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了2023年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名单，共推介256个村落为2023年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我省共有12个村落入选，其

中有8个乡村还同时为农家乐特色村。

这12个村落分别是：合肥市长丰县杨庙镇

马郢村、芜湖市湾沚区红杨镇珩琅山村、马鞍山

市含山县陶厂镇关镇村、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鲁

楼村、安庆市岳西县菖蒲镇毛畈村、黄山市屯溪区

黎阳镇凤霞村、黄山市黄山区焦村镇汤家庄村、滁

州市全椒县大墅镇刘兴村、阜阳市界首市邴集乡

三和村、六安市霍山县诸佛庵镇狮山村、池州市青

阳县蓉城镇杨冲村、宣城市旌德县三溪镇路西

村。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鲁楼村、毛畈村、凤霞村、

三和村外，其余的8个乡村同时为农家乐特色村。

建设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是拓展农业多种

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的重要举措，是拓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

重要途径。农业农村部要求，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要顺应消费提质升级的新趋势，充分依托自

然生态环境资源，激活乡土人文基因，打造满

足多层次、多样化休闲需求的消费场景，加强

配套设施建设，强化联农带农作用，把乡村的

资源、生态、文化优势转化为产品、产业、经济

优势，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许昊杰）

我省12个村落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2023年9月22日 星期五
编辑：刘小婷 美编：黄佳玮08 乡村振兴

陕西省富平县郭宏波出售：莲藕系列产品。

电话：15829660762

山西省永济市师俊贤出售：蟠枣苗、接穗。

电话:13835994522

甘肃省天水市李念祖出售：优质花椒。

电话：13830845980

陕西省西乡县贺金家出售：香菇、茯苓等菌种。

电话：13892605513

陕西省咸阳市刘占杰出售：红颜、章姬等草莓苗。

电话：13830700063

本版免费刊登各类涉农信息，欢迎刊登
联系电话：0551-62822776

安徽省六安市冯立好出售：阳光玫瑰、巨峰葡萄。

电话：18856461385

安徽省六安市宋霞出售：六安瓜片、白茶等。

电话：15156465756

甘肃省庆阳市高成销售：“陇宝”苹果。

电话：13830418892

陕西杨凌吉农种业公司销售：西农733、山农116小麦品种。

电话：1539809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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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的天空下稻浪翻滚，微风拂

