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2月，2022年中央一号

文件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

19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

号文件。

文件要求牢牢守住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

条底线，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

织领导作用，扎实有序做好乡村

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

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

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中央一号文件，是安徽省加

快乡村全面振兴的纲领性文件。

守住防返贫底线——安徽乡
村振兴的基础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决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让脱

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是底线，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安徽

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

首要任务，将农村低保对象、农村

特困人员、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

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

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

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人口等四类

人群作为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对

象，严格落实“四个不摘”，确保脱

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提升。

“针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及时

开展针对性救助帮扶，切实做到凡

困必帮、应救必救、应保尽保、应兜

尽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底线。”省乡村振兴局负责人表示。

为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1年

以来，针对国家层面出台的衔接

政策，安徽省已配套出台43个政

策文件，有序做好政策衔接。

产业振兴——安徽乡村振兴
的首要任务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聚焦产业

促进乡村发展，持续推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一只白鹅可以卖到200多元，

净赚100元，很多养殖户通过养鹅

致了富。”在六安市裕安区固镇镇，

养鹅大户江卫军欣喜地说。皖西

白鹅是当地地理标志产品，也是群

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裕安区作

为皖西白鹅中心产区，养殖规模超

320万只，羽绒制品加工企业超60

家，已经形成白鹅养殖、屠宰、羽绒及

羽绒制品加工等完整的产业链。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六安市

着力加强茶叶、中药材、油茶、畜

禽等优势主导产业发展，促进农

村产业提档升级。“乡村振兴，关键

要把农业产业做大做强。”六安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汪能武介绍，六安

市牵住产业振兴的“牛鼻子”，围绕

主导产业，扩大规模，提升品质；提

升农产品加工能力，延伸链条，提

升农产品附加值；加快园区建设，

培育和引进龙头企业，推进乡村产

业集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安徽
乡村振兴的使命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今年中

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牢牢守住国

家粮食安全这一底线，要求“全力抓

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粮食安全是关系国运民生的

‘压舱石’，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

基础。”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卢仕仁

接受采访时介绍，去年安徽省坚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生产

年年要抓紧，面积、产量不能掉下

来”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主动扛稳粮食安

全政治责任，粮食总量再创新高，

实现“十八连丰”，超额完成国家下

达的粮食生产目标任务，为全省经

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支撑。

卢仕仁表示，作为粮食主产

区和5个粮食净调出省份之一，

安徽落实粮食安全责无旁贷，将

按继续立足“稳产量、提品质、增

效益”工作思路，加快实施“两强

一增”行动，不断提升保障粮食安

全的能力和水平。

据悉，今年安徽省在科技强

农方面将重点实施农业“四新”科

技成果转化行动等6大行动；在

机械强农方面重点开展优势产业

集群壮大行动等6大行动，力争

到2025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提高到67.5%，主要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5%。

让美丽家园更宜居——安徽
乡村建设的归宿

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拿出一个

篇章，部署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

设，让广大农民的家园更宜居。

文件指出，要“落实乡村振兴为

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

要求”，乡村建设行动要因地制宜、

有力有序推进。

据了解，目前全省已建和在建

美丽乡村中心村累计9598个，其中

省级中心村6558个；建成美丽乡村

中心村8290个，其中省级中心村

5791个。

到2025年，安徽省将以农村

厕所革命、生活垃圾治理、污水治

理、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努

力实现美丽乡村“441”建设目

标，即建设4000个左右美丽乡村

中心村、40000个左右美丽宜居

自然村庄，提升1000个左右乡镇

政府驻地建成区建设水平。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农村社会

事业促进处负责人表示，将尊重农

民意愿，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做得更细致，分类推进、分类施策，

坚决杜绝形式主义，确保把民生事

办得更合民心民意。 用“绣花”功

夫建设美丽乡村，打造徽风皖韵美

丽乡村升级版。 （文/沈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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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阜阳广播电视台在阜阳市颍

州区马寨乡李仲尧村拍摄纪录片《如果

树会说话》，展现返乡青年的创业故

事。这是省广播电视局“百村记录计

划”的一部分，正在按该计划组织全省

各地广播电视台拍摄乡村纪录片，展现

我省乡村全面振兴的奋进历程。

“皖美呈现——影像安徽记录计

划”为省委宣传部2022年度“全省重点

文艺项目”。从今年开始，“皖美呈现”

