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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数月的建设，义井乡车王村土

地增减挂项目安置小区建成，目前正在

进行配套工程施工，水电安装，包括污水

管网、绿化等建设，村民可望在5月底入

住。

走进井乡车王村土地增减挂项目安

置小区，一排排崭新的二层联排独院“别

墅”十分显眼，几名工人正在忙着小区附

属设施施工。该小区以建设生态型新农

村空间环境为目标，一改传统的砖混结

构，全部采用轻钢结构全装配式建造。

车王村党支部副书记王长乐介绍，小区

内房屋分160、120、100、80、60平方米等5

类中户型，共有11栋，安置群众40户。

今年74岁的甄长英老人，原本住着

两间破瓦房，这次通过土地增减挂项目

实施，安置分到了一个 120 平方米的房

子，有四个卧室，上下两层，看着装修好

的房子，老人十分高兴。她说：“没想到

现在能住到这个小别墅，瞧，两层的，够

漂亮，比以前老宅子不知要好多少倍。”

目前，安置小区房子已经分了三分

之二，本月底将全部分完。据了解，轻

钢结构装配式房屋具有个性设计、数控

制造、标准化组装来实现降低人力成

本、减少建筑垃圾、缩短建造周期的目

的，由于房屋由于使用了

新型绿色建材，具有居住

舒适、使用面积大、使用寿

命长等优点。王长乐说：

“ 这 类 房 子 比 传 统 房 子

好，它是绿色环保 ，防震

效果相当好，能防九级地

震，另外冬暖夏凉 ……好

处多着呢。”图为行配套工

程正在施工中。

（杨维礼 董功勋）

车王村民将住上“别墅”

