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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共建高校专题交流会在召开
12月7日，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在江苏南京召开共建高校专题交流

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重

要回信精神，进一步强化涉农高校在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中的使命担当，谋划新时代教育、科

技、人才协同融合发展。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涉农高校始

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

任，着力培养输送高素质农业人才，加快农业

科技“冲关破卡”，全面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与国家经济社会大局同频共振。

会议强调，涉农高校要在新时期勇挑重

担，围绕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加快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能力和服务三农水

平。要创新教育路径，细化实化耕读教育，推

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让教育走进产业发展

一线，通过农科教协同育人，把更多高素质农

科毕业生输送到基层农业一线。要坚持问题

导向，立足国家和区域农业产业发展的重大需

求，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培育用好农业人才，不

断完善科技服务模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和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负责同志，7所农业农村部和教育部共建

高校、19所农业农村部和省级人民政府共建高

校以及部分涉农高校负责同志共80余人参加

会议。 （李丽颖）

霍邱县新店镇——

落实“四个一批”
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霍邱县新店镇积极落实产业项目“四个

一批”专项行动，通过实地调研、访谈群众、查阅资

料等方式摸清项目运营情况并谋划未来发展方向，

充分发挥作用，助力乡村振兴。 （张光军）

霍邱县冯瓴镇——

产业振兴促发展
近日，霍邱县冯瓴镇振兴专干走访脱贫户养殖

基地。今年以来，在帮扶人的走访下，通过宣传小额

贷款等优惠政策，脱贫户积极主动发展养殖产业，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汪流)

霍邱县长集镇——

加大交通宣传
整治违规行为

12月2日，霍邱县长集镇开展全国交通安全日

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以“一盔一带”、酒

驾醉驾、非法改装等为宣传重点，提醒群众自觉遵

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史金江）

霍邱县扈胡镇——

三举措为乡村振兴添“三色”
为进一步让乡村振兴“蓄势赋能”，六安市霍邱

县扈胡镇结合“乡风培育”“环境治理”“志愿服务”

三大举措，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文明乡风育新风，为乡村振兴“添底色”。以自

治增活力，扈胡镇充分结合村情民意，全镇21个村

制定了村规民约，充分利用宣传栏、墙体画等媒介，

营造浓厚的文明新风好氛围。以法治强保障，采取

“驻村点长+联系村”“驻组干部+驻点组”“网格员+

片区”，结合安全感满意度、反电诈宣传等工作，走

访入户宣讲法律政策，提升村民法治观念。以德治

扬正气，扈胡镇积极开展各类先进评选工作，今年

以来，评选出“公益达人”10人，“文明家庭”21户，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引领作用，共同绘就扈胡镇文明

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乡村振兴幸福画卷。

环境治理提颜值，为乡村振兴添“成色”。扈胡

镇以文明创建为抓手，在人居环境整治中出实招、

下功夫，统筹推进治污、治厕、治水等重点工作，推

进道路净化、卫生洁化、村庄绿化，绵绵用力、久久

为功，不断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加快推

进和美乡村建设，扈胡镇统筹整合资金，加大投入

力度，加强建设管理，通过以点带面，建设了美丽宜

居村庄、打造了人居环境示范点，不仅提升了村容

村貌，还提高了群众的文明素养和精气神。

志愿服务润民心，为乡村振兴添“亮色”。扈胡

镇整合阵地资源，建成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2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着眼于凝聚民心、引导群众、

