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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加快建设高质高效农业强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粮食稳 产业兴 乡村美
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提出建设高质高效

的农业强省目标，安徽“三农”工作站上了历史

新起点。

锚定高质高效的农业强省建设目标，我省

谋划出台了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意

见、“秸秆变肉”暨肉牛振兴计划意见等一系列

重要政策文件，搭建起推进农业强省建设的

“四梁八柱”，加快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

的步伐。

粮仓更满了——
打造“千亿斤江淮粮仓”，让中国饭碗多装

“安徽粮”

入春以来，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外的

田畴上，种粮大户程夕兵种的几百亩小麦长

势喜人。这几年，得益于小岗村高标准农田

改造，“引水上岗”“引淮润岗”等农田水利项

目投用，解决了岗地用水难题，农业生产条件

显著改善。去年，老程种的水稻亩产 1400

斤，小麦亩产超过800斤，粮食喜获丰收，种

地有钱赚。

粮稳天下安。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

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传递了重农稳粮

的信号，明确提出要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生产，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

行动。

安徽作为粮食生产大省，多年来坚决扛稳

粮食安全责任，始终把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供给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落实中央各项支持粮

食生产的政策举措，加大改革和投入力度，引

导农民多种粮、种好粮。

2023年安徽粮食总产达到830.16亿斤，再

创历史新高。安徽粮食产量已实现“20 连

丰”，连续7年站稳800亿斤台阶，稳居全国前

5位，以占全国4.3%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6%

的粮食。我省每年净调出粮食200亿斤左右，

是全国5个粮食净调出大省之一，为国家粮食

安全持续贡献安徽力量。

放眼全国，尽管我省粮食总产靠前，但粮

食单产水平仍有待提升。2023年我省粮食单

产377.28公斤/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4公

斤/亩。同时，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偏低，与国

家标准相比仍有差距，大面积高产稳产基础

不牢。

安徽省正加快编制规划，谋划一批重大工

程和工作抓手，通过提单产、稳面积、减损耗，

力争到2035年全省粮食产能稳定在一千亿斤

以上。

提升粮食产能，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

大面积提高单产上，实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

集成推广良田良种良机良法，推动粮食产能

迈上新台阶。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

汪学军表示，我省始终把抓好粮食生产作为

“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牢牢抓住种子和耕

地两个要害，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

全面实施良田、良种、良机、良法、优链、优农

重点工程，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让中国饭碗多

装优质“安徽粮”，勇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主力军。

“钱袋”更鼓了——
农业全产业链发力，做好增值大文章

人均收入首次突破2万元！2023年，我省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144元，增速居全国

第9位，农民收入跨上新台阶。

农民群众“钱袋子”更鼓的背后，关键

词是我省乡村产业的“提质增效”。近年

来，我省聚焦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

升，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坚持种养一起

抓、粮肉一起抓、头尾一起抓，做好“粮头食

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增值大文章，

锚定高质高效的农业强省目标，不断提升

农业发展水平。

今年1月，我省在上海举办的农交会上，

“皖美农品”琳琅满目，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和地理标志农产品占参展产品比重约为

65.3%，突出展示了安徽十大千亿级绿色食品

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

发展绿色食品产业，打造绿色品牌，是我

省农产品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打法。近年来，我

省坚持高端定位，强化龙头带动，推进皖北高

端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发展，组建总规模83.4亿

元的省绿色食品产业母基金。去年，我省绿色

食品十大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1.2万亿元，同

比增长9%。同时，加快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

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新认定省级示范基地

100个、总数达352个。

在利辛县望疃镇的安徽欣浩翔食品有限

公司肉牛养殖基地，通过“徽牛云”的大数据平

台，该基地可以提供精准、及时的经营数据和

预警分析报告。

“一头肉牛，如果卖给屠宰场，能卖两万多

元，但如果通过深加工‘吃干榨净’，价值能增

加几倍，‘四个蹄子’赶上‘四个轮子’。”欣浩翔

公司运营总经理闫学虎告诉笔者。

去年以来，我省启动实施“秸秆变肉”暨肉

牛振兴计划，走好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绿色发

展之路，推进秸秆资源过腹转化增值，加快推

动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30年肉牛养

殖规模500万头以上，产值1000亿元以上，再

造一个千亿级肉牛产业。

我省还积极拓展乡村“土特产”，壮大

乡村富民产业。我省以示范村镇为引领，

走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产业发

展道路。截至目前，全省共培育省级“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 793 个，国家级“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 160 个。同时，积极推进农业产

