的是给顾客催着开工

的。”市区中心菜市场的一家腌肉店老板告诉
记者，从目前接到的订单来看，很多顾客都是
十斤二十斤的在灌制，“顾客主要还是担心后
期猪肉价格上涨。”

“其实俗话都说小雪腌菜、大雪腌肉，距离
今年的大雪节气还有一个多月时间，但是大家
都想着趁便宜囤点货。”市民王阿姨告诉记者，
目前市场猪肉价格大约在14元左右一斤，今年
她家已经腌制了6个火腿、灌了20斤香肠，就
是图肉价便宜。

猪肉销售旺盛 蔬菜保障供应
市民今年抢先腌肉、灌香肠，叶类蔬菜统筹安排生产增加产量

最近一段时间，常逛菜
市场的市民肯定发现了，不
少蔬菜的价格上涨了，猪肉
的价格却便宜了不少。不
少人都纷纷感叹实现了“猪
肉自由”。记者走访菜市场
并采访相关部门了解到，大
约20天内，绿叶类蔬菜价格
将有所下降。

◇本报记者 余健 文/图

近日，记者来到了市区台客隆（万达
店），发现绿叶类蔬菜价格的确不便宜。
当天菠菜的价格是每斤13.98元一斤，小
黄瓜 10.98 元一斤、茄子 8.98 元一斤。
像大蒜、鸡毛菜、芹菜等价格也都集中
在7、8元一斤。而当天的猪肉价格则
是13元一斤。

在市区祥生路上一家菜市场，菜贩
吴大姐告诉记者，目前基本每种蔬菜都
在涨价，特别是绿叶类蔬菜的价格上涨
非常明显。

“从我们监测的情况来看，国庆节
后，绿叶类蔬菜价格涨幅较大。”市发改
委价格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从监测数据来看，黄瓜、西兰花、茄子的
涨幅最高。其中，黄瓜的价格比去年同
期上涨了30%，比上个月上涨了103%。

不过除了个别蔬菜价格较高，价格
监测中心11月1日发布了对中心、农贸、
城南、西林四个菜市场的监测，从数据来
看，大部分蔬菜价格都保持在6-8元左
右。其中，西红柿的均价在4.5元，茄子
均价7.3元、芹菜均价5.4元。“市民购买
蔬菜可以货比三家，多到几个地方看看
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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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自由”实现了，那么“菜篮子”什么时
候才能轻一点呢？

记者采访了市种植业管理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表示，我市的蔬菜供应以外地市场、本地菜
农种植相结合的供应方式。其中，外地市场供
应比例稍高。

“前段时间，河南、海南等地受灾情影响，蔬
菜生产运输成本上升。再加上国庆节前后气
温较高，影响了本地一些秋冬季蔬菜播种，导
致这些蔬菜出苗较慢，推迟了上市时间。市场

供不应求，蔬菜价格上涨。”该工作人员举例，
往年中秋节后，香菇就能上市，但是今年9月
底的高温，让香菇种植推迟，到目前依然不能
大量上市。

该工作人员表示，一些叶类蔬菜已经播种
了，预计20天左右，随着这些蔬菜大量上市，叶
类蔬菜的价格会有所下调。“下一步，我们会结
合秋冬季蔬菜生产特点，面向当前市场需要并
兼顾元旦春节，统筹安排好产品结构和生产布
局，千方百计增加蔬菜面积和产量。”

我叫詹后义，今年62岁，
家住郎溪县姚村镇潘村村庄
屋组，是村里的保洁员。看
戏、听戏，是我最大的爱好。
平时在村头村尾搞卫生，我
的“随身听”随身带，一路播
放黄梅戏和皖南花鼓戏；入
秋的这几天，又赶上“送戏进
万村”活动在姚村镇开展。
每天傍晚，我骑着电瓶车、带
着小板凳追随剧团到各村观
看演出，家门口看大戏，过足
了戏瘾！