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全面推进文明实践工作扎根

基层沃野。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建立志愿服务

队，利用重要时间节点，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使

“志愿红”冲锋在理论宣传、扶老助残、文化文艺、环

境整治等一线，切实做到服务群众、改善民生、培育

新风。 (汪冠军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12 月 6 日 ，马

鞍山市博望区新市

镇来龙村，村民在

用传统工艺制作当

地 传 统 小 吃 山 芋

糖。近年来，博望

区新市镇以“党支

部 ＋ 公 司 ＋ 合 作

社＋农户”发展模

式，依托当地丰富

的人文资源，挖掘

特 色 乡 土 美 食 文

化，发展传统工艺

山 芋 糖 等 特 色 产

业，促进乡村美食

产业和乡村休闲旅

游融合发展，促进

农民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

王玉实 俞凤摄

霍邱县临淮岗镇双门村——

保障粮食生产 助力村集体经济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粮

食作为百价之基，为社会稳定、国家繁荣起

着重要作用。霍邱县临淮岗镇双门村收回

土地43.5亩地进行耕种，唤醒耕地资源新

活力。

临淮岗镇双门村对地处外环路荣五小

区的43.5亩地重新耕种，种植麦子，目前双

门村已购买麦种2400斤，化肥3800斤。同

时对耕地周围修建围栏、安装摄像头，加强

保护措施。双门村统一种植耕地，杜绝假种

子、劣质肥、高残留农药，村集体将组织进行

全程机械化作业、统一病虫害防治，实现生

产过程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生产成本

明显降低。

临淮岗镇双门村统一种植这40多亩

地，不仅进一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而且保

障了粮食生产，守住了粮食生产“命根子”。

（武家慧）

安徽省淮北市龙脊山下，坐落着一个名

为榴园的地方。像它的名字一样，这里处处

都能看到石榴元素。“山又高来水又深，一根

井绳十八斤；砂礓坷垃硌脚心，有女不嫁榴

园村……”一首民谣，道尽了人均不到一亩

田、守着一片石头山的淮北市榴园村曾经的

苦日子。如今，走在榴园村内，这里有四季

榴园国家4A级景区、明清石榴园精品民宿、

交易大市场、四眼井纪念馆……村子实现了

华丽转身。依托石榴特色产业形成的一系

列深加工产品，如石榴汁、石榴盆景等都成

了群众增收的重要手段。从以前的光秃荒

山蝶变成了如今满山石榴树的美丽乡村，榴

园村人均纯收入已突破2万元。11月 30

日，记者来到了曾经让人“避之不及”的榴园

社区，感受皖北古村的富民强村之路。

“榴园社区土质是沙土质，而且水源较

少，而石榴比较耐旱，这样的土质很适合石

榴生长”烈山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朱勇介

绍。榴园社区因地制宜，采取“支部+合作

社+农户”模式，大力发展石榴产业，组织成

立塔仙石榴专业合作联社，服务农户石榴种

植面积达2万余亩，在石榴盛果期，对石榴

进行统一收购包装销售，授权塔山国家地理

标志和绿色食品标志，每年帮助农户助销石

榴1万余吨，2023年合作社农民人均纯收入

突破2.3万元。“我曾经收入不稳定，2012年

开始，我趁着烈山石榴发展种了石榴，加上

打零工，一年收入可达10多万元。”禹士龙

是土生土长的榴园人，他期盼着榴园石榴产

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届时可以一展“身手”。

在塔仙石榴专业合作联社的示范带动

下，榴园社区现从事与石榴有关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110家，其他农民专业合作社7家，

家庭农场15家，涉农企业87家。2023年，石

榴因品种和采摘期不同，通过冷藏保鲜，延长

石榴上市时间，实现错季销售，石榴产品总产

值已突破1.2亿元。“其实，早在十多年前，我

们还是单一的种石榴、卖石榴。现在塔山石

榴这个品牌很响，通过互联网销售与塔山石

榴相关的产品，销路广、收入也高。”塔仙石榴

专业合作联社负责人宋继承说。

近年来，烈山区坚持把发展塔山石榴产

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实现了产业发

展和乡村振兴双提升。为加强石榴文化的

传承，建立了以石榴为主题的博物馆——中

国石榴博物馆，并连续多年举办石榴文化旅

游节，加强石榴品牌的推介。同时，依托烈

山石榴产业资源，当地积极建设石榴小镇、

“四季榴园”4A级旅游风景区，石榴文化旅

游产业得到蓬勃发展，石榴产业已成为推动

当地农业结构调整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

支柱产业，全区从事石榴产业综合开发的各

类组织及企业超20家。

如今，这个有着千年石榴种植历史的村

庄继续以石榴产业为龙头，以市场为导向，

推进新型经营主体拓展产业链，带动了同类

及相关产业集聚延伸，培育出淮北市榴恋食

品有限公司等石榴产业化龙头企业，树立了

“金榴园”“榴恋”“秋塔山”等品牌，带动发展

一批深加工企业群体，拉长石榴鲜果、石榴

茶叶、石榴饮料、石榴酒等石榴深加工产业

链条，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企

业+基地+农民”等联农带农模式，走出了一

条石榴产业集聚带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

展的新路子。 （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

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榴园社区——

一个石榴，让更多人“榴”意淮北

【基层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