业集群建设，创响特色品牌，不断提升我省

农特产品在长三角的影响力，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高起点建设产业基

础牢固、联农带农明显、示范引领突出的新型

经营主体，也是加快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应

有之义。当前，我省引导龙头企业牵头，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广大农民跟进，科研、金

融、互联网、品牌创意机构参与，形成广泛的利

益联合体。实行“企业+基地+家庭农场+农

户”模式，建立农企利益联结机制，推动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

乡村更美了——
推进“千村引领、万村升级”，描绘和美乡

村新画卷

曾经脏乱差，如今美如画。

位于全椒县大墅镇的刘兴村就经历了这

样的蝶变。这个江淮分水岭上的偏远山村通

过美丽乡村建设，村容村貌显著提升，走上文

旅融合发展道路，成了游客打卡的网红村。今

年村里又开始谋划新的发展蓝图，积极申报和

美乡村精品示范村。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乡村建设，广大农

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提升，“颜值”越来越高。

截至2023年底，全省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8.4%，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31.8%,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81.5%。

去年我省全面启动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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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其作为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一号工程”。省委、省政府出台实施

“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的意见，提出每年

建设200个精品示范村，建设800个省级中心

村。到2027年，建设精品示范村1000个以上、

省级中心村总数在1万个以上。

“要精准把握我省‘千村引领、万村升级’

工程的核心要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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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推进

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彰显徽

风皖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省农业农村厅

副厅长汤洋表示，我省已制定了精品示范村

建设标准等 6个配套文件及 20个专项工作

方案，实现可量化、可具象化、可考核，构建

形成“1+6+20”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今年

全省将接续实施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

程，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聚焦乡村

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公

共服务配置，突出乡村特色，坚持农民主体，

稳扎稳打久久为功，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各项

工作。

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入。

去年我省启动建设首批200个精品示范

村，省级平均每村支持1000万元。截至去年

底，我省已建和在建各级和美乡村中心村

11869个。省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10亿

元以上、下达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额度不

少于20亿元，农业银行每年新增贷款200亿

元，支持和美乡村建设。通过发挥政策集成

效应，打好政策组合拳，形成和美乡村建设的

强大合力。

（范克龙 许昊杰）

新春农事忙新春农事忙

2月18日，在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东岛村，农民在分拣草莓。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

的农忙景象。 肖本祥 摄

今年2月10日以来，六安市霍邱县夏店镇

党员干部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坚守工作一线，用

务实举措和无私奉献换来春节假期一片安宁。

一是干部值班不离岗。假日期间每天有28

名镇、村干部值班，共计参与轮流值班的干部达

300多人次，做到群众一个电话，干部立马回应，

不让问题过夜。

二是安全宣传不停歇。每天各村利用循环

广播播放道路交通、燃气、消防、反电诈等安全防

范知识、；镇、村干部通过微信宣传有关音频或者

链接，扩大受众人数和宣传范围；包组村干结合

安装三、四轮电瓶车“亮尾工程”和开展慰问活

动，入户宣传各类安全防范知识，做到宣传不漏

户、不漏人。

三是志愿服务不打烊。全镇辖区内 26 个

主要路口，每天安排 44 名志愿者全天候值班值

守，春节期间累计参与值班值守的志愿者400多

人次，做到所有路口通行有序、安全无恙。

四是督查检查不间断。夏店镇党政主要领

导带队，组织派出所、应急所等单位，对辖区内重

要路口值守情况和各单位值班情况开展督查检

查；派出所联合镇村两级深入开展查缉酒驾、醉

驾；镇、村两级干部全天候对电动三、四轮车违规

载员、超员以及落实“一盔一带”不到位的及时劝

停、劝返，做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

今年春节假期，夏店镇把平安建设放在重中

之重，党员干部通过值班值守，清理道路积雪

100多公里，化解矛盾纠纷120起，30000多人

接受了安全知识教育，2700多辆三、四轮车实施

了“亮尾工程”，全镇实现了安全事故“零记录”。

（金其华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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