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3日，怀宁县洪铺镇新岗村在内洋湖组织村民开湖捕鱼。洪铺镇有“水乡”之

称，境内河湖塘一万余亩，该镇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养殖，年产值达4 000余万元，有力带动

了村级集体和村民入股、就业增收。 檀志扬 赵林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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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位于

安徽省宣州区水阳镇新珠村宣州河蟹科技小

院的示范基地里，一片蟹肥菊黄、稻谷满仓的

景象，基地100多亩的稻蟹米迎来了一年的

丰收季。

两年前，安徽农业大学与宣州区开展产学

研战略合作，成立了宣州水产特色试验站，今

年又成立了宣州河蟹科技小院，一批批研究生

在这进行着喂养试验和研究分析，让大闸蟹也

有了“科技范儿”。走进小院，实验室靠墙的桌

子上摆放着各种采样仪器，几名身穿白大褂的

研究生正专注于河蟹采样工作；另一面墙边摆

放着玻璃养殖缸，里面的螃蟹咕噜噜吐着气

泡。称重，测量尺寸，抽取血液、肝胰脏、蟹肉

……研究生按照程序有条不紊地采集着一只

只河蟹样本。

今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回信中说，

得知大家通过学校设立的科技小院，深入田间

地头和村屯农家，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

治学问，我很欣慰。

科技小院是高校培养研究生的一种模式，

通过把研究生长期派驻到农业生产一线，研

究解决农村农业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同

时培养一批知农、爱农、兴农的农业高层次应

用型人才。目前，安徽农业大学已经建有45

个科技小院，分布在全省16个地级市，涉及水

稻、蔬菜、茶叶等特色农业新品种和智慧农业

等新技术。

“感谢安徽农大的专家团队，科技小院指

导繁殖的河蟹苗种成活率高、规格大，今年河

蟹养殖大丰收，亩产350斤大闸蟹，预计亩均产

值能达1万元。”宣州河蟹科技小院依托单位

——宣城市金新河蟹苗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葛其寿笑着说。

安徽农业大学宣州河蟹科技小院负责人

李西雷表示，作为宣州河蟹科技小院的指导教

师，长期以来把研究生培养和支持当地特色水

产产业发展作为主要任务。将按照学校“一县

建一院，小院筑大院”的建设思路，与研究生一

起对安徽河蟹新品种选育、优质大规格蟹种培

育、营养品质调控等关键问题开展试验示范、

田间技术指导，让更多科研成果落地生根，服

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科技小院不仅是学生的实践基地，也是农

技推广平台。“我们联合当地农技推广部门，定

期给农民培训，指导他们科学种养。”安徽农业

大学研究生院副部长姜家生介绍，学校团队已

先后组织田间观摩培训50余次，服务了58个

农技协，田间示范面积3万亩，技术辐射面积

3708万亩，培训农民6万余人，与国内200多

家企业共建“乡村振兴合作企业战略联盟”，与

60多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900多家省级以

上农业企业、1200多家农业小微企业建立了稳

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王帅）

当前正值秋种的关键时节，为确保秋

种应种尽种，保障全镇粮食增产增效，六

安市霍邱县扈胡镇党委、政府主动作为，

抢抓农时，科学谋划、狠抓落实，筑牢粮食

安全“压舱石”。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该镇

及时成立秋种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秋种工

作专题会议，充分认识抓好今年秋种工作

的重要性，把秋种工作摆上重要工作日

程，建立工作责任制，任务到村，责任到

人，抓好落实，确保高质量地完成今年秋

种各项工作任务。同时，组织农技人员进

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秋种技术培训

和服务，为农民选定秋种优良品种，调配

各类化肥、农药，确保秋种工作服务到位，

指导到位。

积极宣传动员，提高队伍合力。该镇

驻村点长与村“两委”冲锋在前，积极宣传

秋播秋种补贴政策和多种粮种好粮的重

要性，动员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发挥秋种“主

力军”作用，做好示范带头作用，提高秋种

队伍合力。

纳入年度考核，压实工作职责。为推

进今年秋种工作顺利完成，确保明年农民

丰产增收，该镇成立3个工作组，每天到村

核查秋种任务落实情况。对秋种工作不

力，干部履职不到位，任务完成不力的驻

村点长、村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将秋

种任务完成情况和粮食生产工作纳入各

村年度综合目标考评，进行奖惩。

（汪冠军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全力推进秋种工作
霍邱县扈胡镇——

安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助力河蟹大丰收