为进一步提高全县信用建设水平，普及信用知识，提高信用意识。4月20

日，部分县直单位在县城长丰路上开展了“联合实施信用奖惩 共建共享信用长

丰”主题宣传活动，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信用长丰主题宣传活动内容丰富

县公管局：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咨

询的群众宣传、普及和解答有关公共资

源交易领域信用奖惩方面的法律知识，

介绍招标投标失信等不良行为对企业、

对社会、对家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共

散发宣传资料200余份，宣传活动达到

了预期效果。

此次宣传活动使群众对公共资源

交易知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营

造了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舆论氛

围。

（黄殷武）

县发改委：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

幅、发放信用宣传手册、设立老赖曝光

台，开展信用问答、摆放诚信展板等方

式宣传信用政策知识、信用联合奖惩措

施、诚信典型案例等，引导个人和企业

“讲诚信，重信用”，现场发放各类信用

宣传资料3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0

多人次。 （陈世聪）

县畜牧水产局：宣传现场，两名宣

传员通积极向过路群众介绍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有关情况及上级有关政策措

施，并与他们进行互动交流，一一解答

他们提出的问题。现场群众表示，这次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宣传活动在长丰县

是第一次开展，使得他们进一步了解了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内容，有利于增强自

身“诚实守信，增强信用”的意识。

（杜银安）

下塘镇韩岗社区油坊组的崔广寿，

从小因意外致右腿残疾，虽然上天对他

不公，但他没因此放弃，反而坚强生活，

辛勤劳作，娶妻生子。在“扶贫春风”的

沐浴下，崔广寿又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走上了创业致富之路。

虽人生不幸，但有个甜美的家庭

今年54岁的崔广寿在小学四年级的

时候一场意外导致右腿残疾，膝关节无

法弯曲。“现在只能站着，不能蹲。”4月11

日，记者在崔广寿养虾基地临时搭建的

板房看到，他的右腿始终斜伸着。作为

一个种田人，四十多年来，犁田播种，秋

收冬藏，十分辛苦；作为一个男人，作为

一家之主，崔广寿在农闲时，当过保安，

打过临工，挣点钱贴补家用。

虽然身有残疾，但而立之时，崔广寿

却迎来了漂亮贤慧的妻子，并为其生了

一个儿子。“儿子从小到大学习一直很优

秀。”说到自己的儿子，崔广寿满心的幸

福和自豪。他说，从小家中贫困，历练了

儿子能吃苦的精神。儿子中考考上长丰

一中宏志班，学费全免，还有生活补贴。

后来考上了安徽建筑大学，当时高出一本

分数线60多分。现在已经大三，懂事的

小崔，还通过勤工俭学减轻家里负担。

自从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

又给了崔广寿无穷的动力。“大学费用

高，我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给孩

子更好的生活。”为了让全家过得幸福美

满，崔广寿起早摸黑，辛勤劳作。由于岁

数比较大，崔大哥只能从农田里找“生财

之道”。

虾稻共养，让他的人生不再“残缺”

随着“扶贫春风”吹遍乡村大地，长

丰县各级扶贫干部进村入户，送来了“扶

贫种子”。

作为贫困户崔广寿迎来了县民政局

包联干部陈浩和选派扶贫韩岗社区工作

队队长郑兆民。“县乡干部对我很关心，

时刻关注全家生活生产。”回忆过去，崔

广寿说，当时他们知道我除了种地，还会

逮鱼摸虾，就带我去庐江县参观学习龙

虾养殖，就这样我的人生迎来新的转折

点。

2016 年 4 月，崔广寿在驻村干部和

韩岗社区帮助下，在韩岗大坝小Ⅱ型水

库周边置换了20亩水田，开始从事“虾稻

共养”创业之路。“老崔想干点事，咱们村

里肯定要想办法给支持。”韩岗社区党支

部副书记陶云坦言，帮他联系机械平整

土地，开沟挖渠，架线铺路，在当年 6 月

20日，崔广寿的20亩“虾稻共养”基地就

放水插秧，投放虾苗。崔广寿从此开始

创业之路。

年逾半百，崔广寿吃住在田头

为照料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早

日出效益，崔广寿把家搬到了田头，在基

地搭建临时板房。记者看到，虽然条件

简陋，但几间板房让老崔打理的干净有

序，客厅、卧室、厨房一应俱全。为人率

真的老崔经常在这陋室接待同行来聊家

常、叙人生。“人活一个精气神，不能窝窝

囊囊。”干劲十足的崔广寿说，虽然现在

还不富裕，但相信通过自己努力一定好

过上好日了。

“虾稻共养就是在稻田四周开挖一

条浅水沟，待秧苗定根后，可投放虾苗。”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崔广寿在聊到“养虾

经”时，十分在行。他说，一般在 2 个月

后，水稻抽穗灌浆时节，龙虾就可网捕。

待水稻收割完毕，晒田消毒，然后灌水，

投放虾苗，为来年准备。投苗以母虾为

主，每亩地在30斤左右，来年春天每亩地

可以捕到300斤成品虾，一比三，可以赚

到 2 倍利润。现在春季成品虾量少价

高，每斤可以卖到30元。

在采访当天，崔广寿十几斤龙虾卖

了 400 多元。加上捕捉的野生黄鳝、泥

鳅，共卖了600多元。“虾稻共养”春秋两

季虾，每年每亩地纯收入在 3000—4000

元。加上虾稻米销售，崔广寿年纯收入

有七八万元。

“虾稻共养”另一个特色产品就是虾

稻米，由于稻田养虾不能施肥打药，所以

虾稻米产量不高，但价格不菲。“去年收

了1.2万斤水稻，都被抢购完了。”崔广寿

说，本想脱壳后再卖，好多人怕卖不到，就

提前抢购了。陶云表示，针对虾稻米热

销，韩岗社区已经统一注册了“韩岗村”虾

稻生态米，统一设计，统一包装，统一销

售，还准备利用电商平台，扩大销售。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农

村将会越来越有大作为。”站在门前，环

顾养殖基地，崔广寿对未来充满了信

心。 （杜刚 王长丰 陈大志）

崔广寿：身残志坚种稻养虾奔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