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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头陀镇农村电商通过
“互联网+”发展迅猛，据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1至8月份，头陀镇农村电子
商务农业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实现网络
零售额800余万元。

目前，头陀镇建成农村电子商务
服务站、益农信息社 12 个，覆盖率
100%，农村电子商务为乡村振兴增添
强大动力。

“我们依托头陀镇的高海拔优
势，在西美村流转 120 亩土地种植茶
叶，建成有机茶园，同时建有SC认证
的标准化茶厂，在直播间给广大消费
者介绍茶叶生产加工全过程，通过一

部手机，就能实现年销售茶叶 80 多万
元。”安徽省谋水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介绍。

头陀镇整合17个家庭农场、37个
农民合作社特色农产品和 11 个“三品
一标”认证品牌，利用岳西县电子商
务公共服务中心、益农信息社、“832”
平台、农村淘宝等平台，把头陀镇特
色农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售到千家万
户，助推乡村振兴。

“在安徽科技学院博士团队的带
领下，我和我的农场走进网络销售行
业，目前已建立了企业抖音、快手、
小红书账号，我的农产品实现了线上

线下销售，同时我也成了一个‘网
红’。”岳西县头陀河家庭农场负责人
沈文健乐呵呵地说。

2023 年头陀镇与安徽科技学院紧
密合作，形成“政府+高校+企业”组
成的农村电商培训联合体，头陀镇借
助安徽科技学院的师资力量，开展农
村电商技能培训，不断壮大直播人才
队伍，打造与特色农产品匹配的主播
与团队。同时，利用自媒体、短视
频、电子商务等，不断强化农民自身

“造血”能力，培养了头陀镇6名农村
电商创新、创业带头人。实现了农产
品全环节在线交易、多场景精品推

介、全链条精准溯源、互动式助农惠
农，切实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进入市
场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随 着 “ 互 联 网 + ” 行 动 不 断 推
进 ， 越 来 越 多 的 农 民 拿 起 了 “ 鼠
标”，为农产品插上“电商翅膀”，走
出了一条致富新路。“下一步，头陀
镇将积极推广乡村农特产品品牌，加
强乡村电商人才培养，加快补齐农村
信息、仓储等基础设施短板，着力突
破农村末端物流配送的瓶颈，推动农
村电商发展取得新成效。”头陀镇相
关负责人表示。

（刘会生）

农民拿起“鼠标” 产品插上“翅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辰 通讯员 吴传贵）“农行的掌
银真方便，交学费、一卡通充值一
个手机全都办了，我远在外地也可
以给孩子缴费了，孩子在学校花了
什么钱心里也有数了，让我很放
心”。岳西县汤池中学一名朱姓家长
高兴地说。

8 月 31 日、9 月 1 日正值开学
季，中国农业银行岳西县支行开展

“智慧校园助力开学季”活动，抽调
30名员工分组进驻安庆市大别山科
技学校、岳西县汤池中学、思源实
验学校为学生家长办理银行卡，开
通掌银 APP，手把手教会家长充值
缴费，仅开学两天使用掌银APP充
值缴费达3000余笔，解决了传统缴

费流程烦琐、排队时间长、清算误
差大等问题，为学校、家长、学生
带来便捷的金融服务。

据悉，中国农业银行岳西县支
行抢抓校园智慧化建设机遇，在全
县上线了智慧校园学校 8 所，投入
近 200 万元更新学校食堂软硬件助
力智慧校园建设，实现了使用农行
掌银APP对校园卡的充值缴费，使
用人数将近10000人。

“我们农行开展金融服务进校
园活动，有效解决了学生家长排队
缴费、查账的难题，同时排除学校
财务现金收费及对账的困扰，实现
了学校、银行、家长、学生的深度
融合”。中国农业银行安庆分行网络
金融部副总经理叶尚介绍。

智慧金融进校园 暖心服务开学季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辉） 9 月 11 日，2023 年岳西县
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举
行。

