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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流彩”首届乡村文化产业创意大赛启动

大棚西瓜引客来

近日，“大地流彩”首届乡村文化产业创意

大赛启动，大赛旨在推动优秀农耕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发挥创意赋能乡村文

化产业发展的作用，以赛促开发、促合作，助力

乡村文化振兴。

据了解，首届乡村文化产业创意大赛是

“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重

点活动之一，主题为“创意激发文化活力创新

引领乡村发展”，由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

促进司主办，武汉大学、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中

国青年报社、中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组

委会联合承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四川美术

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湖北美术

学院等为支持单位。

大赛面向广大农民群众、大学生、企业

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行业协会、集体

经济组织等团体和个人，征集乡村文化产

业创意项目、乡村文化创意作品，以传承弘

扬优秀农耕文化、发挥联农带农作用、促进

乡村振兴为导向，选出乡村文化产业创意

典范和卓越项目、作品。大赛期间将开展

公益培训、项目采风、展演推广、投融资交

流系列活动。

大赛主页将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专题区、

中国青年网、中青在线上线。6月15日起，参

赛者可由上述页面进入报名系统，提交参赛材

料、查阅赛事资讯等。

（牟汉杰）

法治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霍邱县曹庙镇以推进

“一中心一张网一联户”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为抓手，科

学划分网格组织构架。目前，全镇共划分218个村组

网格，为乡村振兴打下良好基础。 （孙政）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霍邱县城西湖乡因地制宜合理规划产业发展重

点，制定特色种养殖发展实施方案，以“一村一品”为主

导，大力发展莲藕、瓜蒌等特色产业，并与庭院经济相

结合，助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蒋玲玲)

打击非法违规农资产品
近日，霍邱县新店镇启动农资市场专项整治行

动。该镇明确整治的目标、范围和措施，严厉打击非法

违规农资产品，规范农资市场秩序，提升农资产品质

量，切实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和农民合法权益。

（张光军）

烘干房加速乡村产业振兴
近日，霍邱县邵岗乡坎山村投资建设的烘干房项

目已经开工。据了解，该项目投资400万余元，用于解

决农产品“晾晒难”的突出问题，项目建成后能有效带

动周边脱贫户稳岗就业，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吕文欢）

霍邱县白莲乡：“稻虾”共养助力乡村振兴
眼下正是小龙虾上市的好时节。位于

六安市霍邱县白莲乡窑流村的田埂上，每

天凌晨3点，就能看到不远处灯光一闪一

闪的，那是农民们起来收虾，然后把小龙虾

拉到集市进行分拣打包，呈现一片热火朝

天的忙碌景象。

乡村振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而

产业振兴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今年

以来，白莲乡窑流村在乡党委政府号召下，

积极发动群众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充分

利用本村丰富的稻田资源，通过推行“稻虾

共养”模式，今年以来该村新建稻虾田430

亩，将水稻种植与小龙虾养殖有机结合，通

过稻花养虾，虾粪肥田，以达到水稻、小龙

虾同步增产增收，加快产业发展进程，提升

效益，推动乡村振兴。

窑流村种田大户陈志军流转土地400

余亩进行大面积稻虾共养，群众看到养殖

的效益后，对全村稻虾养殖起到很好的带

动作用。稻虾养殖投入少、效益好、技术要

求不高，易学易做，适合不能外出务工的农

户。本村有限的土地资源可不再对外流

转，分批分步流转到本村农户手中，进行规

模性养殖。

目前，窑流村已发展稻虾养殖7600

余亩，占全村耕地面积三分之一，未来两

年窑流村将发展到9000余亩。同时，白

莲乡党委政府为农户每年提供稻虾养殖

经验培训会，全力打造稻虾综合种养产业

链，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产业培育上

谋新篇，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助力乡

村振兴蓬勃发展。

（周孟萍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做好人才“引用留”激发青年干事动力
青年人才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

