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全省2023

年度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肥东县长

临河镇四顶社区等200个行政村入选，建设周

期为2年至3年。这是安徽省实施“千村引领、

万村升级”工程中首批次确定的精品示范村建

设名单。据了解，到2027年，全省将建设1000

个左右的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

为大力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

加快建设彰显徽风皖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安徽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了2023

年度全省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申报工作，

并会同省财政厅等7家省直单位组织专家评

审，结合日常工作评定，汇总形成了2023年度

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

安徽省委、省政府将加快建设彰显徽风皖

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为推进全省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一号工程”和建设现代化美好安

徽的“基础工程”，要求以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

活条件为目标，以产业富民强村为主线，以改

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基础，加快形成

“千村引领、万村升级”乡村建设新格局。“千村

引领”就是全省到2027年建设1000个左右的

精品示范村，坚持差异化打造、特质化发展、整

体性提升，皖南地区要彰显徽山水韵，皖北地

区要彰显田园风光，江淮地区要彰显错落有致，

沿江地区要彰显山水风韵，皖西地区要彰显生态

山村，通过典型示范，引领带动更多乡村实现美

丽生态、美丽经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万村升

级”就是统筹抓好布点规划的中心村建设和一

般自然村人居环境整治，在现有已建的7395个

省级中心村基础上，每年再建设800个，到

2027年建设省级中心村总数达到1万个以上。

据悉，在保持原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

丽乡村建设等投入不变的基础上，安徽省级财

政将下达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不少于20亿

元支持各地开展和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建设

领域投资新突破。各地在省级下达新增地方

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内，按照平均每村1000万元

的标准支持精品示范村建设。此外，省财政每

年还将安排资金10亿元左右，支持800个左右

省级中心村建设，资金用于人居环境改善和乡

村产业发展等。目前，2023年省级补助资金

10.7亿元已下达有关县（区），支持838个省级

中心村建设。 （唐旭）

到2027年我省将建设1000个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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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曹庙镇坚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参

考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聚焦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

