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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企兴万村”行动是党中央乡村振兴战

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

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重

要抓手。2021年以来，全省广大民营企业响应

号召、踊跃参与，充分发挥资金、技术、市场等

优势，有力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科技强农兴农

和农民增收致富。

发挥“联”字优势 凝聚“合”的力量

在怀远县荆山镇袁庄村，村民正在安徽农

农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里忙着种植

玉米，旁边一垄一垄、规划整齐的便是套种套

养的蚯蚓养殖床，随手拨开表层里面露出密密

麻麻肥硕的蚯蚓。

“这是公司的‘蚯蚓养殖、玉米、菌菇种植

协同处理处置秸秆、畜禽粪便和生活污泥’项

目，既能变废为宝，又能带动村民增收，是安徽

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项目。”安徽农农乐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焦保杨介绍。

安徽农农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响应

“万企兴万村”行动，在袁庄村先后流转135亩

土地，用小蚯蚓串起种养结合、农牧循环产业

链，做起了生态农业大文章。“今年市场行情还

不错，销售额预计800万元左右，蚯蚓养殖这一

块的纯利润能达到150万元。”焦保杨说。公司

在带动农户种植养殖的同时，每年支付土地流

转费用14万元，解决了附近张圩村、袁庄村、尤

村等村落57位农民的就业问题，为每户农家年

增收3万元以上。

民营企业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

量，乡村广阔天地是民营企业干事创业的重要

舞台。2021年，“万企兴万村”行动被写入“中

央一号文件”，同年8月，我省召开“万企兴万

村”行动启动大会，吹响了安徽民营企业助力

乡村振兴的行动号角。

行动中，我省持续推动省内20个经济相对

发达县“一对一”帮扶2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工作，并组织各县（市、区）工商联对全省

3000个脱贫村一一排查、对接，因地制宜开展

产业、公益帮扶活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为引导更多民企参与，省工商联加强与异

地安徽商会交流对接，嫁接徽商总会资源，持

续开展“回报家乡”专项行动，动员在外徽商回

乡投资兴业，组织上海市徽骆驼公益基金会等

捐赠家乡、回报桑梓。发动省内所属商会组织

会员企业开展村企结对、消费帮扶等活动，不

断扩大参与面。

全省广大民营经济人士积极参与“万企兴

万村”行动，截至今年5月底，全省共有21510

家民营企业参与行动，实施“兴村”项目28960

个，参与企业数位居全国前列。

锚定特色产业 夯实发展后劲

现在正是蓝莓集中挂果期，也是紫约蓝莓

无为黄汰基地最忙碌的时候。无为市无城镇黄

汰村村民王玉梅最近每天都会来紫约蓝莓无为

黄汰基地做临时工。“我在这里每天采100来斤，

一块五1斤，一天150块钱，在这里离家比较近，

又能挣到钱又能照顾到家，对这个工作很满意。”

王玉梅说。在蓝莓采摘高峰期，像王玉梅这样在

基地工作的村民，可以达到400余人。

为响应“万企兴万村”行动号召，紫约农业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无城镇黄汰村合作建设

蓝莓种植基地，通过与村里土地流转合作、劳

务用工合作、收益分红，带动村集体经济壮大，

带动村民增收。“紫约农业公司在我们村流转

了460多亩土地，让我们村有了特色支柱产业，

还为村集体每年带来37万余元的收入，助推了

我们乡村振兴。”黄汰村党总支书记汪亮说。

企业兴村连着两头，一头是经过市场锤

炼、谋求更大发展的民营企业，一头是经过脱

贫攻坚形成一定实力、渴望继续发展的村级经

济和农民。我省在“万企兴万村”行动过程中，

以产业振兴为重中之重，积极推动项目对接，

组织商会、企业赴乡村考察对接。一大批龙头

企业来到乡村把市场经济意识、先进管理理念

带到乡村，把先进技术模式、现代生产要素引

入乡村。在共谋共建中做大特色产业，做好

“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增值大文

章，密切“公司+村集体+农户”等联农带村机

制，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去年以来，省农业农村厅牵头起草了千亿

斤江淮粮仓建设、“秸秆变肉”暨肉牛振兴计

划、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建设等一系列产业发展

政策文件，鼓励支持企业带动广大农户共同发

展乡村产业。全省1200多家畜禽养殖场共带

动养殖户3.7万户；15家金融机构全年发放贷

款440亿元、惠及7.47万户。去年，全省十大

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 1.2 万亿元，

80%来源于企业。

放大帮扶效应 乡村更有活力

万企进村，改变的不止于乡村的产业和经济。

走进阜阳市颍东区瓦大现代农业科技公

司温室大棚，一串串颜色各异的番茄挂满枝

头，长势喜人。技术员周正宇打开手机App，

软件上实时显示着大棚内的环境数据。“病虫

防治、温光水气肥，我们通过物联网智能操控，

一键解决。”周正宇得意地说。

从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园艺专业毕业后，周

正宇选择了在瓦大番茄谷工作。“公司让我学

到了现代种植技术，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很有

成就感。”两年的时间，周正宇已经成长为现代

化农业企业“合伙人”。

瓦大现代农业科技公司的瓦大番茄谷项

目是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项目。瓦

大番茄谷积极推动现代化设施农业发展，吸纳

了众多返乡人员在其中就业，企业用工也主要

是从周边招聘。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为

了让返乡人才茁壮成长，瓦大番茄谷还建立起

完善的培训体系，创办了瓦大职业培训学校，

邀请专家进行科技指导，提供项目及资金支

持，让更多人拥有实用性技能，提升致富能力。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这是激活乡村“一池

