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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万企兴万村””行动行动

霍邱县扈胡镇——

强化光伏电站管护
助力乡村振兴

阜南县推动民营企业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和帮扶关系——

公司+农户“输血”变“造血”
近日，在位于阜南县地城镇的安徽黄氏番

鸭食品有限公司番鸭育种基地里，数万只鸭子

在嬉闹。目前，该公司在阜南建成3个现代化

番鸭育种场，拥有标准化育种舍150栋，可存笼

种番鸭60万羽，年产番鸭苗4500万羽。

育种基地负责人王庆军介绍，公司围绕番

鸭育种、孵化、养殖、饲料加工、肉制品加工、有

机肥加工6个子项目开启产业布局，积极参与

“万企兴万村”行动，通过“公司+农户”模式，为

有养殖意愿的农户提供适销对路的禽苗，带动

农户发展番鸭订单养殖，让农户不愁销路。

“通过吸收农户参与养殖，不仅保证番鸭

产品稳定供货，也为农户带来稳定收益。”王庆

军介绍，黄氏番鸭养殖合作采取“五统一合作

模式”，即统一供苗、统一防疫、统一服务、统一

供饲料、统一回收。公司还带动就业130余人，

人均年收入不低于5万元；村集体经济参与入

股，每年分红60万元；通过土地流转、光养结合

等方式，带动当地3600多户农户户均年增收

3000元以上。

阜南县工商联在开

展“万企兴万村”行动中，

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主

导”“发展乡村与服务企

业”“外来助力与内生动力”相结合，兼顾不同

类型乡村经济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情况，积极

探索整村推进、全面振兴的模式与路径，推动

全县民营企业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和帮

扶关系，由“输血”变“造血”。目前，已引导全

县601家民营企业与93个重点帮扶村、88个非

重点帮扶村签订协议，共实施项目638个，投资

210364.8万元，带动就业2万多人。

阜南县会龙镇是闻名全国的“辣椒之乡”，

在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中，会龙镇创新“公

司+基地+农户”的模式，由阜南县蔬菜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牵头，联合18家合作社和家庭农

场，成立阜南县蔬菜产业化联合体，走产加销

一体化经营的现代生态产业化经营的路子，采

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家庭农场）+科

技+市场”的模式，向农户提供“六统一”服务。

目前，会龙镇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达1.25万

人，2023年会龙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万元。

“柳编之乡”黄岗镇积极发挥现有柳编龙

头企业带动作用，结合“家家有柳、户户会编”

的基础，建立健全现代学徒制度，持续推广“企

业+经纪人+农户”的经营模式，实施委托加工、

带料加工，稳定就业岗位，带动群众居家就

业。目前，全镇 40 余家柳编企业直接用工

1000余人，衍生“经纪人”约200人，8000余人

从事柳木行业，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

（安徽日报记者 安耀武 通讯员 杨露琪）

初夏时节，淮北市杜集区石台镇梧桐村

的一片山林里，3000多棵山楂树长势喜人，

青色的山楂挂满枝头。经过4年的精心管

护，果树已有两米多高。

村民们在林间穿梭，在树下除草、施

肥。“我们组织村民加强田管，到了秋季，树

下的红薯和树上的山楂都可收获，经济效益

可观。”梧桐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商祥荣说。

山楂是药果兼用树种，鲜食和加工果均

畅销市场。近年来，梧桐村将绿色生态与乡

村振兴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盘活“山地经济”，实现绿色富民、生态惠民。

在梧桐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共同推

动下，村里成立了淮北市梧桐谷旅游开发专

业合作社，依托梧桐山谷资源，整合山地

300余亩，集中种植榛子、山楂，套种山红

薯、花生、菊花，年经营性收入约20万元。

今年又种植了白术、紫菀等中草药，预计可

为村集体增收近60万元。2023年，合作社

向210户社员分红6万余元，带动60余名

村民务工增收。

梧桐村还注册成立了淮北田歌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动员村民以资金、土地、劳务等形式入

