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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公布
3月28日，全省春季农业生产工作暨绿色

食品产业发展现场会在全椒县召开。记者从

会上获悉，2024年度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

名单已出炉，肥东县桥头集镇华光社区等211

个行政村入选。这是安徽实施“千村引领、万

村升级”工程中第二批次精品示范村建设名

单。

今年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名单通盘考虑

了产业发展、旅游业融合发展、生态可持续发

展、乡村社会生活提质升级、乡村文化传承与

村庄运营等诸多要素，由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

自然资源厅等6家单位共同遴选而出。

本批次入选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的行政

村数量较首批次增加11个村，省财政也将多安

排一般债券资金1.1亿元，加大对和美乡村建

设支持力度。

加快建设彰显徽风皖韵的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是推进安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号工

程”，是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的“基础工程”。

去年，我省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出台实

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的意见，并召开

高规格现场会进行系统部署，计划到2027年，

建成1000个左右精品示范村、10000个左右省

级中心村。

近年来，我省以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为切入点，加大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

理和农村改厕力度，高标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去年，全省累计完成农村改厕31.9

万户，全省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88.4%。农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1.5%，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率31.8%。围绕家美、院美、村美、风

尚美、心里美“五美”共建主题，持续推进村庄

清洁行动。

今年，我省将深入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

级”工程，从各地实际和农民需求出发，抓住普

及普惠的事，真金白银地投、真刀真枪地干，集

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加

快建设彰显徽风皖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

农民群众有更加充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安徽日报记者 许昊杰）

霍邱县夏店镇——

文明创建不止步
美丽乡村展新颜

近年来，六安市霍邱县夏店镇高度重视文明创建

工作，全面整治人居环境，积极培育文明乡风，不断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全镇上下文明新风盛行，村容村貌整

洁，美丽乡村焕发出蓬勃生机。

一是提高站位抓创建。镇、村两级把文明创建作

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纳入全年中心工

作。镇政府每年拨专项经费用于文明创建。创建工作

做到年初有计划、季度有通报、年终有总结。

二是加大投入抓创建。镇政府紧紧抓住省级“中

心村”建设机遇，多方争取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上高标准、大投入，全镇80%以上的

“中心村”实现了净化、绿化和亮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完备。

三是丰富载体抓创建。镇直各单位、各村结合每

月的“创先争优点评日”主题党日活动，深入开展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加强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建设，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向村庄等末梢延

伸；创新移风易俗抓手载体，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强化

村规民约激励约束功能，持续推进高额彩礼、大操大

办、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推动党员干部带头

承诺践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

机制；开展农村道路交通、燃气、消防、渔船等重点领域

安全隐患治理攻坚。镇、村每年开展一次“好婆婆”“好

媳妇”和“最美家庭户”等评选活动。

夏店镇文明创建持续发力，处处充满正能量，时刻

迸发新魅力。 （金其华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近日，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巨灾

保障需求，金融监管总局、财政部印发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财政部关

于扩大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保障范

围 进一步完善巨灾保险制度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的发布

对完善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加快推动

巨灾保险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扩

展巨灾保险责任，以城乡居民住宅及

室内附属设施为保障对象，保险责任

在现有的破坏性地震的基础上，扩展

增加台风、洪水、暴雨、泥石流、滑坡等

自然灾害。提升基本保险金额，实现

巨灾保险基本保险金额翻倍，由城镇

居民住宅每户5万元、农村居民住宅

每户2万元，提升至城镇居民住宅每

户10万元、农村居民住宅每户4万

元。每户可参考房屋市场价值，根据

需要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保险金额，

最高不超过每户100万元，100万元

以上部分可由保险公司提供商业保险

补充。支持商业巨灾保险发展，对于

现有保障内容之外的保险责任和保障

对象，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共

同体经成员大会同意，可以提供商业

保险补充，充分满足各地区差异化风

险保障需求。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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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蘑菇”编织农民“致富梦”