过，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稻香。

日前，笔者来到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

五柳村香稻米生产基地，看到一派丰

收在望的景象。

基地正中央竖着一块标牌，上面

写着“夹沟老香稻种质资源保护与利

用区”，这里的稻田散发的香气更加

浓郁。基地负责人孙敏建告诉笔者，

这一块试验田的稻使用传统老香稻原

种扩繁，口感独特，属于高端绿色农

产品。

夹沟镇五柳村、镇头村一带三面

环山，丰富的山泉水和肥沃的土壤为

香稻米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

该镇香稻米有着“一家煮饭十家香，十

家煮饭香满庄”的美誉。

近年来，通过“公司+合作社+家庭

农场+农户”规模化经营，该镇形成了

香稻米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

链，但美中不足的是，独有的自然芳香

有所减淡。

去年初，埇桥区夹沟香稻米省级

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从国家种质资源库

申请领取了5粒夹沟镇香稻米原种，在

基地进行杂交繁育，力求传承并改良

香稻米优良基因。工作站还联合省内

外农业科研部门，通过加代繁育、提纯

复壮、杂交育种等现代生物技术，克服

了老香稻因稻秆过高易倒伏等弱点，

保留和突出了分蘖力强、成穗率高等

优良性状。随着试验成功，基地开始

逐步扩大改良老香稻的试种面积。

今年8月1日起，《宿州市夹沟香

稻米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我省首

部单一农产品保护地方性法规。该条

例明确规定，要加强夹沟香稻米种子

提纯工作，对育种、示范推广、种质资

源保护等予以扶持，同时细化了各级

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分工。

“这一条例促进了夹沟香稻米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让我们种植户发展

产业更有底气。”孙敏建说。

在科技特派员的帮助指导下，基

地还改进了种植模式和栽培技术，实

现了节本增效。据孙敏建介绍，从去

年6月起，基地推行直播密植模式，使

用精播机，直接将种子播进地里，平均

每亩节省600元人工费，香稻米单产

从 450 公斤左右提升至 560 公斤左

右。基地还引进了稻虾共养模式和农

旅融合新业态，不仅进一步提升了香

稻米品质，每年还增加了数十万元养

殖和旅游收益，并吸纳了一批周边群

众就近就业。

“通过科研创新，夹沟香稻米不断

优化升级、拓展市场，已成为宿州市绿

色农产品的闪亮‘名片’，形成了特色

鲜明的富民产业。”宿州市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今年“五一”前

后，在首届宿州高端绿色农产品杭州

展示展销会上，夹沟香稻米被杭州人

“扫货”，展销会还没结束就已售罄。

目前，夹沟镇形成2500余亩香稻

米生产基地，组建农业公司2家、合作

社3家、家庭农场5家，辐射带动包括

众多脱贫户在内的700余户农户发展

香稻米产业，每年每户毛收入在10万

元至20万元。 （何雪峰）

·庆丰收 促和美——中国农民丰收节·

“老香稻”归乡助增收

近日，霍邱瓜蒌籽在沪、合两大城

市举办的国际会展中心大放异彩，因

其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受到

了广泛关注。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渊源

的传统食材，如今已成为当地农民脱

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霍邱瓜蒌籽，源于安徽省西部地

区的霍邱县，是当地特有的农产品。

霍邱瓜蒌籽的种植历史悠久，以果实

饱满、皮薄肉厚、口感酥脆、营养丰富

而著称。在过去，瓜蒌籽主要作为休

闲零食和中药材使用。然而，近年来，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需求不断增

长，霍邱瓜蒌籽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认

识和发掘。

据悉，除了美味可口，霍邱瓜蒌籽

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经过科学分

析，瓜蒌籽富含蛋白质、脂肪、纤维以及

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具有很高的营

养价值和保健功能。此外，瓜蒌籽在医

学领域的应用前景也非常广阔，传统中

医认为瓜蒌籽具有润肺化痰、滑肠通便

等功效，对于多种疾病如咳嗽、便秘等

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在霍邱县，瓜蒌籽已经成为该县

一项重要的农业产业。众多农民积极

参与到瓜蒌籽的种植和加工中，形成

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通过精心选

种、科学种植、加工包装等环节，霍邱

瓜蒌籽的质量得到了严格保障。同

时，为了进一步提高瓜蒌籽的附加值，

当地政府还积极引导农民开展深加工

和特色包装，打造品牌形象，拓展销售

渠道。

据介绍，霍邱瓜蒌籽这一传统美

味食材，通过精心的种植和生产，已经

摇身一变成了助力当地农民致富的

“金豆子”。在当下倡导绿色发展、生

态富民的政策背景下，霍邱瓜蒌籽的

成功经验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然

而，消费者在食用瓜蒌籽时也应注意

营养均衡，不宜过量食用。未来，我们

期待霍邱瓜蒌籽这一特色农业能够继

续繁荣发展，带动更多地区农民走向

富裕。 （李世龙）

霍邱瓜蒌籽：传统的美味，致富的“金豆子”

近年来，霍邱县曹庙镇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提

升平安法治水平、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涵养乡风文明底蕴，奋力谱

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走好“产业路”。充分发挥产业优势，全面推进“138+N”工程

和“6969”工程提质增效。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持续推进桃梨种

殖、稻虾种养等高效农业基地建设，新增稻虾种养面积900余亩，新

增经果林近300亩，新增果蔬育苗200亩，葡萄、翠冠梨种植近千

亩，累计带动群众及脱贫户、监测户150余户，实现以“产业带动”促

“增产增收”。

走好“平安路”。紧紧围绕“无事”找书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

理工作，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营造安全

稳定的社会环境。把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信访积案化解专

项行动有机结合，网格员通过日常巡查走访收集群众反映的邻里

纠纷，把问题隐患提前暴露、靠前处置，变末端解决为源头治理。

充分利用各村文化广场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村村通”广播播放宣

传音频、党小组“板凳会”等，不断提高群众对诈骗知识的知晓率。

各村网格员、派出所民警通过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材料、现场讲解

等方式，宣传针诈骗活动的主要种类、常见的手段及防范对策。同

时积极引导群众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

走好“治理路”。扎实推进美丽宜居自然村庄建设。制定镇级实

施方案，明确12个整治村庄。对标四项必建，大力开展“五清一改”，

组织公共区域杂物清理，引导农户自行清理房前屋后，提升村庄综合

环境。同时对村庄房前屋后闲置地等零星地块进行整治，布局微景

观25处、小节点18个、小菜园120个、小花园26个，以小投入提升改

造大环境，实现人居环境从“一时美”向“长久美”、从“整洁”向“宜居”

转变，进一步擦亮人居环境底色，扮靓和美乡村“高颜值”。

走好“文明路”。强化力量配备，组建由党员干部牵头，专业人

才、退休干部、乡贤能人等参与的志愿服务队，探索建立“点单接单

派单”机制，群众向志愿者反映需求，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根据群

众的具体“点单”需要派相应的志愿服务队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实现服务精准化。同时，聚焦乡风文明，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

进乡风文明建设，定期组织“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等系列文化

活动，播放优秀红色题材电影和先进典型。

（通讯员 黄磊 王欣洁 罗会林）

霍邱县曹庙镇——

走好“四条路”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9月16日，淮

北市濉溪县四铺

镇湖涯村，村民

牛琼和妻子张书

珍在葡萄园里忙

着采摘葡萄。因

病致贫的牛琼一

家通过发展葡萄

产业脱贫后，经

过 近 三 年 的 发

展，他家葡萄园

也 逐 步 有 了 规

模，年收入稳定

在 30 多万元，如

今牛琼一家稳步

走上了致富小康

之路。

通讯员 李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