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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农村能源领域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
安全生产事关群众利益与生命安全。5

月 30日，2024 年全省农村能源领域安全生

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在铜陵市召开，并同步举

办了我省首次在省级层面开展的农村能源领

域沼气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演练观摩活动，旨

在加强农村能源建设领域安全意识和安全风

险防控能力建设，做好农村沼气安全生产工

作，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农村能源

体系。

在农村能源领域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是

把高水平安全贯穿行业高质量发展各方面全

过程的重要举措，对提升全省农村能源安全生

产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我

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

一步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真正把“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

力，努力从根本上消除农村能源安全生产事故

隐患。

近年来，我省积极推动农村能源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利用，实现农村能源向产业规模发

展、资源综合利用等方向转型升级，形成规模

化建设不断提速、高质量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的

农村能源建设新格局。目前，全省沼气（生物

天然气）工程总池容超60万立方米，直接供气

近6万户。

与此同时，我省各级农村能源建设管理部

门坚持“常态化”管理，建立“长效化”机制，积

极完善安全生产法规制度体系，坚持源头化解

和隐患整治相结合，狠抓农村能源安全生产措

施落实，有效防范化解行业领域重大风险，农

村能源领域安全生产持续推进。

（许昊杰）

安徽宁国——

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宁国市地处皖东南，丘陵地貌，素有“八山一水半分田，

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发展粮食生产的空间有限，基础较

弱。为保障粮食安全，该市因地制宜，通过扩面积，补短板、

提产量，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一是持续扩展粮食生产空间。2023年增加稳定耕地

0.4万亩，15度以下耕地数量增加0.2万亩；新建和提质改造

高标准农田1.5万亩；整治历史存量低效耕地发展粮食生产

0.32万亩。

二是持续提升粮食生产装备能力。新建2个综合性农

事服务中心，总数达7个；新增6套育秧设施和5台高速插秧

机；新增机插秧面积0.4万亩；新增无人机12台；粮食日烘干

能力增加300吨，新增稻米加工SC车间2个，粮食生产机械

化率92%以上。

三是持续提高粮食单产水平。与省农科院和“中国农

大司尔特测土配方技术研发中心”开展“政产学研”合作，组

建“精耕细作名家工作室”。在港口镇、宁墩镇建成1000亩

精耕细作示范区，制订和发布《粮食生产精耕细作生产技术

路径》，培训种粮大户150个，300亩以上种粮大户均具备单

产提升关键技术的实际操作能力。

四是持续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落实惠农补贴资金

2600余万元。出台粮食“政策性保险+补充性商业保险”政

策，表彰种粮大户18个和先进单位5个。

五是持续保障种粮收益。落实政策性粮食收储、轮换

信贷资金，完成储备粮8000吨、1000吨最低价定向粮食和

6000吨省级储备粮轮出。做好产量分析预测和腾仓并容，

引导多元化市场主体入市收购。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宁

国市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贡献

宁国力量。” （龙浩洋 王传芳 张昊鹏）

青山绿水弋江畔，桃花园里有人家。

五月风光正好，行走在芜湖市湾沚区湾沚镇

桃园村，映入眼帘的是湛蓝的天空、整洁的村庄

和干净的道路，举目满眼绿，移步皆是景。

桃园村是我省首批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之

一，近年来，该村聚焦人居环境整治，实现了村容

村貌的“大变样”。该村打通入户断头路20余

处，疏通灌溉水渠覆盖范围2000余亩，安装新能

源路灯213盏，基本实现“道路户户通、沟塘渠渠

清、路灯组组亮”，全村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全面提

档升级。

如今，在桃园村，村庄内道路两旁是灰色的瓦

砾砌成的矮围墙，围墙上还摆放着睡莲、茉莉、蔷

薇等各式的花盆，就连门口的柴垛也充满设计感。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桃园村立足自身区位

优势与当地的红色文化，建成芜湖市农村党建

馆，打造芜湖市党员教育培训基地，承接具有“乡

村特色”的基层党员教育培训，走出了一条培训

经济引领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去年，桃园村累计承接各类培训会议50余

场，接待调研1万余人次，培训人员2000余人，为

村集体创收300余万元。

桃园村党委书记高飞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学习借鉴

“千万工程”经验，并与本村实际深度融合，扎实体现乡村振

兴的“底色”，着力凸显乡村振兴的“成色”，全面推进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

桃园村是芜湖市建设和美乡村过程中的生动缩影。芜

湖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莉表示，目前，芜湖市在和美乡村的

建设中真金白银投、真刀真枪干，建立了76个精品示范村储

备库，编制了精品示范村建设导则。下一步，将继续对标长

三角先发地区，全域打造彰显徽风皖韵、滨江特色、田园生

活、宜居宜业、令人向往的和美乡村。 （曹欢欢 盛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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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是金寨县南溪镇丁埠村一年里