股，组织村民凭借祖辈传承的石匠手艺，对外承揽小

型建筑工程，带动120余名村民就业。该村采取“党支

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紧密对接辖区农业龙头

企业，共建芦笋种植示范基地300余亩，实现种苗、技

术、市场等优势资源共享。同时，将村内380亩荒山承

包给淮北育之宝生态农场，用于生态养殖。2023年，

全村实现集体经济收入212万元。 （吴永生）

特
色
产
业
盘
活
﹃
山
地
经
济
﹄

本报讯 近年来，六安市霍邱县扈胡镇党委、政府

不断强化光伏电站管护，把稳定提升村集体和户用光

伏电站收益，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重要途径。

随着气温的回升，光照时间变长，光伏电站也进入

了发电的最佳时期。为做好辖区内光伏电站运行管

理，确保光伏电站安全高效运行，增加辖区内光伏发电

效益，近日，扈胡镇乡村振兴工作站组织各村公益性岗

位清洗管护员开展光伏电站清洗管护工作，主要针对

光伏板表面积存的灰尘、鸟粪、树叶等异物等进行逐块

清理。

扈胡镇共有光伏电站4处，分别组织了专门的光

伏电站管护小组，定期清洗光伏电板，每日巡察光伏电

站内设备及周边环境，尤其是对电站内杂草和过高的

遮光物体进行检查清理。扈胡镇乡村振兴工作站不断

完善光伏电站清理管护长效机制，及时排查电板损坏、

电站内积水等问题，制定应急处理方案，保障光伏电站

的安全运行和发电效率。通过对光伏电站的管护，建

立一套详细台账，出现可疑情况，及时报告联系专业人

士进行检修，确保故障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让光伏电

站更好助力乡村振兴。（李方芳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村里的土烧作坊也有技术总监？近年

来，浙江省淳安县富文乡依托本地土烧酒

产业优势，积极搭建专家平台，吸引不少土

烧酒品鉴、研发等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

才来乡就业，为土烧酒产业发展提供了坚

实支撑。从中得到启发，笔者认为，发展乡

村产业关键要选对人。

首先，要根据产业方向选择人才。当

前各行各业人才济济，不同领域人才自有

其擅长之处，对乡村产业而言，自家这块

“地”选择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地方政府在

引进人才前有充分的考量和规划。就拿前

文提到的富文乡来说，当地土烧酒的酿造

技艺距今已有1300余年历史，土烧酒在本

地也有稳定的销售市场，当地就可以依托

既有资源和优势，围绕土烧酒产业发展方

向来选择人才。比如吸引擅长互联网营销

的人才，来为土烧酒打开网络销路献智出

力，选择有产业管理、市场运营等专业优势

的人才，为产业运营出谋划策。

其次，要搭建平台吸引外来人才。一

方面，可以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展合作，

将前沿科研成果与先进理念引入乡村产

业，让乡村人才发挥自身优势，成长为专家

型人才；另一方面，当地政府也要为外来人

才提供相应的保障，比如提供税收减免和

创业扶持，设置针对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

缺人才的专项资金等。

最后，要充分挖掘和培养本地潜力人

才。引进外来人才并非万全之策，本土人

才的培养同样至关重要。为此，可通过举

办形式多样的培训、研讨会等交流活动，提

升本土人才的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同时

还要积极鼓励本土人才与外来专家开展深

度合作，让本土人才在实践中不断磨砺自

己，实现综合素质的跨越式提升。

当然，吸引合适人才只是第一步，未来

让乡村人才留得住，还要结合人才发展的

动态需求，不断探索和完善人才支持政策

和合作机制，为人才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

和保障措施，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到乡村产

业发展中来。 （徐毅鹏）

发展乡村产业，选对人很重要

近日，旌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定

《旌德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

县建设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高质量推动县域17个传统村落（含9个国

家级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传承。

《方案》表示，应结合旌德县传统村落

空间布局、历史文化保护规划、长江流域绿

色生态廊道建设，构建旌德县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格局。结合实际需求对传

统建筑保护和活化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村容

村貌改善以及文化创意、乡村旅游等特色

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明确的工作措施

和技术路线。

《方案》表示，将依托旌德县境内“东黄

山—皖南川藏线”为发展轴，以江村、朱旺

村为文化窗口，带动庙首社区、玉屏村、乔

亭村等传统村落示范区建设。同时，以9个

中国传统村落为核心，带动全域传统村落

连片发展，构建“一轴贯东西，两河通南北、

三区塑古韵”全域保护利用示范格局，将旌

德县传统村落分为东黄山文化展示区、红

色文化记忆区、生态康养体验区3个传统村

落集中连片保护示范区。利用2年时间，依

托“以点串线，以线带面，连片保护”的思

路，构建3个有影响力、有带动力的传统村

落示范区，实现全域重点村落全面振兴。

《方案》强调，要全面提升传统村落人

居环境和村民生活质量，着力打造出一批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完好、特色产业发展成

熟、生态人居优美、基层治理有效、村民生

活富裕的传统村落示范样板，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活化利用经验，探索安徽省

乃至全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的

有效方法和路径。

（孙宗亮 鲍捷讯）

旌德县高质量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路畅景美乡村兴

6 月 21 日，宣城

市广德市四合乡水

塘村，农村公路与民

居、梯田、青山密林

等相映成趣，美不胜

收，构成了一幅山乡

田园生态画卷。 近

年来，宣城市广德市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 展 ，大 力 建 设 以

“竹乡画廊”旅游风

景道为代表的“四好

农村路”，为当地发

展乡村旅游和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了坚强交通保障，助

推地方经济高质量

发展。

王玉实 陈志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