着力发挥“无事”找书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品牌作用，全力

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曹庙样板”。

一是明确定位，规划“一张图”。认真对照省、市和美乡村

建设工作要求，着力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围绕曹庙镇基础条件

较好的会馆村绘制和美乡村建设“蓝图”。多次邀请专业设计

院到甄岗村开展实地考察，依托甄岗稻虾产业基础，深入挖掘

水库旅游资源，着力提升基层善治能力。

二是共商共建，干群“一条心”。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

精心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深入村组户内、田间地头围绕和美

乡村建设召开板凳会、座谈会，通过面对面聊天、手牵手“拉

呱”，充分听取群众对和美乡村建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同时，

组织召开党员大会、群众代表大会对和美乡村建设工作方案进

行审议表决，定期通过群众代表大会、公示栏、板凳会等方式向

群众通报工作进度。

三是狠抓落实，制定“一个表”。坚持围绕“蓝图”制定“计

划表”，对和美乡村建设涉及项目分区域、分类别、分时段统筹

谋划，确保项目建设序时推进。针对目前秋收秋种工作任务较

重现状，合理安排项目进度，加强与规划设计公司对接，提高设

计标准，并对设计效果再细化、再完善，确保拿来即能用。

（王玉燕）

六安市霍邱县曹庙镇——

多措并举
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2023年10月16日，在歙县桂林镇丰溪

省级粮油精耕细作示范点收割现场，县际交

叉祁门县实收测产组，按测产规范流程进行

实地测产，歙县丰溪精耕细作示范点单产最

高超670公斤，其它6个示范点单产分别在

580公斤至640公斤之间，达到了省级粮油精

耕细作示范点工作目标。

据了解，2023年，歙县共完成粮食播种面

积达20.89万亩，超目标任务的0.8%，截止10

月26日，秋季油菜播种完成13.05万亩，完成

目标任务的100%，实现了“稳粮食面积、扩油

菜面积、提粮油单产、增种植效益”的目标。

歙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成立了粮油精耕

细作示范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目标任

务，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

合力，确保人员到位，措施到位，严格落实省

级粮油精耕细作示范点项目经费，强化督促

检查稳步推进落实，认真总结技术模式，积极

开展多次培训，指导服务，发挥示范点带动辐

射作用。该中心结合歙县水稻、油菜生产实

际情况，积极推广优质、高产、稳定性好，适宜

当地种植的水稻、油菜品种。水稻选择“荃优

280”，油菜选择“徽豪油12”作为示范点主导

推广品种，全县主导水稻品种为丰两优四号、

荃优280、源两优600、韵两优332，油菜品种

为徽豪油12、大地199。

歙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根据稳定粮食生

产、提升油料产能等重点任务，以打造粮油作

物周年均衡高产田为主要内容，在2个省级粮

油精耕细作示范点区域内实行“稻-油”耕作

模式，建设2个500亩以上集中连片省级粮油

精耕细作示范点，每个省级粮油精耕细作示

范点单季水稻平均亩产600公斤以上，油菜平

均亩产180公斤以上。在示范区内按照“六统

一”和“四个100%”的要求，即：统一方案、统

一供种、统一播种、统一施用专用肥、统一防

治、统一肥水管理；良种覆盖100%、测土配方

施肥100%、病虫害统防统治100%、示范点内

培训指导和高产栽培技术入户率达100%，重

点抓好示范区的良种推广、肥水管理、病虫防

治、机械作业、技术指导和测产验收等工作环

节。在桂林镇丰溪村、郑村镇堨田村、梅村及

王村镇王村，实施面积750亩，核心区为桂林

镇丰溪村；在三阳镇白石源村、霞坑镇里方村

和杞梓里镇竹溪村，实施面积580亩，核心示

范点为三阳镇白石源村，针对性解决土地地

力不足和病虫害防治问题。该中心还坚持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认真贯彻

落实好“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服务理念，做

好水稻、油菜病虫害的预测预报，重点监测水

稻纹枯病、稻瘟病、稻飞虱、稻纵卷叶螟，油菜

菌核病、油菜根肿病、苗期蚜虫、菜青虫等主

要病虫害发生情况和流行趋势，科学制定综

合防治方案，积极推广应用高效、低毒、低残

留农药，扎实开展统防统治的专业化、社会化

服务，提高病虫害防控效果。在每个示范点

落实一个省级以上科研团队作为技术顾问，

共同开展技术方案的设计，高产模式攻关研

究，结对帮扶指导，省市县乡农技推广部门四

级联动专家团队，落实好技术联系人制度，做

到每个田块有人盯，每项技术攻关有人管，每

项技术有人推的工作新局面，努力提高省级

粮油精耕细作示范点生产效率。

（庄世荣 方立群）

农技服务到田头 技术指导助增收
——歙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助力省级粮油精耕细作示范点建设

10月31日，在

淮北市濉溪县四铺

镇新庄村，农民在

菊花种植基地大棚

内搬运菊花。近年

来，该铺镇依托菊

花产业优势，积极

打造特色菊花小

镇，推动农文旅融

合发展，通过“公

司+基地+合作社+

农户”模式，引导农

民做大做强“菊花

经济”，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

万善朝 摄

肉鸡养殖是安徽省宁国市的主导

农业产业之一，全市年出栏肉鸡达

4000万只。十四五期间，该市被国家

肉鸡产业技术体系列为服务县域经济

的重点区域，以“一县一业”的形式开展

重点帮扶，为全市肉鸡产业高质量发展

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十四五以来，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

系首席科学家文杰研究员带领体系成

员刘爱巧、姜润深、陈长喜、周红波、王

鹏等十多位专家多次赴宁国市开展调

研与技术指导，与当地肉鸡养殖龙头企

业安徽顺安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紧

密对接，推动了十多项科技成

果落地转化，专家现场指导达

80 人次，开展技术培训班 11

场，培训农民 1000 多人次，一

对一培养当地肉鸡养殖技术骨

干20多人。

通过三年的科技帮扶，宁

国市肉鸡产业技术得到了显著

的提升，实现了肉鸡品种更新

和高效制种，在肉鸡智能化立

体养殖、肉鸡精准饲喂、鸡舍精

准环控、肉品安全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

进步，肉鸡产业明显提质增效，鸡农收

入大幅度增加，为促进乡村振兴作出了

突出的贡献。 （方义成）

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参与研讨推进

宁国市肉鸡产业技术发展。

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助力宁国市肉鸡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