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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在望江县太慈镇新岭村的
1200亩芡实种植基地里，绿意盎然的
芡实叶铺满水面，村民们穿梭其
间，忙着除草、调控水位、防治虫
害，精细化管护为冬季芡实丰收筑
牢根基。芡实生长期长达9个月，从
6月陆续开花到12月采收，每一个环
节都需悉心照料。当前，基地通过
科学管理确保植株健康生长，预计
亩产量稳定在200至300公斤，每亩
产值可达4000元。基地常年带动30
余名村民就业，让大家在“家门
口”实现增收致富。从晨光熹微到
暮色四合，田间忙碌的身影见证着
芡实成长。当冬风掠过田野，饱满

的芡实将带着盛夏的耕耘，化作村
民手中的“致富果”，为新岭村的产

业振兴画卷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园园 方亚群 高圆圆）

望江新岭村：芡实遍芳塘 村民管护忙

近日，记者走进望江县回龙街道回
龙社区的田间地头，到处是热闹的夏
收、夏种景象。

种粮大户徐结海刚收割完油菜，又
忙着种棉花和玉米。“这些都是回龙街
道找回的耕地，我租了200多亩来翻
耕复种。”徐结海2024年秋季种下的
油菜，2025年迎来大丰收，油菜亩均
产量达400多斤，这让他耕种的信心
更足了。

“这些土地虽已荒废多年，但政府
部门对其进行了全面翻耕，并修缮了沟
渠，我们都非常愿意进行耕种。”蔬菜种
植大户陈学晨也在回龙社区租赁了100
多亩恢复的耕地，2024年种植的小麦，

在收割后又种下了冬瓜。“这种青皮冬
瓜，在5月种植，到10月就能采收，每亩
产量可达1.5万余斤。”陈学晨说。

回龙社区热火朝天的耕地复耕复
种景象，正是望江县积极推进耕地保护
工作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望江县以
耕地保护为笔，以科技赋能为墨，在
辽阔的田野上奋力书写“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的时代篇章，成功开辟了
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升级、民生改善
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面对城镇化进程中耕地“非农化”
和“非粮化”的挑战，望江县创新性地运
用“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技术——通过
卫星遥感锁定闲置地块、无人机巡查进

行精准复核、网格员实地核查，构建起
坚实的耕地保护“智慧防线”。在凉泉
乡柴场圩，政府投入1200万元实施水系
综合治理工程，成功将800亩芦苇滩改
造为旱涝保收的优质麦田，亩均增收达
800元；太慈镇红庙村则通过“机械联
合作业+土壤改良”的方式，使60亩杂
树荒坡转变为高产玉米田，土地复垦率
高达100%。这些“复活”的耕地，已然
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新粮仓”。

望江县在全面推进耕地找回工作
的同时，还着力做好找回耕地的“后半
篇文章”，确保耕地“既能找回，又能耕
种”，以此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凉泉
乡团山村采用“村集体流转+企业订单”
模式，规模化种植300亩黑参，并与亳
州药企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农户通过

“租金+务工+分红”的方式，年均增收2
万元。赛口镇九华村则建成500亩蔬
菜基地，引入净菜加工生产线，将上海
青、萝卜等蔬菜直供长三角地区商超，
带动30余名村民就业，年产值突破600
万元。这些成功案例有力印证了“土地
活—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

自2023年以来，望江县累计恢复
耕地4万余亩，新增粮食产能逾2000万
斤。在这片重焕生机的沃土上，科技
与传统交相辉映，生态与产业协同并
进，农民与乡村互利共赢的壮美画卷
正缓缓铺展。

（查灿华 陈明星 胡蕾）

望江：做好找回耕地“后半篇文章”

2025年以来，望江县长岭镇创新
农业发展模式，巧妙利用辣椒基地旁的
闲置塘堰，翻挖鱼塘养鱼，不仅为辣椒
灌溉找到了绿色可持续的水源，还开辟
了新的增收渠道，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
济协同发展的新路子。

近日，记者走进长岭镇南台村沙嘴
片辣椒种植基地，只见一排排整齐排
列、长势喜人的辣椒植株在微风中轻轻
摇曳，宛如大地精心绘制的油画。在辣
椒基地旁边，新翻挖的鱼塘波光粼粼，
鱼儿在清澈的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不
时跃出水面，溅起晶莹的水花。

“这片辣椒基地原来距离水源地较
远，浇灌成本高，而且干旱季节用水难
以得到充分保障。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同时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率，2025年
年初，村里经过多方考察和论证，决定
把辣椒基地旁边一闲置多年的荒塘翻
挖作为鱼塘养鱼。”辣椒基地负责人王
娟娟说，新翻挖的鱼塘占地面积60亩，
深度近3米，预计蓄水量达 12万立方
米。鱼塘紧邻100亩的辣椒种植基地，
通过配套建设的智能灌溉系统，可直接
将塘水输送至基地。

“鱼塘里的水经过鱼类的活动和微
生物的分解，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这些
水用于灌溉辣椒，就像给辣椒施了天
然的有机肥，不仅能满足辣椒生长所
需的水分，还能改善土壤结构，提高
辣椒的品质和产量。”王娟娟满脸自豪
地说道。另据介绍，这种“挖塘养鱼+
辣椒灌溉”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不
仅在灌溉方面成效显著，在增收方面

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鱼塘里养殖
的鲢鱼、草鱼、鲫鱼、胖头鱼等品种
的鱼类，以其鲜美的肉质和健康的品
质，受到市场广泛欢迎，将为基地带来
可观的经济收入。