县委副书记、县委网信委副主
任桂稳成宣布2023年岳西县网络安
全宣传周活动启动。县委网信办、
县教育局、县公安局有关负责同志
发言并宣读网络安全倡议书，相关
单位和志愿者通过发放宣传资料、
讲解网络安全知识等方式向周边居
民宣传网络安全知识。

在大别山网络安全教育基地举
办2023年网络安全专题培训，与会
人员参观网络安全科普展厅，了解

相关网络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法
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强国的重要思想概论》 相关内容。
邀请网络安全专家——奇安信 （北
京总部） 技术总监夏坤授课，通过
生动形象的案例，为大家讲解网络
安全知识。

据了解，9月11日至17日，我
县将开展网络安全培训、网络安全
大检查等系列活动，同步举办校园
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
少年日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
活动，进一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增强人民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切实
维护国家网络安全。

2023年岳西县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胡源） 近日，我县温泉镇解放村村
民刘善应在自家田里挖出一把青铜
剑和青铜矛。他第一时间向村镇汇
报，在岳西县文物保护中心的初步
鉴定下为战国时期文物。刘善应毫
不犹豫将两件文物捐赠给县文物保
护中心。

县文物保护中心举办向刘善应
颁 发 文 物 收 藏 证 书 仪 式 。 仪 式
上 ， 向 刘 善 应 颁 发 文 物 收 藏 证
书，并指出，刘善应的这种无偿

捐 赠 的 精 神 值 得 学 习 ， 值 得 倡
导，值得赞扬，岳西文保部门要
收藏保管好这两件重要文物，努
力宣传好岳西的历史，继续挖掘
好岳西的文化。

据了解，此次出土的青铜剑和
青铜矛，经省市专家鉴定所处年代
应为战国时期，其中青铜剑应为楚
剑，这两件器物的出土填补了岳西
县春秋战国时期出土实物的空白，
也有力印证了岳西县地处吴头楚尾
的说法。

我县出土战国时期青铜剑

近年来，包家乡依托红色资源，做
强绿色产业，走出一条“红绿”融合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之路。

初秋的包家乡鹞落坪村虽然没有夏
日的繁华，但仍然有不少外地游客前来
休闲度假。中午时分，红土情客栈王家
福一家忙着不停，为来自南京的客人准
备午餐。地道的农家菜让游客张素华赞
不绝口，据张素华介绍，这是她第二次
来到鹞落坪村，是和旅游团队过来的，
这次住一个星期，这里空气好、吃得也
好，是康养休闲的好地方。

鹞落坪村曾是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
时期红二十八军和中共皖西特委机关驻
地，被誉为“红色鹞落坪”。1935年红
二十八军在河图凉亭坳重建，在转战途
中进入鹞落坪村，见这里崇山峻岭，山
高林密，易守难攻便决定在此建立根据
地。鹞落坪村逐渐成为红二十八军的大
本营和游击中心根据地。

2008 年，红二十八军军政旧址纪
念馆正式开放，家在军政旧址大门入口
的王家福和另一户村民开始在全村率先
办起了农家乐。如今，红二十八军军政
旧址成为全国一百个红色经典景区之一
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王家福的两个儿
子和女儿王芳家也先后办起了农家乐，
每家的年纯收入都在 30 万元以上，王
芳还成为红二十八军军政旧址的讲解
员。据王芳介绍，2023 年军政旧址已

接待游客18万余人，已经超过2022年
全年的接待量，现在农家乐的生意根本
不用愁，在旅游旺季更是一房难求。

除了丰富的红色资源，包家乡全境
还是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生
态旅游资源丰富，空气负氧离子指数平
均每立方厘米2万个单位以上，森林覆
盖率达 95.08%，夏季最高气温 26℃，
是一处天然避暑胜地。

鹞落坪村坚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立
足环境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和

