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行在路上，满目的绿色扑面而来。盛夏
的微风里，道路两旁稻苗轻轻摇曳，风里隐隐传
来阵阵醉人的稻花香气。

双河村到了。
2014年，双河村集体经济收入为“0”。2021年

盘点家底，村集体经济总收入突破68万元。
从“空壳村”一跃成为经济强村，昔日贫困

的双河村，在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迎来别样
好光景。

支部带起来

双河村地处旌德三溪镇西南部，青山环绕、
绿树成荫。林业总面积12817.5亩，水田2750
亩。旅游公路“三仙路”东接205国道，西通黄
山风景区。

然而，良好的自然和交通条件并没有让双
河村发展起来，2014年该村被列为旌德县8个
贫困村之一，村集体产业更是“一穷二白”。

开创脱贫路，关键看支部。
2014年10月，市委宣传部干部姚玮来到双

河村，任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队
长。姚玮一到任，就和村“两委”一起，摸村情、
做调研，分析原因、理清思路，很快形成了“抓产
业，促脱贫”的指导思想。

产业从何抓起？2014年10月，安徽省被
列入国家首批光伏扶贫试点。2015年在谋划
村项目时，村“两委”反复研究，决定上马建光
伏电站。

在村党总支带领下，群策群力，争取各方资
金100万元，开始建设120千瓦分布式光伏发
电站一期项目。

时任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姚玮、村书记董仕
来多次到市县相关部门了解政策，推进项目落
实，村里的党员们积极带头参与征地、平整土
地。在镇党委领导、全体党员的齐心努力下，
2016年2月5日，光伏电站一期项目并网发电，
同年6月25日，二期项目建成并网发电。

双河村，成为全市第一家建成光伏电站的
村庄。光伏电站也成为村集体经济的“第一桶
金”，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迈出了可贵的第一
步。截至2021年，双河村光伏电站累计发电
22.39万度，村集体收益22.19万元。

从2014年至今，驻村工作队换了，村“两
委”也换届了，但不变的是双河村发展的决心和
势头。在村党总支和驻村工作队的带领下，村
里立足自身资源，有效接续乡村振兴，大力发展
村集体经济，2021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
68.1万元。

“一个村能否得到长远发展，关键是党总支
要带好头领好路。双河村在乡村振兴中，党总
支要始终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一茬接着一茬干，
把双河村建设得更加美好。”现任党总支第一书

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宁欢欢表示。

产业兴起来

“旌德大米的品质好，我想让旌德大米销往
全国各地。”说这话的叫陈果成，双河村人。

陈果成今年58岁，是一名农民企业家，他创
办了旌德县辉煌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了旌德
县优质稻米产销协会、旌玉屏粮食专业合作社，
建立优质绿色水稻核心示范片2000亩，辐射带
动周边农户推广种植优质水稻2万余亩。

陈果成只是双河村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双河村立足自身资源，通过“总支+合

作社+基地+农户”模式，走出了一条村集体经
济与群众增收致富齐发展的新路子。先后入股
鸿雁养殖有限公司、旌玉屏粮食专业合作社、仕
和农业有限公司等。

2022年，双河村年集体经济发展目标锁定
在88万元。在原有产业项目基础上，新增投资
入股旌德国投公司150万元、实施60万吨建筑
垃圾废料综合资源利用项目，与俞村镇等联合
实施1000万只肉鸡屠宰加工及冷链项目、联合
实施改建现代化标准厂房等多个乡村振兴项
目，为双河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不断注入后劲。

乡风美起来

在双河村文化广场旁，有一座白墙黛瓦马
头墙的徽派建筑格外醒目，这便是村里的“新
风堂”。

“建新风堂就是为了移风易俗，鼓励村民节
俭办红白酒席，在使用过程中，免收场地费和水
电费。”村书记李险峰说。

近年来，双河村以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
坚持以宣传为主，利用文化墙、宣传单等广泛开
展殡葬改革、丧事简办等移风易俗宣传，充分挖
掘榜样力量，营造浓厚的崇德向善氛围。

双河村以党员志愿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党员、群众力量，不断壮
大志愿者服务队伍，充分发挥志愿者在疫情防
控、环境整治、防汛救灾等方面的先锋模范作
用。目前，该村共有党员志愿者22人、群众志
愿者36人。

双河村还依托“乡村大舞台”，挖掘本土道
德故事、法治典故，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
开展孝老爱亲、爱岗敬业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宣传，一方面有效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
另一方面也增进了村民之间的团结互信。

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双河村先后被列为县
级美好乡村示范点、省级美好乡村示范点，获评