最生机勃勃的时节，草木繁茂，野花点缀，

而在村民的院里院外，或新或旧的蜂箱随

处可见。蜜蜂将夏季的花香“存入”蜂箱。

71岁的周世友老人养蜂已超过30

年，是丁埠村有名的养蜂专家。“现在正是

板栗树、石榴树开花的时候，这为我的蜂

蜜增添了风味。”周世友说。

庭院养蜂是周世友和老伴生活的主

要经济来源，由于蜂蜜质量纯正，价格公

道，很多人慕名前来购买。“养蜂投资小、

见效快，只要掌握了技术，摸清了蜜蜂习

性，利用闲暇时间就行。我俩年纪大了，

重体力活做不了，养蜜蜂正适合。”周世友

对自己在古稀之年还能实现创收很满意。

周世友今年养了50箱蜜蜂，每箱可

以收获2公斤到5公斤蜂蜜。“野生四季蜂

蜜，童叟无欺，绝无添加，150元一斤，从

来不愁卖。”周世友笑呵呵地说。

近年来，南溪镇把发展“庭院经济”作

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积极引

导农户以庭院为载体，利用房前屋后空闲

用地，合理发展庭院经济，把房前屋后的

方寸地打造成乡村振兴的致富园。

丁埠村以“村集体经济+农户”的模

式，积极探索发展蜜蜂产业，打造高品质

特色农产品，积极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

业发展促进村民增收。“丁埠村有养蜜蜂

的传统习惯，全村有20多户农户散养蜜

蜂，效益都还不错。”丁埠村村干部闫娟

说，今年，村集体购置了100个蜂箱发展

蜜蜂养殖，请有经验的农户帮忙代养。

“山区土地资源有限，庭院利用好了，

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闫娟说，村里将根

据蜜蜂养殖、中药材种植的具体情况，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进一步扩大养殖种

植规模、畅通销售渠道，在壮大村集体经

济的同时，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杨秀玲 袁野）

庭院养蜂 方寸生金

产业振兴处于龙头地位，是乡村振兴的

基础和关键。产业兴旺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结

构优化升级，增强农村自身发展能力，农业农

村各项事业发展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乡村

振兴的内生动力才能具备，并继而推动教育、

文化、生态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推动

乡村振兴，必须以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

引擎，不断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当前，我国乡村产业具有丰富的资源

禀赋，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市场前景广

阔。同时也应该看到，乡村产业的发展仍

面临诸多短板，比如产业链较短、同质化

严重、产品附加值不高、科技支撑不够、人

才储备不足以及缺乏配套的金融服务等，

这些因素都阻碍了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

升级和农业现代化转型。

农业产业振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推

进体制机制创新。要建立健全产业政策、

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各类支持绿色发展

的政策机制和保障体系，大力支持现代农

业产业发展。同时，引导农户开展承包经

营权流转，提高农业产业组织化程度，培

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

业产业经营主体，形成集约化和规模化布

局。要减少无机化肥和农药过量使用，不

断普及和强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应用；

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不断优化农

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

农业产业振兴需要聚焦当地资源禀

赋优势，挖掘特色产业。发展和壮大当地

特色优势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

手，各级地方政府应关注本地资源优势，

以品牌铸魂，量身打造全国乃至世界一流

品牌，走特色化发展道路。

农业产业振兴需要促进农文旅网深

度融合。当下，依托互联网，做好文化旅

游与乡村产业跨界融合发展，要充分发挥

互联网的优势，整合文化资源，开发文创

产品，打造精品旅游线路，结合农业物联

网因地制宜培育以城郊游、生态采摘、农

耕体验等为一体的文旅新业态，着力构建

全域旅游空间结构，推动乡村文化与乡村

经济互融互促、协同发展。

农业产业振兴需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

的驱动作用。加强农业科研人才，尤其是

高精特尖人才的培养工作，坚持发展农业

新质生产力，依靠技术进步、要素配置效率

和体制机制转变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效

率，不断发挥人才对农业产业的引领作用；

也要吸引高学历、具备高技能的青年人才

和返乡能人回乡创业；通过产学研融合，稳

步推进各类农业科研项目实施，加快农业

科研成果转化；发展高效现代生态农业和

有机农业，构建现代化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加强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

农业产业振兴需要通过金融创新，破

解融资难题。融资难是困扰农村和中小

微企业发展的长期问题，限制了产业的发

展和扩张。需要创新金融服务，通过政府

担保、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模式，提

供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乡村企业

的融资需求。政府在乡村振兴中起到指

导和推动的作用，但单靠政府的努力是不

够的。可以通过建立政府与社会资本的

最优合作机制，引入优质民营资本投资农

业科技创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

不仅可以改善农村的物质条件，还能引进

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 （王宇琪）

以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丰收田园如画卷

5 月 28 日，

蚌埠市天河岸

边，高新区秦集

镇 近 2 万 亩 小

麦迎来丰收，田

间地头，机器轰

鸣，在天河湖山

水映衬下，一幅

丰收美景图徐

徐展开。

陈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