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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科院助力“土特产”发展重大科技任务启动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乡

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启动会暨首

期“三农科技沙龙”在湖北鹤峰召开。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政府部门有

关负责人、企业主体等重点围绕“乡村特色

产业边界、发展评价与支持政策”进行了交

流研讨，进一步明确了乡村特色产业的概念

和产业边界，为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提

供了新思路，为做好“土特产”文章提供决策

参考。

“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重

大科技任务负责人、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国刚介绍，该任务针对

乡村特色产业存在业态杂、链条短、效益低，

科技弱、品牌弱、后劲小，缺谋划、缺机制、缺

销售、农民增收困难等现实问题，以提升乡村

特色产业发展质量、全产业链推动产业发展、

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理论上加快探索发现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实践层面重

点围绕产业链价值链，探索产业运行机制，制

定产业标准化和技术集成应用方案并推动实

施，联合地方政府打造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

发展示范县、专业村样板，形成特色产业全产

业链发展与示范的清晰“发展剖面图”；最终

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践示范，结合国内外实践

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支撑相关部

门的决策。

据悉，该任务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所牵

头，联合信息所、营养所、作科所、茶叶所、蜜

蜂所和加工所等8个所13个优势科研创新团

队和66名骨干成员，设置了6个子任务，重点

聚焦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探索、

规律探寻、应用实践等核心任务，以谷子、茶

和中蜂的全产业链升级与示范建设为抓手，

对标产业高质量发展“卡点”“痛点”，创制乡

村特色产业链延伸、价值链增值的技术体系、

标准体系、政策体系以及机制模式，旨在为提

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提

供系统解决方案和示范样板。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音）

夜巡点亮乡村振兴“平安灯”
为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霍邱县曹庙镇持续

开展夜间治安巡逻，村干部紧密结合村辖区实际，紧盯

主干道、背街小巷、村内偏僻等重点区域，同时发放消

防安全宣传资料，全力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孙政）

结对帮扶促振兴
近日，皖北煤电集团党委组织相关人员赴霍邱县邵

岗乡考察结对帮扶工作。会上，双方就打造精品示范村

形成一致意见。皖北煤电集团表示，今年会继续投资该

村产业项目，推动乡村振兴快速发展。 （吕文欢）

强化村企联建
助力乡村振兴

霍邱县城西湖乡坚持把“村企联建”作为推进乡村

振兴的重要抓手。在镇党委领导下，借助国家扶持资

金投资建厂，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积极探索农旅

产业链，走出一条村企共建共赢之路。（邵菁菁 傅晨曦）

防汛演练护航乡村振兴
5月10日，霍邱县新店镇在淮河岸边开展防汛工

作演练。该镇组织各村营长、民兵，按照防汛工作方案

从人员的集结、分工到防汛物资的分配、使用进行全方

位实地演练，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张光军)

