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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笔者走进淮北市百善镇

道口村，看到一幅村净、景美、人和的美

丽乡村画卷。近年来，百善镇以宜居乡

村美起来、产业发展富起来、文明乡风树

起来为目标，以生态整形、以产业塑骨、

以文化铸魂，“内外兼修”，全面激活乡村

发展潜力，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

百善镇集江南水乡、田园风光、自然野

趣于一体，打造网红直播基地，加强旅游整

体宣传营销，已成都市居民回归自然、享受

自然、休闲旅游的胜地。在柳孜文化园，以

马鞭草为主，辅以白芍、牡丹、月季、粉黛乱

子草等其他 20 多种花卉，并种植玉兰、银

杏等 50多种优质树种，形成观赏价值极高

的生态林等，随处可见错落有致的花草树

木，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好风光。

在百善镇，不仅有柳孜文化园景观，

还有水立方公园、孝文化广场等也是居

民健身休闲好去处。

一系列项目的实施带来了乡村面貌

的改观，村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如今

的百善镇，公共资源配备逐步完善，城镇

化布局与形态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潜力

不断释放，乡村功能和宜居性稳步提升，

加快了百善镇“高素质、高颜值特色发

展”建设，打造了宜居宜乐的生活环境和

宜商宜业的营商环境。

（宋来阳 张明菊）

“内外兼修”打造宜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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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文 史悦

近日，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

记者奔赴明光市、定远县等地，在田

间地头、厂房车间蹲点调研，围绕乡

村产业、乡村治理、乡村人才等焦点

问题，记录下一个个生动故事，描绘

安徽乡村振兴的时代新貌。

村民如何致富？
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4月10日，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全媒

体记者来到了明光市管店镇，在该镇

育苗大户何正东的 800亩育苗基地里，

一个个大棚内热气腾腾，甜叶菊苗挤

挤挨挨，一边享受着“桑拿”，一边舒展

着“枝叶”。

这两年，饮料市场涌现了一批零

糖零脂产品，其中无糖却又极富甜味

的“配方”便是甜叶菊糖苷。“甜度是

蔗糖的 300 倍，热量却只有蔗糖的三

百分之一，是一种具有开发价值的天

然蔗糖替代品。”管店镇镇长宣德锋

望着眼前成片的育苗大棚自豪地说，

每年全国超过三分之二的甜叶菊苗

都出自这里，因此该镇被中国甜叶菊

协会誉为“中国甜叶菊育苗第一镇”。

为推动甜叶菊苗规模化种植，管

店镇引导建立“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种植模式，发展订单式农业。“合

作社将大棚租赁给农户，由农户负责

日常管理。育苗完成后，合作社对菊

苗进行订单回收。”何正东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一亩菊苗收入3万到5万元，纯

利润达 2 万元。合作社共有 73 户农

户，每户年收入28万元左右，纯利润15

万元左右。

据统计，2022 年，仅甜叶菊育苗

一项，管店镇便实现销售收入 1.5 亿

元 ，户 均 增 收 18000 元 。 全 镇 约 有

1500 户从事甜叶菊育苗、种植，带动

3000 人通过育苗务工增加收入。

在定远县藕塘镇，带动村民发家

致富的，同样是土特产产业。藕塘镇

独特的沙质土壤尤其适合花生生长，

年种植花生 1万多亩，年销售花生 5万

吨以上，是皖东地区最大的花生集散

地。记者在该镇看到，10 多栋标准化

厂房整齐排列，伴随着机器轰鸣，炒熟

的花生拌入糖浆，经过流水线操作，变

成了花生糖、花生酥等美味零食。这

便是藕塘花生产业园，正是在这里，一

粒粒花生米完美实现“七十二变”，身

价倍增。

产业发展好不好，关键看联农带

农成效。在定远县仓镇产业园，记者

了解到 ，产业园创新采取了党建引

领、村企联建的新模式，即由 6 个村

利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共建标准化厂房，实行固定资产

“入股分红”。2022 年，产业园共带动

6 个村集体经济增收 270 余万元，这 6

个村都得以实现村集体收入百万元

的目标。

据悉，定远县已建成 14个乡镇产

业集中区。截至目前，14 个集中区的

39 个扶贫（衔接）项目，累计带动 1114

人增收。

村庄如何治理？
村民自治值得期待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

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

群众积极性、变群众为“站着看”为“主

动干”，是各地面临的最大难题。在明

光市，记者了解到，该市以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为突破口，探索打造的“低成本、

可复制、可借鉴”的“陆郢模式”，入选

国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标准化试点，

也为时下乡村治理提供了一个样板。

4 月 11 日，记者在明光市苏巷镇

陆郢村民组蹲点调研中看到，村内道

路十分整洁；家家户户门前屋后，一

方小院几亩地，种满了桃树、樱桃树，

微风拂过，阵阵清香。村民理事会会

长曹士庆指了指小院香樟树上挂着

的一块牌子——树下议事点，打开了

话匣子：“这里就是我们理事会和村

民经常议事的地方。只要是对全村

村民有利的，就要坚决落实到底。”

