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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计划“十四五”期间培育15万名高素质农民
笔者近日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安徽将

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列入任务清单，明确“十四

五”期间培育高素质农民15万人。2023年高素

质农民培育被列入安徽省实施50项民生实事之

一，年度培育计划为4万人，截至10月底，已培训

约3.7万人，预计12月底前完成年度培育任务。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与财政部门协同建立

投入保障和资金监督管理机制，与团省委、省

妇联联合加强高素质青年农民、高素质女性农

民培育，与省科协联合开展科普服务高素质农

民培育行动。

探索培训与学历教育衔接机制，遴选高素

质农民培育学员参加成人中职教育，在界首市

等7个县（市）农广校开展农民中职教改试点，

并将相关培训课程的学习情况计入中职教育

学时学分及考试考核。

推动建立高素质农民培育与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衔接机制，积极为高素质农民参加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考核提供服务。支持安徽农业

大学等高校建设“乡村振兴研究院”，用好省内

两所全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学校资源，建

立政校协同育人机制。

积极探索培育新模式，如以田间课堂模

式，现场开展培训，强化实践实训，提升技术技

能水平；以异地教学模式，把课堂搬到省外农

业企业学习，开阔眼界、拓宽思路、丰富知识；

每年组织近万名学员参加农交会、秸秆产业博

览会、各类技术技能大赛等。 （杨丹丹）

霍邱县扈胡镇——

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助力乡村治理
“最近路灯坏了，夜晚出去黑漆漆的，

我就在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上反

映了这个问题，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解

决，现在坏的路灯修好了，晚上出去散步

也更方便安全了。”近日，六安市霍邱县扈

胡镇的一位村民赞许地说。

为扎实将监督融入乡村治理，自小微

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运行以来，扈胡

镇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积极向广大群

众宣传推广平台的功能作用和使用方法，

并将村务工作、集体“三资”管理、工程建

设项目、财政拨付资金等与群众日常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相关基本清单，在平

台上进行公开，不断提高群众对平台的知

晓率、关注度和使用率。不仅如此，扈胡

镇还积极探索建立“监督一点通”反映问

题快速受理、交办、跟踪、办结、反馈全过

程闭环管理机制，对相关反映件办理情况

全程跟进，为基层群众可能遇到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提供了反映和投诉的

便捷渠道。

立足用活用好微平台，推进办好“微

实事”，做到让群众动动手指点一点，就

能帮助解决身边的生活难题，切实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下一步，我们将

始终坚持把民生问题作为关注重点，把为

群众办实事作为工作目标，紧盯群众反映

强烈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通过实打

实的惠民利民举措，提升群众幸福感，真

正把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权力

清单’变成群众的‘幸福清单’。”扈胡镇

相关负责人说。

（汪冠军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在霍邱县临淮岗镇大兴村大圩组严进堂的家

庭豆腐坊里，制作豆腐的家人忙得不亦乐乎。严

进堂自豪地介绍，现在他家的“井水豆腐”每天能

生产100斤左右，每年能为家里增加2多万元的

收入。

大兴村两委念起了“豆腐经”，让该脱贫户发

了“豆腐财”，并且指导他们采用不同的经营方

式，以“豆换豆腐”“存豆换豆腐”“豆种给农户，

收完豆子顶豆腐”。以“小豆腐”撬动“大发展”