用好“832”扶贫平台
为充分发挥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功

能，霍邱县花园镇积极整合全镇3家消费扶贫认定企

业。目前，平台累计销售额达300万余元，现售产品9

种，涉及粮油米面、畜禽肉蛋等多种类型。 （李猛）

农技进果园疏果促高产

5 月 13 日，亳

州市谯城区牛集镇

洪安家庭农场的猕

猴桃种植基地，在

科技特派员的指导

下，果农和党员志

愿者正在树下进行

疏果作业，减少挂

果量，减轻枝株负

担，提高果实品质

及经济效益。近年

来，牛集镇积极引

进发展猕猴桃、火

龙果等南方特色水

果产业，产值逐年

递增，呈现出方兴

未艾的强劲势头，

聚力助推农民创收

增收。

武清海 摄

强化金融服务 支持乡村振兴
5月 11日，由省乡村振兴协会联合

相关金融机构共同举办的“强化金融服

务、支持乡村振兴”银企对接会在合肥

召开。

会议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离不开金融信贷资金投入。希望各金融

机构始终把“三农”作为优先支持领域，聚

焦推进千亿斤江淮粮仓、“秸秆变肉”暨肉

牛振兴计划、“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

皖北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建设等全省“三

农”工作重大部署，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扩

大金融信贷投放，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质

效。涉农企业要选准产业赛道，增强市场

意识，重诺守信经营，为推动乡村振兴贡

献更大力量。

省乡村振兴协会已连续3年举办银

企对接活动，为破解涉农企业融资难题

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对接活动历时两

个多月，各金融机构累计对接企业

81448家、融资额835.3亿元。本次对接

会上现场授信签约的企业200家、融资

额84.5亿元。

（斯实 范克龙）

白姜软糖、白姜咀嚼片、糖冰姜……以

白姜为原料制作的多种休闲食品，吸引了

很多人驻足品尝。近日，在安徽农业大学

举办的科技小院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安徽

铜陵白姜科技小院的研究成果备受瞩目。

铜陵白姜有2000多年种植历史，姜

阁保种催芽、高畦高垄种植、芭茅搭棚遮

阴等传统种植技艺一直传承至今。2023

年，铜陵白姜种植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

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

为赋能白姜特色产业，2023年10月

18日，安徽铜陵白姜科技小院正式成立。

科技小院重点聚焦铜陵白姜产业发展，充

分发挥安徽农业大学在科技人才领域的

资源优势，联合企业共同开展铜陵白姜科

研创新及人才合作培养。目前科技小院

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3人，入驻技术

指导教师3人，线上线下农民培训2场115

人次，并就发挥白姜的健康功效、提升原

料综合利用率开展研究，开发白姜咀嚼片

等新产品3种。

近年来，铜陵市郊区立足特色农业产

业，加强产学研深度合作，充分发挥“科技

小院”助农为农兴农作用，打造农业人才

“蓄水池”，全方位多元化促进农业产业融

合，开展人才合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王横）

铜陵：科技小院激发农遗活力

作别“人从众”的大军，走进山野乡

村，体验一场别开生面的“田园诗画游乡

村”之旅。这个“五一”小长假，来安县以

独具特色的生态游、乡村游迎来八方客，

让人们在亲近自然中放松度假。

滚烫的柴灶锅里翻滚着杂鱼、鸡肉，土

菜的香味四处飘散；院落的月季花开得正

盛，引得游客纷纷打卡留念；傍晚时分，游

客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尽享田园乐趣……

“五一”期间，来安县舜山镇林桥生态农庄

迎来了客流高峰。农庄主人杨多林说，得

益于南京、滁州等周边游客的增多，生意红

红火火，每天接待的游客量均超万人次。

惠风和畅，正是品尝肉质肥美小龙虾

的时节，来安县龙虾小镇——三城镇，别

有一番热闹景象。池塘前，孩子们在家长

的带领下，下饵、甩竿、等待……每当龙虾

被钓上来时，孩子们都乐得手舞足蹈，家

长们也跟着回味了一把童年记忆，现场一

片欢声笑语。

“避开人流高峰的自助游、乡村休闲游

等，备受广大游客青睐。”来安县文旅局局

长张汉奎介绍，地处长三角腹地的来安县，

有着独特的区位交通、生态环境等优势。

近年来，该县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为

主线，串联境内景点，串点成线，以线促

面，积极构筑自然美景与乡土文化相交融

的乡村旅游格局，各节点旅游业态不断丰

富，乡村旅游大放异彩，游客接待量不断

攀升。 （吕华 张开兴）

“田园诗画”带火来安乡村游

花鼓声声铸乡魂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霍邱县三流乡联合老年学

校组织开展“悦享夕阳，老有所学”花鼓灯展演活动，自

编移风易俗、孝老爱亲、助人为乐等剧目在村里轮番上

演，引导群众弘扬文明乡风，助推乡村振兴。（张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