曹会长说，以往的陆郢是典型的

“三乱三多三没有”：污水乱排、垃圾

乱堆、杂草乱生，废弃房屋多、废旧猪

圈多、简易旱厕多，没绿化、没路灯、

没生机，人居环境整治迫在眉睫。是

等着政府还是自己先干？2015 年，村

里成立了整治环境群众理事会，曹士

庆被推选为会长。砍杨树、拆猪圈、

修道路……在村民理事会带领下，陆

郢人居环境整治轰轰烈烈地展开，村

庄面貌焕然一新。在此基础上，理事

会引导村民利用房前屋后空地种植果

树、发展经济林，改善村庄环境的同时

也增加了村民收入。

近年来，明光市全域推广“陆郢

模式”，先后打造了涧溪镇侯胡郢、腰

庄、三界镇南岗等示范点 147个。

在涧溪镇鲁山村侯胡郢村民组，

村党支部副书记杨保怀感慨地说 ：

“2019 年为了垫路基，全体村民上山

捡石头，中午都不回家，盒饭送上山，

直到把路修好。”

“老百姓怎么这么‘听话’呢？”

面对记者的疑问，杨保怀拉着记

者来到村里的广场上说：“刚开始也

不听啊，砍杨树，拆猪圈都不愿意。

这个广场原来是我哥哥、弟弟的 6 间

老屋，扒完后把宅基地无偿送给村里

建了广场。村干部带头、理事会（成

员）带头，老百姓才会理解支持。”

除此之外，还要让老百姓享受到

实实在在的好处。

“ 去 年 侯 胡 郢 家 家 户 户 都 分 了

1000 多块钱，总共分红十六七万元。”

杨保怀告诉记者，环境提升后，村里把

闲置农房、塘坝等对外出租，老百姓都

受了益。

在陆郢，逢年过节回村的人越来

越多了。有的年轻人还主动加入理事

会。“只要坚持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群众最终会被这种真情打动，实现良

性循环。”曹士庆说，村民理事会要避

免成为“摆设”，这是最大“法宝”。

乡村谁来振兴？
人才问题亟待解决

2022 年，中年汉子梅其飞决定返

回家乡定远县藕塘镇。

梅其飞原在合肥一食品企业上

班，听说家乡建了产业园就回了家，

在藕塘花生产业园一企业担任生产

厂长。4 月 11 日，梅其飞站在车间里

告诉记者：“现在上班离家近，能就近

照顾父母，工作也很有空间，比在外

面打工更安心。”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记者在明光市三界镇郑岗村南

岗组调研时，正值傍晚时分，晚霞映

照在茶园上，勾勒出一幅生动唯美的

乡村振兴图景。

望着眼前的美景，张华菊更坚定

了内心深处的想法：“这样好的风景，

这么好的土地，我一定要做出最好的

产品给大家。”张华菊原来在江苏经营

茶叶生意，4年前回到南岗流转了 300

亩荒山种植白茶。“我从安吉引进白茶

新品种，4 年没打过一回除草剂，全人

工除草。”张华菊告诉记者，茶叶年产量

只有七八百斤，但在江苏市场供不应

求，“我相信，好的东西一定不愁市场。”

在侯胡郢，同样有个执着的“工

匠”新农人——卢家酒坊的卢炳战。

卢炳战告诉记者，他只做纯粮酒，用

高粱、豌豆、绿豆酿造。“纯粮酒酿好

后一定要窖藏 3 年才能拿出来卖，每

年产量很小，但是我们一定要保证酒

的品质。”卢炳战说。

发展农业、振兴乡村，需要一批

批具有工匠精神、能够扎根农村的

“土专家”“田秀才”、农业职业经理

人，在培训本地人才的同时，还要广

下“英雄帖”引进人才。

记者从滁州市委组织部获悉，该

市已启动实施“满天星人才计划”，大

力推进招才引智“十大举措”3.0版，推

深做实青年俊才“新星工程”。今年 2

月，该市启动“千企百校”高校毕业生

大招引活动，先后赴 50多所高校开展

150 多场才企对接会，组织 20 名高校

就业处长滁州行活动，与 20多所高校

签订“人才合伙人”协议。目前，2.2万

名大学生有意向到滁州就业。

“我常常想：乡村振兴，搞产业也

好、整环境也好，这一切的终极目标

是什么呢？是人！就是为了把人才

留在家乡 ，把人才引进乡村广阔天

地。”在三界镇南岗村，镇党委副书记

徐乃正望着夕阳下的一片老屋若有

所思地说：“现在我们想学侯胡郢征

收闲置农房都难了，有的村民想自己

回来做民宿，有的想留着自己养老。”