“清凉经济”。目前鹞落坪村共有农家乐
136 户，带动周边群众务工近 300 人，
2023年已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营业
收入超过 3000 万元，鹞落坪村近三分
之一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为了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近年
来，鹞落坪村全力打造“鹞落坪村特色
红色小镇”，共计投入4500万余元先后
实施人居环境改造和沿街农家乐外立面
改造，融入更多“红色元素”，整体提
升农家乐景观和品质。与此同时，还成
立农家乐协会，组建义警队，提升管理
的软实力，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如何赓续红色血脉，在保护生态的
同时，做强产业、推进乡村振兴，是包
家乡各村共同面对的“课题”。

石佛村是传统的茶叶大村，全村建
有高标准茶园 3300 亩，为了提高茶农

收入，石佛村通过多年的探索，以“党
支部+茶叶协会+公司+合作社+农户+
基地”模式，大力实施茶园有机化管
理，打“生态牌”，走“有机路”，取得
了明显成效。

据石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军介绍，一开始推行有机化管理，茶农
是非常不适应的，因为使用除草剂和化
学肥料，省力、省工又省钱。为了推进工
作，减轻茶农在有机化管理过程中的成
本，村“两委”研究决定，茶农购买的除草
机由村里补助50%，茶园需要的菜籽饼
肥也由村里统一采购，并给予40%补助。
同时，为最大限度减少茶叶面源污染，经
征求村民意见，村“两委”决定从2021年
10月1日起，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如今石
佛村的茶叶全部通过有机认证，茶叶品
质得到市场认可。

随着茶叶知名度的不断提高，前来
购茶的客商不断增多，茶农冯金波建起
了石佛山居民宿，打造茶旅融合的成功
模式。

2023 年，石佛村实现人均茶叶收
入 1 万元、户均 3.5 万元的目标，茶农
收入比 2022 年增加了 20%。在谈到未
来发展时，王军满怀信心，他说：“我
们石佛村将持续走‘生态立村、茶旅富
村、有机强村’发展之路，坚持党建引
领、品牌保护、茶旅融合、有机发展，
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实现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
近年来，包家村通过党建引领产业

发展，对效益低的土地、撂荒地等进行
整合，带领村民发展四季豆、甜玉米
等，为乡村振兴不断注入源头活水。为
了确保农产品质量，由村集体统一发放
种子，提供技术指导，同时解决农户销
售的后顾之忧。

“村‘两委’主动到南京、合肥、
安庆等地进行对接，最终与两家超市达
成战略合作，定时、定量、稳定提供农
产品，今年价格稳定、不愁销路，群众
的种植热情高，我们计划明年扩大种植
面积。”包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刘同传高兴地说。

2023 年，包家村共种植四季豆、
甜玉米300余亩，将带动165户农民增
收120余万元。

有了收入，66 岁的残疾人万经和
见人就说：“今年，村里给我带来两大
产业，一是四季豆，二是甜玉米，村里
还想方设法地帮着销售，今年有五六千
元收入，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如今，包家乡立足“红色”“绿
色”两大资源，进一步巩固提升茶产
业、高山蔬菜、红色旅游等优势产业，
在保护中促进发展，在发展中强化保
护，实现了“村村有特色、家家有产
业、户户能增收”。

（汪宏方 叶蓉 方芳）

包家：“红绿”融合谱新篇

近日近日，，在岳西东高在岳西东高
速收费站建设现场速收费站建设现场，，工工
人们正铆足干劲人们正铆足干劲，，抢时抢时
间间、、赶进度赶进度，，加快收费加快收费

站周边绿化站周边绿化、、排水等附排水等附
属工程建设属工程建设，，全力冲刺全力冲刺
1010月份通车目标月份通车目标。。

储翔储翔 摄摄

无岳高速岳西段
即将通车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储翔） 9 月 9 日，2023 年第七届中
国 职 工 足 球 联 赛 选 拔 赛 （安 徽
站） 在我县黄尾镇举行。来自安
徽师范大学、安徽排球学院、蚌
埠医学院等 8 支队伍近 110 名运动
员，共同参加为期 2 天的男子五人
制足球选拔赛，优胜球队将获得
参加 11 月中下旬举行的 2023 年第