“宣城市民主法治示范村”“宣城市文明村（社
区）”“旌德县先进党组织”“安徽省民主法治示
范村（社区）”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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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凤村，宣州区狸桥镇紧邻南漪湖的一
个行政村，曾是狸桥镇唯一的贫困村，2017年
出列后，经过连续几年的发展，2022年金凤
村的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预计可突破70万
元，可望迈入“强村”行列。

这只南漪湖畔的“金凤”，乘着乡村振兴
的东风，展翅欲飞。

引“凤”来，有效接续脱贫项目

金凤村的蝶变始于脱贫攻坚。
金凤村下辖14个自然村，23个村民组。

2004年由原凤凰、西觉、金山渔业村三个村
合并而成，其中金山、南姥咀两个村民组为渔
村。2014年扶贫建档立卡时，村里1018户
中有422户是贫困户，脱贫攻坚任务在全区
乃至全市都算重的。

在村“两委”和扶贫工作队的带领下，金
凤村先后实施了8个扶贫项目，不仅如期打
赢脱贫攻坚战，而且这8个项目在如今都得
到了很好的接续，后劲十足，正为金凤村的产
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肴源食品有限公司2021年入驻金凤
村，是从江苏引进的一个水产保鲜存储项
目。公司负责人李超介绍，他的公司和金凤
村早就有业务上的关系，之前他在金凤村收
购水产品，一直想在这里投资加工业。去年，
村里一个“扶贫车间”的厂房急需转型，于是
双方一拍即合。

该项目村里投入191.05万元，其中财政
专项资金170万元，自筹资金21.05万元。今
年1月，项目正式投入生产，预计今年可完成
产值1000万元，带动周边27户脱贫户41人
稳定增收，村集体经济仅此一项，就增加收入
15.8万元。

“我们有稳定的市场，不愁销售，只愁货
少。”李超说。

目前，该项目订单已满负荷，信心满满的
李超和村里合作启动了二期项目——新建
2400平方米厂房及配套设施，总投入460万
元，其中财政衔接资金410万元，预计每年可
为村集体增收28万元左右。

“下一步想跟养殖大户合作，我需要什么
品种，什么规格，他们帮我定向养。”李超正在
谋划未来。

“飞”出去，强村之路越走越宽

“金凤”展翅，发展的格局已经不再局限于
这个小村落，为追求更好更大的发展，村“两
委”和驻村工作队把眼光瞄向更远的市场。

2019年 8月，金凤村和狸桥镇12个村
（社区）以入股的方式在宣州经济开发区成立
宣城市云山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设4栋
总面积为16797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并配
套相关附属设施，后对外招商。很快就有4家
企业入驻，2021年10月，金凤村收到第一笔
5万元的分红。

如果说进军宣州经济开发区是“金凤”择
良木而栖，那么，电商平台则让“金凤”飞向了
更高更远的天地。

南漪湖盛产各种鱼类及菱角、莲蓬等水
产品。在金山村民组，有一位名叫李小利的
村民，她把当地的特色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
往全国各地。

李小利的老家在河南洛阳，后来嫁到金
凤村。2014年开始从事电商。几年下来，越
做越大，成了小有名气的“带货网红”。白鱼
干、虾、蟹、菱角米等水产品，当地特制的虾
酱、香辣蟹等，越卖越火，年销售额能达到
400万元。

2019年，村里利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建设了200平方米冻库，由李小利经营，村集
体每年收益4.5万元。

今年，李小利开始试种莲蓬卖。“这边水
资源丰富，先自个儿种一年，如果真赚钱明年
就带动周边老百姓一起种。”

能人“带”，齐步走向共同致富

“乡村振兴就是要在不断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的基础上，向着共同富裕的路上迈进。”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许大伦
介绍，近年来，金凤村十分注重在发展的同
时，培育能人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在南姥咀村民组，记者见到了81岁的李
菊枝。

李菊枝是脱贫户，尽管年过八旬，可闲不
住的她，不仅不需要儿孙们多费心，自己还能

“打工”挣钱。
李菊枝“打工”，其实就是利用闲暇时间，

为村里的水产经营户处理水产品，干些杀鱼、
分拣鱼虾之类的力所能及的活。

孙礼萍就是村里的一名水产经营户，今
年 50岁，搞水产已经很多年了，有两个冻
库。一到经营旺季，孙礼萍要请十来个人帮
忙，跟李菊枝一样，来的都是村里七八十岁的
老人。“只要愿意来，我这边人手不限。一年
下来，每人挣个万把块钱不成问题。”一位村
民开玩笑地说：“老奶奶（指李菊枝）有钱，过
年孙子回来，压岁钱都要包千把块钱。”

