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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部署开展“乡村著名行动”
地名是一方水土、一片地域的“名片”，是

联系人与自然的纽带之一。近日，省民政厅会

同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安徽省“乡村著名行动”助

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在全省部署开展“乡村

著名行动”。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

的深入推进，乡村地区面貌日新月异，迫切需

要按照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进行规范命

名管理，健全乡村地区地名管理服务制度机

制，有效提升乡村地名常态化、规范化管理与

服务水平。根据部署，我省将以乡村地名采集

上图标注为牵引，全面推进乡村地名命名管

理、地名标志设置维护、地名文化保护弘扬、地

名信息深化应用和地名赋能产业发展等5个方

面14项重点工作。具体涵盖地名方案编制、命

名设标、文化保护、采集上图、信息服务等重要

环节，将系统梳理排查有地无名、多地重名、地

名不规范等问题。

据悉，我省“乡村著名行动”将分层分段完

成。2024年3月底前，各设区市应结合实际制

定实施方案。2025年底前，各地应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到2030年，全省80%以上

乡镇完成预期目标。到2035年，通过持续推进

“乡村著名行动”，全面建立标准化、规范化、法

治化的乡村地名管理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地名

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

（李明杰）

霍邱县夏店镇——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赋能乡村振兴
六安市霍邱县夏店镇为贯彻落实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抓好耕地保护和地力

提升，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助力农业

实现“两强一增”目标，赋能乡村振兴。

一是积极动员，精心谋划。据悉该镇今

年投入3155万元对黄竹园村、胡店村1.55

万亩基本农田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瞄定

目标任务，镇村两级提早安排部署，及时成

立工作专班，指定专人负责，明确项目内容、

项目时间、工作责任，动员驻村点长包组干

部走村入户召开“板凳会”，了解群众意愿。

进田下地、实地踏勘、规划选址，科学合理规

划项目前期设计工作。

二是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受气候等要素条件的影响较

大，为了确保项目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该

镇结合实际排出 2023年度项目工期进度

表，9月底前已完成黄竹园村、胡店村机械

进场工作，11 月底前完成土地平整，并交

付给村集体落实秋种任务，12 月底前完成

项目路、渠和涵闸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预

计至2024年4月底前完成土地营养成分改

良工作，5月中旬全面完工准备验收。通过

时间进度表，挂图作战，能确保如期完成建

设任务。

三是加强监管，跟踪问效。镇村两级工

作专班实时跟踪项目进度，每村聘请5名村

级代表作为质量监督员，在实地查看施工工

程中表土是否剥离，土地平整度是否达标，

是否存在不按图纸要求野蛮施工现象，随即

向施工方提出整改意见。通过严把项目质

量关，有效保证质量达标。通过强化项目建

设过程管理，并不定时对项目经理和监理人

员在岗在位情况进行抽查，对不在岗人员进

行问责处罚，有力有序地推进了项目建设。

该镇分管农业副镇长谢晓兵说：“下一

步将着重抓好2024年平楼村高标准农田建

设的申报工作，不断实现从“粮田”到“良田”

转变，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为皖西大地

多种粮、种好粮，助推农业农村全面发展，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

（黄春映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霍邱县曹庙镇——

抓好粮食安全
筑牢乡村振兴“耕”基
今年以来，为有效遏制耕地“非农化”，确保镇

域区耕地数量不减少，耕地质量不降低。霍邱县曹

庙镇全力推进永久基本农田及一般耕地恢复补足

工作。

强化组织，明确责任。曹庙镇多次召开永久基

本农田恢复整改专题工作部署会，分析研判全镇永

久基本农田流出情况，按照“一地一策”制定整改方

案，明确工作要求和完成时限，将永久基本农田整

改恢复工作任务到村、责任到人、落实到地块，压紧

压实责任，全力以赴完成基本农田、补充耕地整改

种植工作。

积极摸排，加大整改力度。曹庙镇国土所进行

指导，村社业务人员科学选择地块，在全面摸清底

数的基础上，通过多次现场踏勘、核实和比较，选择

土地集中且面积大、后期耕种难度小的地块作为实

施恢复补足工作的目标地块，确保耕地资源的稳定

性。对于选定恢复的地块，积极开展恢复整改工

作，在短时间内恢复成耕地，结合秋种工作及时种

植，同时加强后期管护力度。

加强监管，强化考核。曹庙镇纪委下沉一线开

展监督工作，全力推动永久基本农田恢复整改工

作，每周对永农恢复进度进行通报。加强对耕地

“非农化”“非粮化”的监督管理，严格禁止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从事林果业以及挖塘养鱼、非法取土等破

