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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舟山市胡爱平出售：紫藤种子小苗。

电话：13515172620

河北省沧州市赵海龙出售：智能温室大棚控制器。

电话：1572024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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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六安市宋霞出售：六安瓜片、白茶等。

电话：15156465756

江苏省宿迁市胡爱珍销售：红花车轴草籽。

电话：18936917632

全国首单乡村振兴不动产证券化产品发行
探索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新渠道

笔者近日从安徽农垦集团了解到，3月底，

全国首单乡村振兴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

证券（CMBS）项目在深交所成功发行，这是安

徽农垦集团发行的第一期乡村振兴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项目。

这一项目的创新之处在于，把房地产优质

资产证券化，在资本市场融资投向农业和乡村

建设领域，此举探索了乡村振兴多元化投入的

新渠道。

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项

目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种形式，此次产品总

发行规模为4.8亿元。得益于市场各方对该项

目底层资产质量的看好，该产品发行利率创

AA+主体CMBS的历史最低。

安徽农垦是安徽省属国有企业中唯一以

农业为主体的企业集团，也是全省规模最大的

现代农业企业，涵盖粮食加工业、种业、林业、

果业、茶业、酒业、养殖业、农业服务业、金融投

资业、房地产业、酒店投资业、新能源产业等领

域。本次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将进一步整合并

盘活安徽农垦下属多家单位的优质资产，主要

涉及多处商业物业，具有稳定的经营收益。

“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

融资，此次发行的证券化产品，不同于银行抵

押贷款，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资产

收益。”皖垦资本副总经理汪超介绍，该项目的

成功发行，是安徽农垦盘活存量资产、实现资

产证券化的有益尝试，体现了资本市场对安徽

农垦集团优质资产、优质主体的高度认可。

该项目增信机构为安徽农垦集团，原始

权益人和资产服务机构分别为安徽农垦集

团下属的皖垦资本运营公司、通和集团公

司。此次产品发行募集资金 4.8 亿元，主要

用于支持通和集团转型开展设施农业等乡

村振兴项目。

（范克龙 王洪）

六安市金安区椿树镇——

羊肚菌采摘忙
奏响春日“丰收曲”

一场春雨过后，位于六安市金安区椿树镇草庙村的羊

肚菌种植基地热闹起来，十几个工人正在大棚内熟练地采

摘着羊肚菌，一颗颗“小伞”似的羊肚菌乖巧地进入到篮子

里，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奏响了乡村振兴“丰收曲”。

羊肚菌是一种珍稀食药兼用菌，被誉为“菌中之王”的

羊肚菌细嫩鲜美，富含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等20多种

营养元素，营养价值高，经济效益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景。因而，草庙村两委决定种植羊肚菌发展村集体产业，

