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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组织开展千乡万村驭风行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农业农村

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千乡万村驭

风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深入

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

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施“千乡万村驭风

行动”，促进农村地区风电就地就近开发利用，

创新开发利用场景、投资建设模式和收益共享

机制，推动风电成为农村能源革命的新载体、

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为农村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有力支撑。

《通知》强调，要以各地农村风能资源和零

散空闲土地资源为基础，合理安排风电就地就

近开发利用的规模、项目和布局，能建则建，试

点先行，条件成熟一个就实施一个，不一窝蜂，

不一哄而上。要结合村集体经济发展，以村为

单位，以村企合作为主要形式，以收益共享为

目的，充分调动村集体和投资企业双方积极

性，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保障农民利益，使

风电发展更多惠及农村农民，赋能乡村振兴。

要以符合用地和环保政策为前提，促进风电开

发与乡村风貌有机结合；鼓励采用适宜乡村环

境的节地型、低噪声、高效率、智能化的风电机

组和技术，实现与农村能源协同互补，与乡村

产业深度融合。

《通知》提出，“十四五”期间，在具备条件

的县（市、区、旗）域农村地区，以村为单位，建

成一批就地就近开发利用的风电项目，原则上

每个行政村不超过20兆瓦，探索形成“村企合

作”的风电投资建设新模式和“共建共享”的收

益分配新机制，推动构建“村里有风电、集体增

收益、村民得实惠”的风电开发利用新格局。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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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国是著名的‘中国山核桃之乡’，

优越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地理地貌，让

宁国山核桃品质优异……”近日，在宁国

市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的农产品带货直播

间里，主播们正利用抖音平台直播卖货。

“通过助农直播和各类展销活动，致

力于为农户增加销路和收入，更好地服

务电商企业。截至目前，中心入驻直播

电商企业11家，2023年实现网销额约

4000万元，同比增长20%以上。”宁国市

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汪冠芳告诉笔

者，他们深入当地农特产品主产乡镇，积

极与农户和农村电商企业建立合作关

系，开发适合网销的特色农产品，主要以

直播带货等线上渠道销售农产品，助力

乡村振兴。

据宁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随着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该

市顺应潮流，全力推进电子商务各项工

作。在推进电商示范县项目建设的同

时，成立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吸纳直播团

队入驻进行带货，大力引导商户和农户

开通直播，让直播带货成为助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新业态、新模式。

在宁国市鸡兄蛋弟土鸡专卖店，负

责人金超正带领员工直播销售自家农场

产的土鸡、土鸡蛋等农产品。“2023年，

公司仅土鸡、土鸡蛋就实现线上销售额

超1000万元，带动周边50余户农户实现增收。”金超说，门

店农产品销售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实体+线上”模式进行，

特别是去年启动线上小程序推广和直播业务，初步构筑了

“电商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发展线上经济、直播带货已成为宁国市富民经济扩面

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第三方数据监测显示，2023年，宁

国市实现直播线上销售额约3亿元。

“我们将充分发挥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的带动

作用，进一步培育更多农村电商主体，针对各电商平台特点

开展精准培训指导，组建电商直播人才队伍，发掘本地农特

产品特色优势，支持完善快递进村、云仓等仓储配送服务，助

力更多农产品实现上行。”宁国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张敬波 蒋梦 蔡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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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党建引领
赋能乡村振兴

霍邱县城西湖乡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开展乡村振

兴主题培训，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农村地区网格化服

务等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蒋玲玲）

光伏发电助力乡村振兴
霍邱县邵岗乡积极推进绿色新能源项目建设，发挥“光

伏+农业”“一光多照、一地多收”复合叠加效益，截至4月2

日，共计产生收益32.5万元，全部用于开发公益性岗位以及

村级小型公益性事业发展。 （吕文欢）

整治环境卫生
助力乡村振兴

连日来，霍邱县长集镇积极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按照

要求，将村干部分为2组，各自负责所包保路段，上下联动，

在清除公路垃圾的同时，对道路两侧的沟渠进行清理，确保

环境整体有所改善。 （张瑞）

近日，笔者在乡村走访调研时遇到

几位村民，表达了想把家里的老物件迭

代更新的意愿，比如把开了多年的燃油

汽车换成新能源汽车，把老式电饭煲换

成蒸炸煮一体的多功能复合锅，把微波

炉换成空气炸锅等。可见实施消费品以

旧换新在农村有很大市场，要把服务做

好，让农民满意。

就在不久前，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提出实施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开展汽车、家电产品以旧