他顿了顿，又说：“这也是好事！只要

有人，乡村就有希望！”

明光明光、、定远等地围绕乡村产业定远等地围绕乡村产业、、人才人才、、治理等方面发力治理等方面发力——

蹚出乡村振兴新蹚出乡村振兴新路子路子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要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产

业兴旺是重要基础，也是解决农村问

题的前提。今年，省委一号文件强调，

在乡村发展方面，做好“土特产”文章，

重点在深挖乡村产业特色、加快推进

产业融合、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和创新

联农带农机制上下功夫。记者在蹲点

调研中发现，明光市的甜叶菊小镇和

定远 14 个乡镇产业集中区的建设，正

是对做好“土特产”文章的有力诠释和

生动实践。从调研情况来看，做好“土

特产”文章，我省具有先天禀赋，各地

也已铆足了劲、拉满了弓，安徽“土特

产”文章必将大放光彩。

让 乡 村 成 为 生 态 宜 居 的 美 丽 家

园，事关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而要建设好美丽乡村，不仅要回应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更要实现乡

村共建共治共享。明光市的“陆郢模

式”告诉我们，在乡村发展中群众并非

旁观者，只要真情投入、工作细致，做

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效果让群众检

验、成效让群众受益，广大农民群众就

一定能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靠人 。

不少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善于培育高

效优质农产品，以延长产业链、价值

链，他们的加入，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

劲动能。今年省委一号文件提出，要

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实施科技下

乡、能人返乡、青年留乡、企业兴乡“四

乡工程”，组织引导各类人才到基层一

线服务。以产带兴，以人为本，真正抓

住了乡村振兴工作的“牛鼻子”，相信

会有越来越多的返乡人会像张华菊一

样，对乡村的未来充满信心。

当前，“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

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省人民将

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首要任

务，衔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良好

开局。

深耕细作，做好“振兴答卷”
张玉芳

夏季将至，位于滁州市琅琊区的知

名品牌饮料公司的健康饮料生产线日渐

忙碌，装瓶、打包、封箱……一瓶瓶气泡

水、乳茶饮料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近年来，琅琊区围绕“农头工尾”，将

本地产出的特色水果、蔬菜、奶类等，通

过产地冷链保存运输，直接供应饮料加

工企业，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为农

产品精深加工找到了新出路，农业产业

发展呈现出产品结构多元化、生产技术

现代化、产业发展规模化、品牌定位高端

化的良好态势。同时做大传统产业能

级，延伸优势产业链条，培育产业多元发

展，丰富农业产业层次，用产业化推动结

构调整，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链条向下游

延伸，一手抓“田间地头”增产增效，一手

抓“市场端头”导向延伸。

在 田 间 地 头 ，该 区 开 展 耕 地“非 粮

化”整治，提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累计

投 资 1.53 亿 元 建 设 高 标 准 农 田 7.2 万

亩，实施“菜篮子”保供种植 2.28 万亩。

推 广“ 公 司 +农 户 ”“ 公 司 +合 作 社 +农

户”等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引导龙头

企业与基地农户实施订单农业 1 万亩，

推广合作制、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组

织形式和“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农企

利益联结方式，实施耕地“大托管”，流

转土地面积 4.6 万亩，亩均增加农民财

产性收入 500 元。

（阎良辰 刘鹏飞）

“农头工尾”促产业振兴

4 月下旬，宣城市旌德县柳溪村 1156

亩白茶基地刚刚结束繁忙的采茶季。3

月下旬以来，基地负责人熊来生一直在

“连轴转”，疲惫却又难掩喜悦：“今年茶

叶效益非常好，供不应求，茶叶刚做好就

被客商拉走了。今年总产值预计能达到

2300 万元。”