七届中国职工足球联赛全国总决
赛名额。

近年来，岳西县大力推进“体
育+旅游”模式，以打造“运动型
城市”为目标，深入实施快乐健身
行动，持续开展篮球、羽毛球、乒
乓球、广场舞、半程马拉松、全民
健身跑等多项赛事活动，形成“月
月有赛事，季季有精品”的局面。

第七届中国职工足球联赛选拔赛（安徽站）在岳举行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云峰 通讯员 陈栋）近日，《文
学皖军年选2022》（上、下册）由安
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胡竹峰、
储劲松、黄亚明等 3 位岳西作家的
散文作品，充分展示了岳西作家强
劲的创作实力。

为推动安徽省文学事业高质量
发展，充分展示“文学皖军”年度
创作成果，促进文学精品创作，按

照安徽省文联部署要求，安徽省
作家协会、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编
选出版《文学皖军年选2022》（上、
下册），内容涵盖 2022 年度发表的
优秀小说、诗歌、散文和非虚构、
文学理论评论。

该年选收录的岳西作家作品
为：胡竹峰的《听音记》，储劲松的

《及物的天堂》，黄亚明的 《幻绿
书》。

《文学皖军年选2022》收录3位岳西作家作品

7月上旬，安徽师范大学赴岳西社
会实践团队来到毛尖山乡板舍村，通
过采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桑皮纸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
柏林，了解桑皮纸的前世今生。

秉承古训 守护古法造纸技艺

据有关史料记载，汉代时期，安
徽地区就开始生产桑皮纸，迄今已有
1800 年历史。有着“桑蚕之乡”一说
的岳西县及周边地区桑树资源丰富，
为桑皮纸制作提供了原材料。

据了解，从王氏家族第一代传承
人王家彩到如今的第七代传承人王柏
林，桑皮纸生产技艺已有 150 多年历
史。“我14岁就开始参与制作桑皮纸，
每一个步骤就如同我的手指一样熟
悉，我制作的每一张纸就像我的孩子
一样。”王柏林兴奋地和队员们交流。

桑皮纸采用纯手工制作，先剥取
桑树皮，晒干后放入水池浸泡数日，
然后手工揉捏让树皮变软，再用石灰
水上浆。二次蒸煮、漂洗、手工挑拣
去杂质。三次漂洗、再去杂质、打浆
后将纸浆放入纸槽，然后用帘架捞
纸。剥桑树皮、浸泡、踏揉、舂烂、
湿压、晾晒、整理，其中工序，全是
力气活。尤其是打浆和捞纸，常常累

得人胳膊都抬不起来。最后榨水，将
复合纸张贴上纸焙，用明火烘，待纸
张干后进行整理修边。用切纸刀切成
规定尺寸，100张纸为一刀，简单包装
后，整套工序就算完成。

精湛的造纸工艺，细腻洁白、拉力
强、耐折度高的内在品质，让人们感受
到桑皮纸文化的博大精深。王柏林造的
桑皮纸更是纤维细密，纹理清晰，百折
不损，是同等产品中的佼佼者。

故宫大修 唤醒桑皮纸千年记忆

秉持着对桑皮纸传承技艺的深深
热爱，从1979年到1998年，王柏林一
直埋头于桑皮纸制作。但是纯手工桑
皮纸制作成本大，耗时长，市场需求
量不大。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手工
桑皮纸行业愈发不景气，王柏林被迫
外出打工。打工之余，王柏林心里又
舍不得放下老祖宗留下的手艺。每天
晚上趴在宿舍的小饭桌上，在练习本
上涂画着，默默地将每道制作工序进
行详细记录，怕桑皮纸手工技艺在自
己这一代遗失了。