换新，推动家装消费品换新，这为各地做

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从

现实来看，汽车、家电、家装等消费品有使

用年限，长时间使用会带来安全隐患，加

上部分产业迈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发展阶段，高能耗、高排放的老旧产

品逐渐被淘汰，适应现代发展需求的新产

品被不断生产出来。在这些背景下，人们

更新消费品的需求有很大释放空间，若能

落实好以旧换新行动，发挥好政策的激励

作用，既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也有利

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可谓一举两得。

然而要注意的是，对一些农村家庭

而言，尽管他们有更新大宗消费品的需

求，但由于对以旧换新的政策不够了解，

参与度还不高。同时，受到地理位置、交

通、人力等条件制约，以旧换新活动的监

管在农村落实难度更大，要更加注意防

止厂家调换商品、以次充好。此外，部分

偏远地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对产品的

补贴要求更高，但厂商服务积极性不足，

消费者能换取的商品范围小、种类少。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行动方案》的

理解和执行力度，并结合农村地区实际

情况，把消费品以旧换新服务做好。一

方面要与本地厂商做好沟通协调，通过

信贷优惠、减免税费等方式，提高厂家在

农村服务的积极性，同时细化监管措施，

加强对换新企业和机构的资质、信用等

审核把关和对农村交易市场的监督，督

促厂商为农民群众做好全流程服务。另

一方面，要加强对以旧换新政策的宣传

力度，走到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做好服务

引导，解答群众疑惑，让参与以旧换新的

农民感到满意、真得实惠。 （牟戴天）

农村地区消费品以旧换新，要做好服务

又到春暖花开日，正是踏青赏樱

时。近日，全椒县马厂镇龙山千亩樱花

园迎来了盛开期。

“85后”的司家朋是樱花园主人，他

穿梭樱花树丛中，引导游客、讲解花事。

“一共有150多个品种的樱花，从2月中

旬到4月底整个盛花期达60天。”司家朋

对游客说，每年樱花开放季节是他最辛苦

的时候，但能得到四面八方游客的认可，

为家乡文旅增添人气，让他很有成就感。

司家朋打小就对各种植物感兴趣。

2013年从青岛农业大学毕业后，他带着假

期打工赚来的5000元钱回到家乡全椒创

业，一边自学植物学，一边培育樱花树苗。

“从起初在几分田里做试验，到逐渐

扩展至几亩、几十亩、几百亩，再到现在

的1200亩，经历一次次失败后不断学

习、改进，终于掌握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及

经营管理理念。”司家朋告诉笔者，忙的

时候他天天拎着水桶、扛着锹去地里，一

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乐此不疲，“培育樱

花既要靠积累，也要靠机缘和运气，每个

品种的外观、香气、花期、树型等都不同，

而粉红色的更适合中国的气候、土壤，也

更符合中国年轻人的审美。”

天生浪漫的司家朋为每个品种的樱

花起了好听的名字，比如能长到30米高

的“如山”、雍容华贵的“唐韵”、花期特别

早的“汉风”、花枝纤细的“小雅”……

这几年，司家朋陆续成立了全椒县

天之川樱花种植专业合作社、滁州中樱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收集、种植国内

外樱花品种150个，樱花原生种30多

个，是国内收集樱花品种和原生种最多

的专业性基地之一，其中有6个樱花品

种拥有自主产权，今年可实现产值600

多万元，带动50多名农户稳定增收，明

年有望实现产值1000多万元。

目前，龙山樱花园吸引了大批从事

樱花研究的专家学者前来学习和交流，

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将

这里作为科研基地。全椒县在这里已连

续举办了两届樱花节，既聚拢了人气，也

为周边村民带来了财气。

“如果有哪家自己想种樱花树，他会

免费给予技术指导，让我们少走弯

路”……在村民们眼里，司家朋既是浪漫

的梦想家，也是乡村振兴的实干先锋，他

不仅自己种出了满园樱花，还带领着大家

种出了“致富花”。他先后获得安徽省乡

村振兴青年先锋、滁州市“五四青年”等荣

誉称号，龙山樱花园也被评为安徽省大学

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

（罗宝 汤珏）

“梦想家”种出“致富花”

宣讲健康知识 助力乡村振兴

日前，界首市疾控

中心在健康义诊村村行

活动中，联合基层医务

志愿者走进社区、乡村

开展诊疗咨询服务，从

夏季易发的疾病和如何

预防疾病等方面展开宣

讲，引导广大居民更新

生活理念，提高居民预

防以及应对季节性传染

病的能力，减少健康危

害因素，不断提升居民

健康素养，从而为全面

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

的健康保障。

胡浩 罗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