“我们养的鱼不喂饲料，主要吃水
中的浮游生物和基地里的一些有机废
弃物，这样养出来的鱼口感好、营养价
值高。而且，鱼塘和辣椒基地相互促
进，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生态循环系统，
既节约了成本，又增加了收入，真是一
举两得。”正在鱼塘边忙碌的工人胡才
伢笑着说道。

此外，“挖塘养鱼+辣椒灌溉”的生
态循环农业模式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
业。从鱼塘的开挖、鱼苗的投放，到辣
椒的种植、管理和采摘，以及日常的鱼

塘维护和销售等工作，都需要大量的劳
动力。“以前农闲的时候，我们只能在家
闲着，没什么收入。现在好了，在基地
干活，既能照顾家里又能挣到钱。”在基
地工作的村民刘的良高兴地说。

“把一些废弃的塘堰重新翻挖养鱼
同时为基地灌溉的创新模式，是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有益探索和实践，它不仅有
效解决了农业灌溉用水难题，提高了农
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还促进了农业产
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的活力。”长岭镇副镇长詹庆华说。

下一步，长岭镇将广泛推广这一模
式，进一步优化水资源利用，探索更多

“农业+生态+文旅”的融合发展新路径，
让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

（檀春红 许娟）

望江长岭镇：生态循环种养助增收

近日，望江县雷池镇华莲路（雷
江段）迎来最美花期，道路两侧格桑
花、波斯菊竞相绽放，形成两条绚丽
生态花带，成为乡村颜值新亮点，吸
引过往行人驻足观赏。

今年，雷池镇结合人居环境整
治，在华莲线公路实施“花海长廊”
工程。在公路两侧绿化树间隙补栽栀
子花树，并播撒格桑花、波斯菊籽。
入夏后，红、粉、白三色格桑花渐次

盛开，与民居、绿树相映成趣，勾勒
出一幅“车在花中走，人在画中游”
的田园美景。

“花海长廊”不仅提升了乡村生态
颜值，更激活了文旅发展新动能。漫
步花带间，田园风光尽收眼底，为乡
村旅游注入新活力。下一步，雷池镇
将持续推进生态景观与乡村产业融合
建设，致力乡村更美、村民更富。

（项守兵 沈凡）

望江雷池镇：鲜花扮靓乡村路

近日，望江县雷阳街道鹤庄村朱家下
屋的双季茭白种植基地迎来丰收。新鲜采
收的茭白，当天就能通过冷链运输，快速抵
达九江、合肥等地的农贸市场和商超。据
悉，该基地亩产茭白达8000斤，亩产值1.5
万元。历经七年深耕，这片100余亩的茭白
田，已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聚宝盆”。

叶磊 朱宏强 方亚群

望江鹤庄村：茭白采收忙 “茭”出丰收卷

芒种时节，望江县华阳镇计渡村
的菱角种植大棚内，嫩绿菱角藤在清
澈水面肆意舒展，叶片如翡翠般错
落漂浮，勾勒出一幅别致的“水上
田园”图景。大棚种植的核心优势
在于精准调控温湿度与光照。菱角

生长初期，通过温控技术实现提前
播种发芽，较露天种植提前30天以
上进入市场。在市场尚处于“菱角
空窗期”时，计渡村的鲜嫩菱角便
成为“抢手货”，批发价达每斤6元
至8元。目前，计渡村菱角种植面积

达 80 亩，亩产量稳定在 3000 斤至
4000 斤，每亩纯收入超万元。如
今，一汪汪波光粼粼的大棚水面，
不仅是夏日里的“绿色银行”，更是
乡村产业振兴的生动注脚。

（吴园园 方亚群 方军）

望江计渡村：大棚里的“反季魔法”让清甜菱角“早来一步”

在望江县鸦滩镇古炉村，71岁的
叶结毛正用篾刀灵巧地将竹片削成薄
篾，专注编织簸箕。破竹、去节、分
层、削篾、编织、收口六道工序，
每一步都凝聚着他对品质的执着追
求。编织时，“挑一压一”的传统技
法信手拈来，在关键部位，“绞丝

编”“人字编”等复杂手法更是运用
自如，确保成品平整紧实。凭借多年
经验，他练就“手感量尺”绝活，仅
凭触摸就能精准判断竹片厚度。从青
葱少年到白发苍苍，叶结毛已在竹编
技艺上坚守50余年。在古炉村，还有
数位与他一样的老篾匠，他们用布满

老茧的双手，将簸箕、筛子等生活
器具，变成记录乡村变迁、传承文
化根脉的鲜活载体。岁月流转，他
们用匠心守护传统，让古老的竹编
技艺焕发顽强生命力，成为乡村文
化传承中一道动人的风景线。

（吴园园 陈子丹）

望江古炉村：指尖竹韵 匠心守艺

近日，望江县杨湾镇丰大村的西
瓜迎来“甜蜜丰收季”。走进丰大村
标准化瓜棚，浑圆饱满的西瓜掩映在
藤蔓间，瓜农们穿梭在大棚内忙着采
摘、装筐，一派丰收景象。据了解，

丰大村西瓜种植面积约10亩，2025年
预计产值可达11万元，除去地租、人
工、肥料等成本，每亩净利润约5000
元。西瓜产业的发展不仅让土地焕发
出新的生机，也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收益，通过“产业+就业”的模
式，为周边村民提供就业岗位，目
前，西瓜产业已带动了周边5名村民
就业，人均年增收8000元左右。

（朱洋帆）

望江丰大村：西瓜抢“鲜”上市 农民收获“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