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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桃产业：脆桃飘香走出国门
“在脆桃交易中心搬运桃子一天能收入一百多元，另

外，承包的六七亩鱼塘一年还有五六千元收入。”6 月 10

日，六安市金安脆桃交易中心热闹非凡，今年49岁的六安

市金安区张店镇柽树庵村村民汪显宏笑呵呵地向记者分

享脱贫的喜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六安市金安区张店镇

桃产业发展迅速，面积达2.6万亩，年产鲜桃1亿斤，产值

达 2 亿元，大成家庭农场顺应市场发展，在柽树庵村建立

480平方米的脆桃交易中心，年销售6000万斤，产值达一

个亿以上，解决了中小农户卖桃难的问题，同时带动横

塘、东河口、施桥、中店、孙岗、先生店等周边乡镇桃农销

售，还带动裕安区、舒城、金寨、河南固始等相邻县区桃农

前来销售。

“今年脆桃品质和价格较往年都有大幅度提升，平均

批发价格为每斤2.8元，目前日交易额近40万斤，每日交

易额近 200 万元，销往国内福建、辽宁等 30 多个省市，甚

至北上远销至俄罗斯。”金安脆桃交易中心法人代表刘大

成告诉记者。刘大成在周边村招聘工作人员在桃园从事

施肥、除草、剪枝、摘桃、捡桃等工作，每年就业 500 余人

次，每日人均工资80余元，市场繁忙季节分拣工日收入达

120 元、装车人员可达每天 200 元，有效带动了周边群众

增收致富。

江淮果岭：荒山变身为“金山”
六安市独山镇的江淮果岭大观园积极探索“党建+公

司+基地+贫困户”脱贫模式，27600 亩油茶基地，横跨独

山9个行政村，涉及700多农户，整村推进贫困村3个，建

档立卡贫困户 342 户，有 1389 名农民工在公司和合作社

就业。

“2010 年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荒山上全是杂乱林地，

人迹罕至。10年过去，这里的万亩油茶郁郁葱葱，生机勃

勃。”负责人李必琼告诉记者，通过与农户签订土地流转

协议，流转荒山、荒坡、低产林，每亩租金80元，共流转土

地 700 余户、1.3 万亩，每年为周边群众增加财产收入

1700元左右。同时，协议规定30年后油茶园无偿归还当

地农户，合作社实行订单种植，以高于市场价收购的方式

保证农户收益，实现油茶、油牡丹种植的规模化效益。

此外，基地每年吸纳周边群众就近就业 1400 余人

次，每年用工高峰期达 200 余人。贫困户通过在基地从

事锄草、施肥、清沟、打药、采摘等工作，平均每天收入 50

元～100元，实现年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据介绍，江淮果岭大观园还成功注册了“江淮果岭”

“琼婆婆”等系列商标，打造以“一业为主，多业并存；一品

为主，多品共融”的田园综合体，继续扩大万亩油茶基地产

业带动效应，为乡村振兴、农民致富、生态宜居添砖加瓦。

乡村旅游：农民吃上“旅游饭”
画廊人家，是九十里山水画廊重要景观节点之一，位

于张店镇太平桥村，与皖西大裂谷景区、大别山虚谷温泉

度假村隔路相望，是洪山生态旅游示范区的重要旅游服

务集聚区。在完善太平桥画廊人家服务功能过程中，张

店镇启动了“特色美食”“田园客栈”两类农家乐示范户创

建工作，力争突出农家风味和特色主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张店镇已涌现出 15 户具

有示范效应的农家乐，如卧虎山庄的磨盘文化、食为天的

马家食界、皖西人家的书香人家、山水人家的农耕文化

等，其中五星级农家乐 3 家、四星级农家乐 5 家。农家乐

致富不忘乡邻，积极投身脱贫攻坚，通过吸纳贫困就业务

工人员、采购贫困户农副土特产品、吸纳贫困村扶持资金

入股等渠道，助力周边近百名群众增收致富。

“用工侧重于贫困户，根据贫困户特长，为他们提供

合适的工作岗位。同时，采用‘公司+农户’方式，作为松

林岗村就业扶贫驿站，帮助贫困户发展种养业，然后向山

庄提供农产品。此外，向贫困户传授烹饪技艺，如太平桥

村民李和军、马华在山庄学习三年，回家办起了农家乐，

年收入 5 万元以上，彻底摆脱了贫困。”卧虎山庄负责人

姚道明向记者透露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的“秘籍”。

六安：产业扶贫托起村民致富梦
产业扶贫是贫困地区发展的根基、脱贫的依

托，更是长期稳定脱贫的保证。我省六安市精准发

力，聚焦贫困户长期稳定增收脱贫方式，狠抓产业扶

贫全覆盖。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桃产业，打造“江淮果

岭”，发展乡村旅游，着力推进产业扶贫、产业脱贫，

使特色产业成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依托，

“扶”出了贫困群众的幸福生活。6月10日～12日，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

安徽记者走进六安市，揭秘该市产业扶贫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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