春水”的关键要素。在“万企兴万村”行动中，我

省聚焦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吸引高校毕业生到

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推动更多专业化、知

识化、年轻化的新农人向乡村汇聚。与此同时，

还支持各类企业负责人到村任职，去年共培育乡

村产业带头人2万名，其中企业负责人超30%。

组织成立全国首家省级层面新农人协会，会员

400余人，其中企业负责人153人。

乡村振兴不仅要产业兴、村民富，还要乡

村美。

岳西县石关乡马畈村地处大别山腹地，是

个“夏天喝热稀饭不淌汗”的避暑胜地。马畈

村也因此早早发展起了旅游。2022年初，农房

改建农家乐的有128家，数量多，但基础设施不

全，品质不高，回头客不多。

安徽誉阳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现，因

村民外出务工，马畈村有超过一半的房间闲

置。为了盘活利用这些闲置资源，誉阳公司打

造“一宅两院”特色民宿，按照一楼住村民、二

楼及以上住旅客的思路，打造“楼下村民、楼上

旅客，住行分隔、互不影响”的格局，上下皆是

风景。农房成了客房，资源成为资产。“一宅两

院”为马畈村注入了新的活力，民宿改造的同

时也完善了村里的基础设施，让村民告别了出

门一脚泥的日子。

当前，我省正在大力实施“千村引领、万村

升级”工程，着力打造彰显徽风皖韵的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各类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乡村基

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去年，全省共支

持9512家企业参与乡村建设项目9727个、资

金规模超100亿元，初步形成“大中企业龙头引

领、小微企业遍地开花”的乡村建设发展新格

局。 （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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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持续推动“万企兴万村”行动，组织引导民营企业踊跃投身乡村振兴——

村企“联姻”赋能振兴

本报讯 近日，随着气温的骤升，

六安市霍邱县高塘镇为确保学生的

健康与安全，积极开展了校园用电安

全大排查工作。此次排查工作，不仅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安全、舒适的住宿

环境，防止了中暑等热射病的发生，

同时也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在高温天气下，电力供应的稳定

性和安全性尤为重要。学生宿舍作

为学生在校期间的主要居住场所，其

用电安全直接关系到学生的生命财

产安全。高塘镇的学校深刻认识到

这一点，因此迅速行动，对校园内的

用电设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

此次大排查涵盖了学校各个区域

的用电设施，包括宿舍、教室、活动室、

图书馆等。检查人员重点关注了电

线、插座、开关等易出现安全隐患的部

位，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及时整

改。此外，学校还加强了对学生用电

安全的教育宣传，提高了学生的安全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通过此次大排查，高塘镇不仅消

除了潜在的用电安全隐患，确保了学

生的住宿安全，同时也为乡村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乡村的发

展离不开教育事业的进步，而安全稳

定的校园环境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

要保障。通过此次行动，高塘镇不仅

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

环境，也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

下一步，高塘镇将继续加强用电安

全管理工作，确保校园用电安全无虞，通

过加强人才培养为乡村振兴注入无限

活力。 （陈隽 全媒体记者付梦林）

本报讯 近日，为切实加强预防溺水教

育的要求，全面落实村防溺水教育的主题

责任，霍邱县临淮岗镇八里棚村开展了防

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该村包组村干入户发放《防溺水

安全承诺书》，组织学生家长一对一签

订《防溺水安全承诺书》，保证村内学

生及其家长知晓到位，提高每位学生

防溺水意识和辨别危险的能力；利用

云广播及悬挂防溺水宣传标语等渠道

发布防溺水信息，开展常态化宣传，提

醒学生做到“六不准”，增强学生及家

长的防范意识。

此外，为预防防溺水事故的发生，八里

棚村设置专职防溺水巡查员，组织村干部

加强对村内重点及危险水域进行巡查，要

求水域长期备齐“四个一”，形成“宣传做到

位、巡查不放松、安全靠大家”的工作格

局。确保不出现溺水事故，筑牢防溺水安

全屏障，让八里棚村平安一“夏”。

（田徐）

打好防溺水“组合拳”筑牢乡村振兴安全堡垒
六安市霍邱县临淮岗镇八里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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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宿州市埇桥

区西二铺镇永盛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种菜能手周克

华优质豆角喜获丰收。近

年来，埇桥区特色农业走产

业化、集约化发展之路，有

效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型升级，农民实现收入

稳步增收和乡村振兴的目

标。 张成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