日前，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政府

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配备 1名

专职公共卫生医师。

按照《实施意见》，全省将结合实际

制定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分类建设标准，

实施分类建设管理，突出服务能力指

标，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单体规模和

服务辐射能力，从注重机构全覆盖转向

注重高质量服务全覆盖。到 2025 年，

全省 90%县（市）至少 1 所县级公立医

院达到三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水平，力

争基层诊疗量占比达到 65%，县域内就

诊率达到 90%。为能达到目标，《实施

意见》明确，未来将健全乡村公共卫生

体系，加强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公共

卫生相关科室标准化建设，2025 年每

个乡镇卫生院至少配备 1 名专职公共

卫生医师。

此外，安徽全省将建设一批临床重点

专科，每个县（市）至少有1所县级公立医

院建成规范化的胸痛、卒中、创伤、危重

孕产妇救治、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等

急诊急救五大中心。同时，为加强农村

急救网络建设，到2025年全省按照 10~

20公里服务半径合理布局乡镇院前急救

站点，一类乡镇卫生院配备急救型救护

车，其他乡镇卫生院配备普通救护车，构

建县级急救中心、乡镇院前急救站点、乡

镇卫生院三级急救网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宗亮）

乡镇卫生院明年起必须配备专职医师

安徽省发文要求

和美乡村游客来

3 月 30 日，芜湖市

鸠江区白茆镇套北村，

油菜花海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赏景游玩，品乡村

美食，乐享假期。近年

来，芜湖市鸠江区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

入实施长江大保护战

略，坚持城市与农村、江

南与江北联动发力，推

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倾力打造游客“愿意来、

留得住、带得走、传得

开”的江北优质乡村旅

游消费目的地，实现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

王玉实 摄

蒙城县坛城镇——

近日，记者走进蒙城县坛城镇戴园村

马兵杰家庭农场蘑菇种植大棚里，菌香扑

面而来，整齐摆放的菌棒上，一簇簇蘑菇破

棒而出，鲜嫩肥大，似花绽放，又似雨伞一

般。村民正在忙着采收、分拣、装运蘑菇供

应市场。

“由于土地条件的限制，今年我就种植

了4个大棚蘑菇约40000棒，蘑菇鲜嫩饱

满长势喜人。受雨雪天气的影响，今年的

市场行情又好，按市场价平均每斤5元计

算，现在每棚已收入约5万多元，除去原材

料及工人工资，每棚纯利润3万元，还不包

括后期1个月左右的销售收入”基地负责人

马兵杰乐呵呵地说道。

据介绍，马兵杰家庭农场成立于2018

年2月，总共投资20多万元建设了4个蘑

菇种植大棚，面积约3000平方米。正常用

工为4人，采摘蘑菇、菌棒接种都采用计件

的方式，手速快的工人每天可以收入100

元。蘑菇主要销往附近商超以及县新发地

批发市场。

马兵杰农场在发展蘑菇产业的同时积

极带动贫困户就业，平均每人一天收入60

元左右，他们在就近工作的同时还能照顾

家庭。65岁的脱贫户马某说：“我负责分

拣，每茬采摘每月能挣1000元工资，离家

近，也方便照顾家里，打心里感到幸福。”

在蘑菇棚里，马兵杰对蘑菇品质的把

控非常严格，在蘑菇种植、采摘、分拣等环

节均亲自监督，严把质量关。“现在政府政

策好，资金上可以提供银行低利息贷款，还

经常派农技专家和科技特派员来基地指

导，帮我解决了好多技术上的问题，有了政

府的支持，我更有信心了，今年将继续在原

有的基础上扩大一倍的种植规模，多方拓

宽销售渠道，把蘑菇产业做大做强。”基地

负责人马兵杰激动地说道。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更是实

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的基

础。“下一步，坛城镇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结合本地实际，按照‘一村一品’的产业发

展思路，加大招商力度,大力发展食用菌种

植项目，推动食用菌产业智能化发展，让农

民在家门口奔出好“钱”程，带动村集体经

济壮大，为农民增收、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产

业支撑，同时也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开辟

了新路径”坛城镇党委书记叶松说。

（王云龙 全媒体记者 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