2004 年 9 月 14 日的《新安晚报》的
一条新闻《故宫专家来皖急征“桑皮
纸”》再次点燃了王柏林心中的希望。自
2002年起，故宫需要对内部装饰进行修

复，其倦勤斋内通景画的修缮，必须完
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倦勤斋通景
画是全国范围内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的
室内装饰通景画，贴裱在画面背后的是
乾隆“高丽纸”，找到与之材质相同的纸
是这次修复的关键。为了寻找这种材质
的纸，两年来，故宫专家跑遍了国内外
的许多纸张产区，却都没有找到。王柏
林闻讯立即赶回家，连夜检测赶工，将
造出的桑皮纸送往故宫，经专业机构检
测后，正式被选为故宫博物院的专供用
纸。与故宫的合作，让岳西桑皮纸制作
工艺焕发出新的光彩，岳西桑皮纸也因
此声名远扬。2008 年，“桑皮纸制作技
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2009年，王柏林获该项目“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活化创新 非遗传承注入青春活力

“每一道工序都大有讲究的，比
如造纸用的原材料桑树皮，要在每年
的惊蛰之后、清明之前采摘最好，纸
槽用水最好用我们本地的深井水，捞
纸环节，全靠个人经验与多年练就的
手感去把握。”一谈起桑皮纸的制作，
王柏林如数家珍。现在国内外的订单
都有，订单来了，全家人就得没日没
夜地忙碌。但王柏林并不觉得累，只

觉得心里快活，不只是有钱赚，而重
要的是有人欣赏他的手艺。

不仅如此，王柏林桑皮纸制作技
艺的传承还离不开政府的重视和扶
持，岳西县文化馆每年拨付2万元的传
承补助经费。目前，其妻子储小五是
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女婿俞云春是市
级代表性传承人，妻弟储诚炎是省级
代表性传承人，王柏林自己是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一家人都投身于桑皮
纸制作和传承当中。但如何吸引更多
的年轻人从事这一行业，把这一古老
的工艺传承下去，是王柏林常常思考
的问题。

“年轻人现在不是喜欢创业嘛，
还是要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去创新，
做他们喜欢的。”这是王柏林对前来走
访调研桑皮纸文化的年轻人的希望和
寄托，“可以搞搞文创之类的，我是非
常想和你们合作的，也想把自家小孩
能送进你们团队学习。”而对于桑皮纸
文化的宣传，王柏林则表示希望同学
们通过新媒体平台把桑皮纸帮忙推广
出去，使更多年轻人对桑皮纸产生兴
趣，愿意深入了解甚至接替传承，将
古老的非遗文化发展壮大，这将是利
国利民的好事。

（王心琬）

守 得 住 的 手 艺 看 得 见 的 传 承

本报讯 （通讯员 曾嵘） 9月
8日，在第二届安庆市红十字应急救
护比赛中，岳西代表队获得团体一
等奖，另有 2 名队员获个人一等
奖，1名队员获个人二等奖。

本次比赛，全市各县（市）区共计
10支代表队参加，比赛内容包括心肺
复苏、创伤包扎、骨折固定、救护演讲
等。比赛集训以来，岳西代表队领队
和教练精心组织、周密安排，4名队员
充分发扬红十字救护员不怕苦不怕
累的拼搏精神，对照比赛科目要求进
行一次又一次的刻苦训练。比赛中，
岳西代表队精神饱满，赛出了红十字
救护员的风采。在救护主题演讲环

节，岳西县队员丁美玲精彩的演讲荣
获个人一等奖；在创伤救护操作比赛
中，队员刘国新荣获一等奖；在骨折
固定操作比赛中，队员储刘怀荣获二
等奖。

此次大赛是对岳西县红十字救
护员队伍现场急救能力的一次检验，
有效提高了紧急救护水平，进一步增
强了做好救护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据
悉，近年来，岳西县红十字会已经培
养省市级救护员师资 30 余名，培训
初级救护员 1200 多名，开展应急救
护普及性培训近百场，受益群众5万
多人，为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岳西在全市应急救护比赛中获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