带领群众致富增收。2023年，草庙村争取衔接资金100

万元，新建种植大棚10个，钢构大棚900平方，分别用于

羊肚菌种植及烘干储存。目前，10个种植大棚的羊肚菌

均已到采摘期，预计每个大棚可产羊肚菌1000斤左右，按

照市场每斤100元算，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余元。

羊肚菌的种植成本主要为人工，草庙村因地制宜就近

招工，让在家务农的老人也有了“挣外快”的机会，实现家

门口就业致富。“羊肚菌开始种植时，我们负责把棚里土进

行平整、松土，然后喷洒消毒剂灭菌，再均匀铺上菌袋。我

们工资每天100块，和在外面干差不多，关键是还能顾

家。”草庙村民李大爷高兴地说道。他以前常年在外务工，

但随着年龄增长，现在体力有所下降，于是就到村里的养

殖基地务工。基地里除了种植羊肚菌之外，春秋两季还可

以养蚕，所以基本上每天都有活干。

下一步，椿树镇草庙村将继续做大做强羊肚菌种植

产业，提高种植产量和品质，打造品牌效应。同时积极探

索“合作社+企业+大户”的经营模式，在降低种植风险的

同时，积极带动周边群众共同种植、共同富裕，真正实现村

强民富，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椿树镇 朱志刚）

打造精品示范村 推动乡村振兴
近日，霍邱县新店镇加快精品示范村项目建设。该镇

成立专项领小组，定期走访项目推进情况，并积极完善村

卫生站、路灯、文化广场、村道硬底化等基础设施配套，全

面提升人居生产生活条件。 （张光军）

霍邱夏店镇：全员齐上阵 防溺不懈怠
近期，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特别是暑

期将至、汛期来临，青少年儿童涉水、溺水事

故进入多发易发期。霍邱县夏店镇党委政

府高度重视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不等

不靠、全员参与，迅速掀起专项行动高潮。

一是宣传全覆盖。镇政府于4月10

日召开了“防溺水”专题工作会议，并出台

《夏店镇2024年度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专项行动方案》，对全镇“防溺水”工作进

行全面安排部署；各村发放防溺水宣传明

白纸共12000多份；每村每天利用广播循

环播放防溺水警示提醒；各中小学校进行

防溺水安全教育。全镇做到人人宣传防

溺水，人人知晓防溺水，人人重视防溺水。

二是防范无盲区。镇、村干部对所有

水域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每处水域“三个

一”配备到位：一个警示牌、一套救生设施、

一个包保责任人；毎村组建一支10人以上

救援队伍，镇组建了由公安、消防、卫生等

组成的救援总队。全镇做到人人参与防溺

水，处处设防防溺水，积极应对防溺水。

三是督查问责严。镇成立督查考核组，

常态化进行暗访督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

通报，及时整改；坚持尽职免责，失职追责，

把“防溺水”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考

核，健全“一票否决”制。全镇做到防溺水人

人有责任，人人有任务，人人有压力。

夏店镇防溺水工作重视到位、举措有

力，为全镇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提供了坚

实保障。 （金其华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当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不断涌现，正在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和产

业形态深度变革。在数字化、智能化迅速

发展的今天，我们正在共同见证一个不可

逆转的趋势，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各个领

域，为社会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提供了强

大动力。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数字

乡村建设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重要途径，对于广大乡村地区而

言，如何在数字化浪潮中借力发展，已成

为当下和未来的重要课题。

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

印发了《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

案》，将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作为重点

工作之一。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

重要突破口和重要举措，也是建设数字中

国的重要内容。数据显示，我国农业数字

经济渗透率由2017年的6.5%上升至2022

年的10.5%。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高新技术逐渐融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各领域，不仅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生产经营

模式，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能和透明度，优

化了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更促进了农村电

商等新业态的加速发展，有效增加了农民

收入，提升了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地区迎来前

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可以更好地提升自身

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以数字化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农业装备等技

术手段，引入数字化农业装备和智能化农

业管理系统，全方位深入“耕、种、管、收、

储、运、加、销”等各个环节，将农业生产变

得更加高效、精准和可持续，加速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以数字化技术助推传统农民向现代

职业农民转型。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

进，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和安

家落户，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留

守等问题日益严重。通过整合和优化各

类资源要素，有助于帮助农民获取更丰

富、更精准的市场信息和农业科技知识，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完善农业产业链，拓

展农民的就业渠道和增收空间。同时，为

农民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和渠道，提供

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从而为传统农民向

现代职业农民转型提供了有效路径。

以数字化技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实现乡村治理

的信息化、智能化，大大提高乡村治理效

率。通过建立数字化基层管理平台，实现

政务服务、村务管理、政策宣传等功能的

线上化、便捷化。

以数字化技术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数字技术可以为农村地区提供更优质的

公共服务，将极大地改善农民的生活质

量，使得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城市

的优质资源，从而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

等化。

总之，数字乡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

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

共同努力，抓住数字化浪潮带来的机遇，

充分考虑农民的需求，发挥数字技术的优

势和作用，才能真正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

新的动能。 （陈仕林）

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新农人”领跑乡村振兴路
4 月 10 日，在庐江

县汤池镇的合肥梦航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茶业加

工厂房内，骆此勇正忙

着制作春茶。十多年

前，在外从事农药销售

的骆此勇回乡创业，成

为当地远近闻名的乡村

产业领军人才。近年

来，庐江县高度重视乡

土人才作用，积极实施

“凤还巢”工程，一大批

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

的“新农人”依靠技术、

专业知识逐梦乡野，成

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兴

农人”。

赵德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