前几天，剧团来我们潘
村村尤冲组的休闲广场上演
出。吃罢晚饭，我开着电瓶
三轮车带着老伴去看戏。晚
上演出的是传统黄梅大戏
《大红花轿》。二胡咿呀，锣
鼓喧喧，檀板哒哒……演员
依次粉墨登场。水袖飘飘，
唱念做打，古韵悠悠，演绎传
统戏剧文化；我们这些台下
观众，听“黄梅”，看大戏，太
惬意了。老伴不识字，我边
看边附耳念叨显示屏上的唱
词帮她解戏、说戏，让她懂
戏、更爱戏。

按照当下常态化疫情防
控的要求，村里的干部要求
看戏的村民，要佩戴好口罩；

虽说是休闲娱乐，还是不能
忘了疫情防控，这是为了我
们的健康安全。

今年到我们郎溪演出的
中标单位是黄山市徽胜黄
梅戏剧有限公司，据负责
人王宏介绍：这次到姚村
开展“送戏进万村”活动，
剧种以黄梅戏为主，还有
花鼓戏，依次到7个行政村
演出，一村演一场，在姚村要
演出7场。

据悉：“送戏进万村”演
出被纳入2021年度民生工
程第33项“文化惠民工程”，
郎溪县93个行政村完成“送
戏进万村”演出不少于93场。

除了“送戏进万村”活
动，今年我们镇还实施了其
它的文化民生工程，比如镇
里的综合文化站和7个村的
农家书屋又添了很多新的图
书，我的孙子经常去农家书
屋借童话书，很方便。另外，
各村在节庆时还开展惠民文
艺演出活动，比如妙泉村的
赏花节文艺演出、四青村的
庆重阳文艺演出、夏桥村的
党史学习教育艺术宣讲晚会
等，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业
余文化生活。

本报讯 住在宣城北门
的朋友看过来，位于市区双
塔路与拱极路交叉口西北角
的停车场即将启用啦！这里
不仅能停车，还能给新能源
汽车充电！

10月26日上午，记者在
市区盛世御景小区东南侧看
到，一个林荫式停车场已经
落成，并沿双塔路设了2个
开口，1个为进口，1个为出
口，开口处均设有门禁系统。

市城管局工作人员介
绍，该项目于今年4月下旬
开工，现已进入收尾阶段。
停车场共设 132 个停车泊
位、22个充电桩，近期将完
成充电桩的安装事宜，11月
能投入使用。启用后，会免
费向社会开放一段时间，未
来将由管理费方按规进行
收费。

据了解，今年底，市区中
山路还将有一处停车场投入
使用。这是一处立体式智能
停车库，具体位置在原房管
局大楼西侧，占地约500平
方米。记者在现场看到，目
前停车库的6层钢架已经搭
建完成。

“这里的停车速度比府
山广场的立体停车库还要更
快一些。”市城管局工作人员
说，将来，车辆开进这一车库
的入口后，按下按钮，车库的
机械装置将通过升降和平移
的方法，迅速将车辆移动到
最近的车位，存取车会更迅
速。据介绍，这一停车库建
成后，市中心约新增130个
停车泊位，可以有效缓解市
区中山路及周边区域停车压
力。另外，这里同样会设置
一些充电泊位，供新能源车
主使用。

记者了解到，按照《宣城
市城市停车场建设实施方
案》及城市大建设计划安
排，今年市区新建7处停车
场，除上述2个停车场即将
投入使用外，景德路、府山
广场、国鑫东侧3处停车场
已陆续投入使用，昭亭北
路桥下停车场已完成招标
并即将开工，陵西路立体智
能停车库规划方案已通过专
家评审。

一起期待市区停车越来
越便利！
（本报记者 张玉荣 文/图）

今年市区新建7处停车场
缓解停车压力，配置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位于市区双塔路与拱极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停车场。

“家门口看大戏，过足了戏瘾”
◇口述：詹后义 整理：特约记者 王祖清

农场发展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
胡慧玲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新型职业
农民，先后获得“宁国市2014年十大
杰出青年提名”、“2014年首届安徽省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优秀学员奖”、“共
青团宁国市第十六届代表大会代表”
等荣誉。在2017年市政协换届中，她
当选为农业届别的政协委员，也成为
历届年纪最小的委员。