记者在现场看到，十几斤的小鱼堆在桌
面上需要清理内脏，两位老人家一会工夫就
全部处理完了，干起活来，手法熟练极了。

村里还有一位产业大户张光龙，是宣城市
恒硕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砾枞茶业家
庭农场）的负责人。公司拥有白茶基地580
亩、油茶基地500亩，景观苗木基地300亩，以
及一座800平方米标准化茶叶加工厂。年产
白茶4000公斤、红茶1000公斤，销售收入超
过1000万元。张光龙常年聘请十几个工人，
每年光工人工资就要支付80万元。

有了能人带动，金凤村不少人都在家门
口找到了稳定收入的门路，日子越过越好。

乘着发展的东风，南漪湖畔的这只“金
凤”正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巍巍大会山，绵亘于绩溪与旌德交界地带。
这里曾是中共皖南抗日反顽游击战争发源地、旌绩边

区及整个皖南游击革命斗争的重要指挥中心之一，留下了
革命先辈胡明、唐辉的足迹。梧川村就坐落于这片有着红
色印记的土地上。

近年来，梧川村以“红色强村，绿色富民”为党建品牌，
深挖红色资源，培育特色农业，打好“红”“绿”两张牌，推动
乡村振兴。

挖掘资源，传承红色文化

青山环绕，绿水相依。
2021年6月，申圣庆作为我省第八批选派干部来到绩

溪县长安镇梧川村，任村党总支第一书记。在他看来，梧
川村在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的带领下，推深做实

“一抓双促”工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都取得
了显著成效。

近年来，梧川村着力在发掘红色资源，丰富景区内涵，
促进大会山红色旅游业提档升级上做文章。

依托大会山红色旅游，以基础设施入股的方式，投入
财政资金1000余万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美化村庄环
境。开发社屋坑、枫树坞、戴川等红色人文景观，先后建成
梧川泾旌边皖南游击指挥中心纪念馆、百坑烈士陵园、百
坑会议旧址。

谋划建设新四军文化教育培训基地、新四军军旅体验
基地和大会山研学培训实践基地项目，拓展完善红色旅游
产业链条。

与大会山旅游公司合作，大力开发红色旅游，打造市

级团校——皖南黄高峰青年学习学院。目前已开设爱国
主义教育知识专题培训班7期，参加研学培训人数达500余
人次，累计接待旅游人数超过10万余人次。

借助安徽大学专业团队的力量，深挖老区红色资源，
讲好讲活红色故事，帮助规划设计“黄高峰红色旅游”专
线，打造“红色文化+徽文化”旅游品牌。

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梧川村又打出“绿”色牌，发展
特色农业，让村民口袋“富起来”。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

梧川村位于绩溪县长安镇最北端，山区气候特征明
显，山丘多、农田少、特色农产品少。

村经济有前景，村民才有“钱景”。为了壮大村集体经
济，梧川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120亩闲置土地用以发展
特色农业，建设蔬菜种植基地，并返聘村民参与种植。

同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协同经营主体收购农户蔬
菜、黄蜀葵花、山核桃、油茶籽等农特产品原料，进行加工
销售，既提升产品附加值，又带动农民增收。

金岭油茶种植合作社通过流转农户山场308.1亩，集
体山场1060亩，建立油茶种植基地，辐射带动周边850户
农户种植油茶。

梧川村与新德力中药材、马道悠然、徽来菜3家电商企
业签订菊花、黄蜀葵花和小香薯等农产品产销意向协议
书，通过“订单经济”模式发展村集体经济。

2021年，在帮扶单位安徽大学10万元项目资金和科
技人员的帮扶下，村里瞄准草莓产业，打造了25亩草莓生
态采摘园项目，与红色旅游形成了红绿相融、优势互补新
格局，当年实现收益41.8万元。

近两年，村里先后与安徽大学签订了75万元和100万
元的香菇、木耳、豆角、粉丝等农特产品购销合同，不仅打
开了山村农特产品销路，提振了村民种植积极性，也为村
集体经济和农户带来不菲收益。

今年，村里压缩小香薯、土豆种植面积30亩，改种附
加值相对高的黄山贡菊，预计年收入不低于30万元。

致富点子越来越多，梧川的致富路也越走越宽广。
2021年，通过草莓种植采摘收入、收购山核桃、入股分

红等多元化村集体经济收入组合，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
108万元，同比增长93%，领跑长安镇。“特色农业+资产收
益+旅游提成+培训收益”的多元化发展新格局也已形成。

“以红带绿，以绿促农”，梧川村不但摘掉了贫困村的帽
子，还挂牌成为宣城市统一战线乡村振兴同心实践基地，先
后获评宣城市首批乡村旅游示范村、“美丽乡村”省级示范
村、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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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川：红色强村 绿色富民
■本报记者 蒋华

南漪湖畔“金凤”展翅
■本报记者 蒋华

乡村振兴公益行小组在绩溪县梧川村合影。本报记者 金婷婷 摄

旌玉屏粮食专业合作社的优质绿色水稻核心示范片。本报记者 金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