蒙城县坛城镇党委、政府以“不荒一

亩良田、不误一刻农时”的态度，积极引导

广大农户充分利用晴好天气，集中组织人

力机械科学抢种小麦，确保秋种种足种出

效益。

明确工作目标。坛城镇今年计划秋

种小麦12.34万亩，其中优质强筋小麦种

植10.73亩，为把秋种工作落到实处，镇党

委、政府及时召开秋种工作安排部署会，

明确把秋种工作作为落实粮食安全的重

要举措，印发了《坛城镇2023年秋种工作

意见的通知》，明确各村建立优质小麦示

范片标准和总体任务，要求镇农技综合部

门和村科技特派员加强对种粮农民开展

秋种技术现场指导，倡导农户科学抢时播

种，截止目前已完成秋种面积11.78万亩。

抓好技术对接。该镇镇、村干部及农

技人员全部深入田间地头，结合农时指导

农民科学合理秋种，有针对性地从冬小麦

播种行距、深度、施肥浇水、防冻越冬、虫

草害等方面解答农户遇到的难题，及时开

“处方”，对症下药。并结合今年的天气情

况，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今年冬小麦播种方

法及管护措施。

搞好配套服务。该镇严把播种前每

一个环节，为保证冬小麦播种工作顺利

进行，坛城镇多措并举，对已明确的各项

政策，提早制订实施方案，完善操作办

法，科学规划种植区域，开展规范化种

植，引导农户选择优质小麦良种伟隆169

和烟农999，积极推广高产、优质、逆性强

的新品种，同时，该镇还积极抓好农业用

水调配，优先灌溉冬小麦种植地块，截至

目前，已完成秋播小麦浇灌面积7.89万

亩，为来年的夏粮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助力乡村振兴。 （王云龙）

确保小麦秋种种足种出效益
蒙城县坛城镇——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

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近年来，六安市霍

邱县孟集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走

出一条以朗德鹅养殖、稻虾综合养殖为主

的特色之路。

2022年，安徽省畜牧兽医协会授予孟

集镇“鹅肥肝之乡”称号。截至目前，全镇

有朗德鹅企业68家，朗德鹅养殖企业年出

栏240万羽，产肝约240万公斤，年产值约

8亿元，带动就业2000余人，人均增收5

万元左右。水产养殖业8.5万亩，其中稻

虾综合养殖8万亩，年产值约2亿元，带动

群众亩均增收1500元左右；生态有机米

种植8万亩，年产值2.4亿元。通过“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方式，发挥好龙头企

业的引领及合作社的示范带动作用，建立

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采取土地流

转、劳动务工、入股分红等方式，带动村集

体及群众增收，全镇有5个村集体经济突

破50万元，最高已突破100万元。

下一步，孟集镇将着力优化产业，加快

稻虾产业发展步伐，以万亩龙虾养殖基地

示范带动全镇稻虾养殖；以发展绿色产业、

突出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为重点，培

育一批节能绿色的高效企业，引导鹅肥肝

产业的健康发展。继续加大“孟集梦”品牌

和“安徽省鹅肥肝之乡”的宣传和推介，引

导“孟集梦”农产品经营管理协会加强行业

自律。围绕“打造中国鹅肥肝第一镇”的工

作目标，促进朗德鹅产业向规模化现代化

发展，促进农产品由初端发展向深加工产

业链迈进。（陈孝宇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特色产业助振兴
霍邱县孟集镇——

长丰县杨庙镇双塘村吴硕明、徐孝云夫妇年

轻时分别是客车驾驶员和售票员，到过很多地

方，最后觉得还是自己的家乡好。目前，国家正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的条件越来越好，国

家的惠农政策也越来越多，公司改制，他们就想

着回到家乡做农业了。

这一决定遭到亲朋好友的一致反对，认为他

们在瞎折腾，可他们却坚持秉承为梦想拼一把的

信念。2020年承包500亩农田做起了稻虾种

养，当时不懂技术，吴硕明就报名参加了下塘龙

虾协会的稻虾种养专业技术班，学习了稻虾田的

整改、肥水、管理技术，以及龙虾如何放苗、投喂、

捕捞等技术。有了技术，稻虾养殖产业效益有了

较大起色，做农业也做出了成就感。

随后，他们扩大了稻虾种养规模，稻虾面积

增加到1000多亩，还承包了小树林从事家禽养

殖，新建了300多亩的池塘进行鱼虾养殖，农家

乐也在筹建中，自己忙不过来，还雇了几个人来

帮忙。

百忙中夫妻俩还积极参加高素质农民培育

班，学习养殖技术知识，提高自身素养，了解国

家政策。在培训班现场，吴硕明积极发言：“我

们要想创业成功，必须借助于国家的政策，所以

我想认识更多的农业专家，我也想在培训班认

识更多做农业的朋友，大家相互交流，相互激

励；农业要做大，需要了解市场，农产品要找销

路，需要做品牌，我更想走出去看看，看看别人

是如何做农业的，学习一些农业管理方法和经

验。我认为要想做好农业，不但要敢想、实干，还

要不断地学习。我会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学习

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卜存来）

吴硕明 徐孝云：稻虾种养拓富路

2023年长丰县高素质农民培育稻虾种养班

结业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