量，在人才组织工作中，须从育才、用才、留

才三个方面创新实践有效工作方法，推动

青年人才干事热情、履职本领、综合素养全

面提升，让更多人才在乡村沃土上展现才

智、实现价值。

树立人才价值导向，助力实现青年梦

想。人才队伍有活力，党和国家事业才能

有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要让越来越多的

人才成为乡村振兴的栋梁。各级组织部门

和领导干部尤其要树立正确的人才观，精

准识才聚才用才。既要看“硬件”，也要看

“软件”，既要“绩优股”，也要“潜力股”。要

敢破敢立，切实破除人才培养、使用、评价、

服务、支持、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

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思

想。要拓宽人才的选拔渠道，既要通过招

聘的方式，也要善于用“揭榜挂帅”的方式，

让更多乡村人才把握自身定位，找准成长

模式，方能更好地在乡村工作中把自身的

优势特长表现出来。

淬炼人才过硬本领，夯实人才振兴基

础。要想做好乡村振兴新阶段青年人才工

作，就必须加强农业青年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青年人才，绝不能闭门造车，要结合当

下农业新形势加强青年人才国际交流，更

加精准实施开放人才政策，聚焦重点单位、

重点领域、重点产业，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

青年人才使用机制，就是要让青年骨干打

头阵、当先锋，在乡村振兴岗位上和重大项

目攻关中壮筋骨、长才干，让实践成为青年

人才成长之基。

开拓广阔舞台，做好人才留用工作。

重视人才，需要在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上下

功夫，只有让人才在农村这块沃土有了成

就感，方能让他们安心安身，在创新创造中

为地方发展注入更多的新动能。一方面，

要做好“留”的文章，努力解决农业人才关

心的住房、子女入学、配偶安置等实际问

题，实现引进人才从“凭财力”向“凭服务”

转变，用事业留人、用待遇留人、用情感留

人。另一方面，要做好“用”的文章，促进人

才有序流动，充分向用人主体授权，实现人

尽其才、用尽其能，为乡村振兴事业贡献更

多的有生力量。

（郑红明）

霍邱县潘集镇——

“三抓手”激发
村集体经济发展动力

近年来，六安市霍邱县潘集镇将发展壮大集体

经济作为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力的重要举措，

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激活集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抓好党建引领，激活“牵引力”。对全镇现有资

源、潜在优势、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全面梳理，明确由

村党组织书记牵头负责集体经济增收，一对一为各

村理清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各村党组织领导作用，

成立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经济发展成效同村干

部绩效考核挂钩，让村党组织书记带头干、村“两委”

成员积极干。

抓好产业升级，加大“推动力”。用活用好各村

地理区位优势，对各村资源进行合理盘活和开发。

将传统产业进行再升级，将荒废资源进行再利用，使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建立传统种养殖与新型

产业互补的模式，拓展各村的发展渠道，引导各村通

过入股分红、成立人力资源公司、村“两委”自耕自种

等因地制宜的多样化方式走出一条适合本村的发展

之路。

抓好人才支撑，凝聚“再生力”。利用后备干部

招考、乡贤回归等契机，将致富能手、返乡大学生、在

外乡贤等人才团结在村党组织周围共谋发展，充分

发挥人才示范引领作用。建立起村级人才储备库，

将优秀人才吸收进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党员队伍中；

完善优化村“两委”配置，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坚

强队伍保障。以人才为引擎，不断增强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内生动力。

（马浩 全媒体记者付梦林）

6月4日，游

客 在 庐 江 县 金

牛 镇 山 南 村 的

千 万 家 农 作 物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西 瓜 种 植 基

地 采 摘 西 瓜 。

近年来，庐江县

鼓 励 农 户 大 力

发展附加值高、

效 益 好 的 设 施

农业，解决了特

色 产 业 发 展 的

制约因素，推动

乡 村 产 业 提 档

升级。

赵德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