计划聚焦乡村振兴主题，推出“百村记

录计划”，准备在5年时间里，真实记录

我省100个乡村的前世今生、变迁发展

与振兴步伐，让广播电视文艺创作充满

乡音乡情，让广播电视事业深度融入到

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中。

首批“百村记录计划”收集全省村

落选题23个。从5月起，省广播电视局

组织创作专家指导组分赴各创作一线，

深入田间地头，全面指导各市创作采

风。安徽广播电视台在黄山市黟县宏

村拍摄纪录片《“灯火”里的宏村》，合肥

广播电视台在合肥市巢湖市柘皋镇汪

桥村拍摄纪录片《汪桥之畔》，亳州广播

电视台在蒙城县薛庙村拍摄纪录片《那

人，那村，那河》……从产业振兴到文化

振兴，从人才振兴到生态振兴，“百村记

录计划”正在为全省乡村振兴打造一座

详实的影像资料馆。

（稿件来源：安徽日报）

“百村记录计划”展现乡村振兴历程

从昔日因炸山开矿满目疮痍，因无视环保污水

横流让人“逃亡”之地，到如今宜人宜业宜居之地，

浙江省湖州市辖区众多村庄实现了蝶变，新川村是

其中之一。

苦则思变
浙苏交接之处的湖州市长兴县煤山镇新川村，

2008年由张坞、楼下、邱坞和涧下四村合并而成。

地处山岕之间，自然地少山多，人均耕地不足

三分，且耕地大多还在离家几公里之外的地方，需

要肩挑手提。农忙时节，往往天还没亮就出发，傍

晚才回家，且多是负重前行，疲惫不堪。

除了耕地，一望无际的竹山曾是新川村民的希

望，家里的油盐钱，基本是靠出售竹子或竹笋。但

挑肥料上山、翻竹林地、施肥、砍毛竹和挖竹笋等，

每一样都是体力活，都需翻山越岭。

苦则思变，新川人民意识到，农业资源太贫瘠，

使再大的力气都难以解决温饱，要致富还得靠办工

厂。于是上世纪 50 年代末，新川人便开始创办工

厂，尽管没开多久，工厂都停办了，但这段经历让新

川有了工业化基因。

改革开放后，拥有创业精神的新川人再次燃起

办厂的希望。短短几年，和浙江很多农村一样，新

川也形成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繁华景象”。

穷怕了的新川人，铆足了劲埋头苦干，其中就包括

天能集团董事长、新川村党委书记张天任。

在张天任的带领下，把村里半死不活的蓄电池

厂办得有声有色，这激励了更多村民，越来越多的

村民开始在当地掀起一股办厂潮。

“两山”指路
村内企业多了，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且带动

了更多村民就业，但因为所从事的行业集中在高能

耗与高污染，且无视环保，污水、污染物随意排放。

彼时的新川村，除了电池企业众多外，还有一

批耐火材料厂、石矿厂和食品厂，既有粉尘又有污

水，涵盖了众多污染源。

日积月累，村庄边上的溪涧污染物堆积，溪水

异常浑浊，污染严重。一觉醒来，村民突然发现新

川病了，且病得不轻。

村里经济是活跃了，一部分也实现了富裕，盖

起了漂亮的楼房，但村民曾经生活的环境也发生了

巨变，且这种变化，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环境。

“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好，但赖以生存的环

境恶化了，不适合居住了，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

用？”有村民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村民们开始关注周边环

境，村民与企业之间的矛盾明显增多。

村内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绿水青山不见了，这

些也渐渐地触动了那些企业主们，但具体下一步该

怎么办，都很茫然。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在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

此后，在“两山”理论的指引下，新川村也开始

行动起来，环境大力整治，产业腾笼换鸟。不符合

条件的工厂一律关停，符合条件的转型升级，加大

环保设施投入，减少污染物排放。

长期坚持，村内逐渐变得干净、整洁，一改过去

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现象。

这是新川村工业发展的分水岭，标志着新川工业

从上世纪的单纯追求一个“富”，转向了追求“绿富美”

的高质量发展，尽管当时经济发展仍然粗放，但走出了

关键一步，为以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村景交融
寒来暑往，久久为功，10多年来，新川不仅找回

了绿水青山，还实现了“村就是景，景就是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作

出全面部署。

张天任第一时间组织村“两委”学习中央文件，

深刻感受到对于新川振兴来说是一次好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新川人通过开办企业、经

商等实现了致富，但大量的人口流向城市，尽管村

庄豪宅、别墅不少，但仍然难掩凋敝。

通过反复学习、论证，新川村决定在村企共建

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19年，新川开始建设美丽乡村精品村。以推

进精品村建设为抓手，统筹落实了道路硬化、路灯亮

化、村庄绿化、污水洁化、垃圾分类等各项民生实事，

打响了一场“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家园”的环境整

治大会战，提升了村容村貌，全面改善了人居环境。

如今，新川村已是浙江省3A级景区村，前来参

观旅游的越来越多，备受外界关注。站在高处俯瞰

新川，犹如一只凤凰，正展翅翱翔。

“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行遍江

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元初文学家戴表元

《湖州》中描绘的江南胜景，再次回到了现实。

（节选自《蝶变新川》）

严碧华：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杂志社编辑部主
编。长期关注扶贫、生态和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曾
参与“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著有《中
国乡村振兴示范村：花园村》《蝶变新川》等。

蝶变新川，一个村庄的乡村振兴故事
严碧华

“药光互补”
产业振兴

6月21日，金寨县吴家店镇吴畈村村民在

“药光互补”产业基地管护灵芝。近年来，金

寨县引导农户在光伏板下搭建大棚进行灵

芝、桑黄、黄精、天麻等中药材种植，通过“药

光互补”培育山区特色产业。

特约摄影 陈力 摄

科技科技““特派员特派员””乡村助振兴乡村助振兴
6 月 9 日，在合肥市庐

阳区大杨镇岗西村西瓜大

棚里，科技特派员为瓜农介

绍西瓜种植以及病虫害防

治技术。为推进乡村振兴，

助力农民致富，庐阳区充分

发挥科技特派员技术特长，

开展技术培训、科研试验、

实地指导、产业示范等多种

形式的服务活动，帮助乡村

建立和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来源：安徽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