好的效益给了熊来生极大信心，他

打算再流转村里 3600 亩山场，用于发展

林下经济，种植黄精等。熊来生能顺利

快捷地流转山场，得益于柳溪村的“两山

银行”运营模式。

2021年 8月，柳溪村在全省率先挂牌

成立“两山银行”，将农户闲置的山场、水

田等存入“银行”，形成资源、投入市场，让

有经验有实力的大户来搞经营，并发给农

户生态资源受益权证，实现资源变资本、

农户当股东、资金变股金、收益加分红的

“企业、集体、林农”三赢模式，探寻符合当

地实际的乡村产业振兴道路。

“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

柳溪村成功“唤醒”了沉睡的生态资源,

也一跃成为全县经济强村。

（叶志天）

“两山银行”带来好收益

4 月 19 日至 20 日，全国农田建设暨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现场会，在无

为市高标准农田万亩示范区召开。近两

年，无为市共投资 20.57 亿元，建成高标

准农田 111.29 万亩，建成超万亩以上的

项目区达 53 个，为做好“粮头食尾、农头

工尾”增值文章打下了基础。

在该市开城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项

目区内，投资 2000 万元的安徽农业大学

无为乡村振兴产业研究院已整体建成，

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试验竞相开

展，智慧“芜湖大米”万亩园、全国油菜绿

色高质高效千亩示范方、优质专用水稻

规模化种植片、省精耕细作高产示范点

落地生根，绿肥种植、农药化肥减量增

效、无人机飞防、侧深施肥等一批高效栽

培技术正全面推广。通过农田基础设施

改善和农业科技带动，该项目区亩均流

转价格增加 150 元，亩均粮食增产 60 公

斤，全年新增粮食产能 285 万公斤，农民

增收 465万元。

近年来，无为市大力实施品牌强农

战略，先后培育“一村一品”特色产业示

范村镇 84 个，其中国家级“一村一品”示

范镇 1 个，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 2

个；培育省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1 个，打

造区域公用品牌 2个，认定地理标志农产

品 2个。 （许瀚文 范袆杰）

无为科技兴农有作为

近日，六安市裕安区西河口乡食用

菌种植基地负责人杨兵说，羊肚菌头天

下午装车，第二天就能摆上上海、杭州、

苏州等地的餐桌，丰富了他们的“菜篮

子”，富裕了咱们的好日子。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西河口

乡是典型的山区乡镇，耕地少，传统农作

物种植规模有限，如何破解产业发展难

题，是当地干群的头等大事。“有劣势也

有优势，生态环境就是我们推进产业兴

旺的最好资源。”西河口乡党委委员陈银

凤说，西河口乡光照充足、雨水充沛、土

壤酸碱度适宜，生态环境非常好。据此，

2022 年 6 月，西河口乡通过招商引资，在

郝集村建设食用菌种植基地，踏上了产

业振兴之路。

西 河 口 乡 潘 岔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曹 继

柱一有空闲就去察看村里油茶林套种的

黄精长势。2017 年以来，村“两委”利用

该村山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适宜本村

的特色种植养殖业，逐渐形成了以油茶、

瓜蒌、蜗牛等为代表的支柱性产业，村民

收 入 不 断 增 加 ，村 集 体 经 济 也 愈 发 壮

大。2022 年潘岔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54.1

万元。

（李立胜 王怀明）

好生态强了村富了民

“现在农闲，本来想去城里找工作、

打短工呢，正好市人社局今天到俺村里

开招聘会，帮忙介绍了一个灵活就业岗

位。”界首市邴集乡赵大庄村郭曹寨村民

孙大姐说。

近日，为帮助广大群众尽快就业，实

现稳岗增收，也为了解决企业用工慌、用

工难问题，邴集乡联合界首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界首市惠民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在邴集乡开展巡回招聘会，

提供“招聘到村、送岗上门”服务。

招聘会现场，工作人员为前来应聘

的村民发放了招工信息表，耐心细致地

介绍了企业和工厂情况、工作环境、薪酬

福利、岗位要求等，并为求职者答疑解

惑，全力帮助大家实现就业愿望。

在邴集乡赵大庄村，为让村民拥有

一技之长、方便村民创业就业，界首市技

工学校还为村民开办了为期 5 天的“新徽

菜·名徽厨”板面培训班，通过理论讲解、

现场操作的形式，让大家熟练掌握了板

面的制作技能。

笔者从邴集乡社保所获悉，界首市

技工学校将持续在邴集乡开展培训活

动，还将在邴集乡三和村开设母婴班，在

东张村开设烹饪班，在提升村民专业技

能的同时，更提升村民的就业竞争力和

成功率。 （孙占锋 殷 悦）

“送岗上门”助安居乐业

·短评·

题图：涧 溪 镇 鲁 山 村 侯 胡 郢 村

民组。 顾亦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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