坏耕作层的行为。组织文明实践志愿者日常巡查，

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确保耕地面积

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

（王忠武）

近年来，“村BA”“村超”等相继火爆

“出圈”，让一些乡村受到广泛关注，也引

发人们思考，如何让普通乡村获得更多发

展红利，共促乡村振兴？

“网红村”的兴起没有特定规律，有的

是先天条件“人所未有”，有的是误打误撞

“登上热搜”。对普通村庄而言，“网红村”

发展的思路、经验和做法有一定借鉴意

义，但不能一味去复制粘贴，而要因地制

宜、扬长补短，探寻内在动力，走出适合自

身实际、有着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

乡村振兴的大棋盘里，产业振兴是重

中 之 重 。

产业兴旺

是解决农

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一些地方的乡村产

业价值功能开发不充分，对农民增收的贡

献有限。对这些乡村而言，应更多地做好

基础工作，提高乡村的“自我造血”能力。

加大对村级产业经济的打造和支持力度，

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挖掘乡村多元

价值，实现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的

双重目标，才能更好实现乡村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发展乡村产业重

点是要把握“特色”。以江苏苏州吴江区

八坼松花蛋为例，传统松花蛋加工业受制

于粗放的生产方式和低附加值的代工模

式，与现代产业相距甚远。吴江区八坼街

道一方面在产品转型升级中把松花蛋做

成产业，让村民鼓起“钱袋子”，另一方面

保留部分传统村落原貌、传统工坊、能工

巧匠手工业态展示，把“皮蛋小镇”打造成

颇有辨识度的地方名片。这启示我们，发

展乡村特色产业，延伸乡村产业链条，必

须和当地资源禀赋紧密结合。

农民是乡村的居住者、生产者和建设

者，更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乡村振兴要激

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

应鼓励有条件的农户、家庭农场组建乡村

产业共同体，并参与市场化竞争，让农民

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

现从“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的转变。

如此，普通乡村同样能够“出圈”，实现从

“薄弱村”到“明星村”的蝶变。（陈立民）

不是“网红村”同样能“出圈”

12 月 4 日，在

铜陵市义安区天

门镇龙云村瓜蒌

种植基地，村民在

采 摘 成 熟 的 瓜

蒌。据了解，该村

积极探索集体经

济发展新路，通过

“党建引领、集体

示范、合作带动、

群众参与、共同致

富”的发展理念，

打造“一村一品”

瓜蒌产业，并逐步

形成种植、加工、

销售一条龙全产

业链，促进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

农民持续增收。

梅建广 摄

霍邱县扈胡镇——

“稻菜”轮种 一地多收
近日，六安市霍邱县扈胡镇马陈村稻茬菜

地里，30 余名村民正忙着收割稻茬菜，地里一

派丰收景象。

“眼下，村集体种植的稻茬菜进入了收获季

节。今年是我们村第一年种植稻茬菜，经过充分征

求党员群众意见，并吸取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村

内流转了10亩稻茬田，发展‘上海青’蔬菜种植。

初步估算，可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1.5万元。”马陈

村党支部副书记周敏介绍说。“农闲的时候，我们到

村里的菜地施肥、浇水、采摘，每天也有100元的收

入，在家门口就业，不影响照顾家庭，工作时间也自

由，我们太满意了。今年村里种的‘上海青’长得很

好，一会儿功夫就采了一大袋。”马陈村村民赵怀兰

高兴地说。

秋收以后，以往许多农田都撂荒了，稻菜轮作，

切实盘活闲置农田，推广蔬菜规模化种植，大力发

展蔬菜产业，让冬闲田得以有效利用，既不耽误来

年种水稻，也让粮食种植户多了一份收入。

据了解，今年来，扈胡镇马陈村积极探索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土

地的空闲期发展冬种蔬菜，让“冬闲田”成为“增

收田”。

下一步，扈胡镇将统筹抓好冬季农业生产，积

极推广马陈村稻茬菜种植模式，发动更多村民加入

到“稻菜”轮种里来，让农田休耕的“空白期”成为增

收的“黄金期”，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群

众收入，实现一地多用、一地多收，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活力。 （程孝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