带动了其他村民增加黄豆的种植面积，部分村

民将家里房前屋后的空闲地种植了黄豆，秋收

的时候到严进堂家进行售卖；“小豆腐”蹚出了

一条独具大兴村特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下一

步，大兴村两委还将继续讲好村庄产业文化故

事、注重科技引领，推动融合发展，改善基础设

施，争做乡村振兴的“先头兵”。 （万超）

霍邱县临淮岗镇——

小豆腐助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各类短视频纷纷聚焦乡村。

无论田间地头还是樵村渔浦，社交平台上

发布的乡村风光、特色美食、传统手工艺

等，展示了多姿多彩的乡村生活与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们对田园生活的

向往。

数字化浪潮之下，短视频凭借“短、平、

快”的特性与传播特点，受到不少人的欢

迎。一些农民朋友通过拍摄短视频展示自

己的家乡、生活和特色农产品，不仅让更多

人感受到乡村的美好，还增加了收入。乡

村短视频成为农村网民进行多元表达的有

效载体，也为乡村文化传播提供了新渠道。

然而，乡村短视频的发展也遇到了一

些 问 题 。

有 些“ 网

红 ”在 商

业利益驱动下，一味追求流量，发布的短视

频过于注重娱乐性和猎奇心理，让乡味变

了味。有些短视频甚至出现庸俗、低俗、恶

俗等内容，污染了网络空间，给乡村形象带

来负面影响。

充满乡味的短视频之所以能“出圈”，

原因在于独特的乡土风情、淳朴民风。这

是中国人心底抹不去的乡愁、割舍不掉的

情愫。如果让那些俗不可耐的短视频内容

大行其道，不仅不利于乡村文化振兴，更会

丢掉乡村文化的本色。

乡村短视频，有乡味更要有品位。好

的短视频不仅要有好的拍摄技巧和画面效

果，更要有好的内容和文化内涵。展示乡

村风物，展现乡村文化和特色，强化细节与

环境的呼应、人与自然的融合，乡村短视频

才能给观众以更加清新、亲切的体验。一

些好的乡村短视频融入了传统文化元素，

让乡村之美有了文化的厚重感和艺术的精

致感。比如，有的短视频描绘幽静山村中

的四季流转、辛勤劳作、一日三餐，捕捉晨

昏的细节之美，值得借鉴。乡村短视频多

些真实、有益的乡村表达，让农民朋友通过

短视频讲故事、话乡村、聊风物，才能更好

提升内容品位。

还应加强监督管理。相关部门应健全

法规制度，对短视频行业进行规范管理和

监督，引导平台和机构主动承担主体责

任。此外，还可通过举办短视频大赛、评选

优秀短视频等方式，鼓励吸引广大用户参

与、分享、制作更多反映时代特征、群众喜

爱的高品质乡村短视频。疏堵结合，才能

让更多人喜爱乡村、支持乡村发展，把乡村

的美好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袁浩）

乡村短视频，有乡味更要有品位

11月23日，歙

县上丰乡在姬川

村举办灯笼柿文

化旅游节，以节为

媒引来客，众多客

商纷纷团购当地

土特产，拍客寻找

动人画面抢先对

外发布，柿红客来

助力乡村振兴，一

幅幅和美乡村画

卷展现在眼前。

吴建平 方芝 摄

霍邱县夏店镇——

多措并举
开展“双提升”工作
六安市霍邱县夏店镇不断坚持运用新时代枫

桥经验，始终以安全、稳定为目标，不断深化平安创

建，营造平安建设良好氛围，全面提升群众的安全

感和满意度。

一是统筹多方资源，平安护航促和谐。高质量

建设“一站三中心”，做到“一合两联”。常态化组织

党员干部、平安建设志愿者开展镇级夜巡夜查活动

200余次，开展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3件，

排查上报整治社会治安重点地区与突出治安问题

3个，上报市平安办挂牌整治1个，加大对电信诈骗

等新型违法犯罪宣传力度，发放反诈宣传单2万余

份，努力构建“全民反诈”格局，大力提升群众的安

全感和满意度。加强特殊人群管控，着力抓好社区

矫正人员、精神障碍患者、刑满释放人员、独居老人

的管理、关爱与帮扶，确保了重点人群的安全稳定，

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

二是强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见实效。做实

“党建+信用”“党建+信访”“无事”找书记等工作。

推进“三治融合”，实现自治法治德治优势互补、协

同发力、融合共治。整合多方资源，充分发挥“一站

三中心”作用。创新工作机制，积极推行“积分制”

“红黑榜”，评选“文明户”“最美婆媳”等。不断完善

乡村治理体系，推动联系服务群众常态化、长效化，

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三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探索创新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党建+基层治理”模

式作用，突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群众来访接待、法治宣传教育等重点工作，

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

能。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结合乡风文明

评议工作，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文明新风，切实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农村社会生活方方

面面。不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

体系，实现自治法治德治优势互补、协同发力、融合

共治，努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下一步，夏店镇将继续加大“平安建设”的工作

力度，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营造和谐

稳定的社会环境。 （黄春映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