发展至今，农场已累计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163.50万元，建成生态茶叶
基地200余亩，年出栏土鸡、鸭8000余
只，拥有办公经营场所320平方米，其
中办公、加工区220平方米；餐饮及
民宿 1000 平方米。如今她的农场
渐渐成为综合性的观光旅游基地，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年接待游客近
20000人次。

近年，她又开始打造茶味十足的
特色民宿区域，游客春夏采茶观光，秋
赏层林，冬看雪，体验农事，品尝地道
农家美食，不仅能观察到生产过程，还
可以体验炒茶的乐趣，将茶旅跟民宿
结合，游客可以品新茶赋闲篇，享受阳
光亲近自然。

未来，胡慧玲计划继续加强农场
茶叶种植精细化管理，计划利用三年
时间，完成农场茶园的有机茶叶基地
认证。同时，拓展农场农产品销售渠
道，不断通过农场现有销售推广渠道，
为农产品的丰产增收提供销售保障。

“绿园”当家人胡慧玲
来到位于宁国市宁墩镇南阳村的绿园家庭农场，这里是一派“鸡鸭鱼肉”俱全的田

园风光。
农场主胡慧玲是个地地道道的90后，从2013年起，这个都市女孩放弃了舒适的办

公室工作，走入田间地头，开启了现代职业农民的人生路。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她的农场作为旅游观光项目的特色产业，也正散发

着“青春”的独特魅力。

说起为何不选择留在城市，胡慧玲笑着说，“我从小
就是个恋家的人”，2011年毕业于合肥财经学院，同年
就职当地的省龙头企业，在行政岗位上了两年的班后，
性格外向的她再也坐不住了，“回家！”

父母在老家种植白茶，一直卖不出销路。回家后的
胡慧玲办起宁国市绿园家庭农场，承担起了“怎么把茶
叶卖出去”的任务。

初出茅庐的胡慧玲第一次站到了茶叶批发市场，跟

浙江茶贩讨价还价，遭到意想不到的压价。传统销售模
式遇阻，她切身体会到鲜茶的销路不乐观。恰好此时农
产品电商模式正起步，为什么不试试呢？于是她尝试将
鲜茶加工成干茶，通过网店批发给各地茶商，逐步靠口
碑一点点积累起客户资源。

“安稳的人生是危险的人生。”这是胡慧玲的座右
铭，“我没有多大的能力，也没有过人的才华，有的只是
一步一个脚印。”

打造原生态生产基地

胡慧玲创办的绿园家庭农场依山傍水，门前一条小
河，背靠一座大山，极佳的地理位置，保证了这里出产农
产品的品质。

站在自己的“地盘”上，胡慧玲介绍：这条小河，是农
场的天然放养场，小河鸭每年可出栏达数千只，产出的
鸭蛋更是不计其数；背后的这座大山，通过土地流转，建
成了上百亩的生态白茶基地，白茶也成为农场目前的主
打产品；另外，在林下还放养土鸡。土鸡在茶树下刨食，
解决了虫害问题；土鸡排下的粪便，又解决了茶树的肥料
问题，所以她家农场的茶叶从没打过农药，也不用施肥。

许多慕名而来的茶商到她的白茶基地买茶，无不竖
起大拇指赞叹道：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茶叶。

从电商卖茶叶到绿色农场，胡慧玲不仅把农场和产
品打理得井井有条，还为农场注入了“现代”元素。她利
用现代信息技术，打造现代化农场经营模式。在农场主
要生产基地里，都安装了智能监控设备，对生产过程实
施记录和监控，规范操作流程和农业投入品管理。

农场通过网络等平台，运用促销、展示等手段不断
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利用微信平台创建了自
己的代理团队，不仅销售自己农场的产品还帮着周边村
民销售当季农村的土货。“过去我们这边的农产品虽然质
优价廉，但市场却一直困扰着很多农户，现在通过互联网
光我们农场季节性用工就达50余人，不仅带动了周边农
户增收，还解决了产品卖不出去这一难题。”

特色民宿是新出路

◇本报记者 徐文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