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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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远县发挥资源优势，引导民企参与特色农业产业发展——

龙头领跑 产业兴村
日前，怀远县金圃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蔬

菜分拣中心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刚采摘的西红

柿分拣、称重、打包，采购运输车来往穿梭，一

派热闹繁忙景象。

“眼下是西红柿销售旺季，我们的西红柿

因为品质好，吸引很多客商上门采购。”合作

社负责人顾春地说。合作社专门从事设施蔬

菜的育苗、种植，经过多年发展，目前社员有

1000多户，年销售蔬菜7万吨左右，年产值亿

元以上。

在怀远县榴城镇刘郢村，村民张文武的蔬

菜种植基地里，西红柿也迎来大丰收。利用金

圃园种植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新品种和技术指

导，基地大棚西红柿亩产量达7500公斤，经济

效益可观。

“每到西红柿管养的关键节点，合作社都

会有技术人员上门帮忙，指导水肥管理、病虫

害防治、整形修剪，让我们省了不少心。”张文

武告诉笔者，去年基地轮流种植西红柿和芹

菜，年纯收入超30万元，“跟着合作社干，农户

们种不愁、销不愁，发展更有底气。”

“采取统一种苗、统一农资、统一技术规

程、统一销售的方式，产

前、产中、产后，育苗、种

植、销售，‘一条龙’组织带

动合作社成员形成蔬菜生

产销售联合体。”顾春地说。该合作社负责实

施的高质高效蔬菜种植基地项目，获评2023年

度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项目。

怀远县是传统农业大县，农业资源丰富。

“‘万企兴万村’行动开展以来，我们宣传动员

组织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注重发挥农业专

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种植养殖大

户等典型作用，综合采取‘企业+合作社’‘企

业+农户’‘企业+基地+农户’‘企业+产学研’

等模式，充分挖掘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怀远县工商联党组书记刘

洪春说。

怀远石榴久负盛名，近些年依托安徽天兆

石榴开发有限公司，该县沿茨淮新河大堤两侧

建成标准化石榴园5000余亩，结合“百里石榴

画廊”自然人文景观打造“怀远石榴”农文旅基

地，进行石榴酒、石榴饮料、石榴果醋等石榴系

列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坚持农文旅、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直接辐射4个镇9个行政村，受益农

民2万余人。

如今，怀远县已初步探索出产业发展

与造血帮扶相融合、就业帮扶与稳定助农

增收相融合、企业帮扶与社会扶持相融合

的村企有效融合发展机制。截至今年 5 月

底，全县已有 475 家各地民营企业参加本

地“万企兴万村”行动，项目总数 582 个，惠

及 151 个村，投资总额 15.27 亿元。怀远县

获评 2023 年度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

典型县（市、区）。

（孙言梅）

霍邱县城关镇牌坊村——

开展未成年人安全宣传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日，为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

安全宣传工作，增强辖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

意识，霍邱县城关镇牌坊村开展未成年人假

期安全宣传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对孩子们进行防溺水、

安全用电用气、交通安全、急救自助和防拐骗

等安全知识宣传，向学校内的儿童及家长发放

宣传资料，针对儿童面临的假期安全隐患，引

用实例详细讲解，提醒大家假期期间注意安

全，面对意外伤害时学会自我保护、及时报警。

下一步，牌坊村将持续利用多种方式，

做好宣传工作，增强辖区内群众和孩子们交

通安全意识、防溺水安全意识，进一步提高

自护、自救能力，为自己的生命安全加上一

道“防护锁”。 （张金泉）

来安县三城镇——

发展食药用菌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日，笔者走进来安县三城镇固镇村

鸿伟食用菌大棚，一排排菌包上生长着上万朵饱满

的蘑菇，即将迎来喜人的丰收。固镇村食用菌种植

成功，是该镇大力助推特色产业发展，积极赋能乡

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如今，种植食用菌已成为当地

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三城镇以市场为导向，立足自身优越的自然条

件，积极推动食用菌产业健康发展。同时，强化科

技支撑，积极开展联合技术攻关，与滁州学院等机

构合作，推动食用菌产业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挂牌成立来安县菌菇科技小院、滁州学院食药用菌

科技推广中心。此外，不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和种植

户一同召开座谈会，专家结合大家提出的问题和建

议，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解决措施。

近年来，三城镇通过搭建平台、宣传引导、整合

资金，全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积极培育壮

大食用菌产业，建设“菜、粮、菌”重点片区，打造示

范样板。 （马丽）

霍邱县城关镇花台村——

农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针对农村发展提出的

重大战略，旨在推动农村经济、文化、生态等各方

面的全面进步。其中，农业作为乡村经济的基石，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水稻，作为我国的主要粮食

作物之一，其生产情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

和农民的生活水平。

眼下，正值水稻插秧的时节，在霍邱县城关

镇花台村的田野上，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农

民们纷纷走进田间地头，或手把秧苗，或操作机

械，将一棵棵嫩绿的秧苗插入泥土之中。随着他

们的劳作，一片片水田逐渐换上了新装，焕发出

勃勃生机。

这一片新绿，不仅仅代表着水稻的生长和丰

收的希望，更象征着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通过

发展水稻等特色农业，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

农民的收入水平，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同时，吸

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农村，参与到乡村振兴的伟

大事业中来。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水稻生产面临着诸多

挑战和困难。比如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业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市场竞争的加剧等问

题。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业政策扶持，保障农民

的利益和权益。

总之，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

要我们共同努力、持续推进。让我们携手并进，共

同为农村的发展贡献力量，让田野上的新绿成为

乡村振兴的最美底色。 （赵娜）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增强乡村规

划引领效能。为新时期村庄规划建设与发

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村庄规划是乡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支

撑、重要引擎，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环

节，对优化村庄空间布局、推动新型农村社区

建设、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传承和保护乡土文

化、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等具有基础性、

引领性和促进性意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需要聚焦提升村庄规划的质量、实

效和功能，充分发挥村庄规划引领乡村建设、

发展与振兴的积极作用。

村庄规划需要以县域统筹为基础。立

足县域，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自然环境等

方面，推进村庄规划分类、分层次布局，细化

分类标准，优化布局村庄生产、生活和生态

空间。在保障乡村振兴需要的基础上，合理

划定村庄规划范围，严格管控各类村庄边

界，切实保护村庄的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态空

间，形成相对集中、节约集约、城乡融合的村

庄发展格局。

村庄规划需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对照

乡村振兴目标任务，聚焦乡村振兴中的突出问

题，如集体经济薄弱、村庄发展特色不足、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不力、乡村振兴项目落地难

等，进一步以村庄规划推动这些问题解决，充

分发挥村庄规划的“生产力”作用，实现村民建

房有保障、产业发展有空间、建设项目有安排、

村庄风貌有管控、人居环境有提升等。

村庄规划需要立足村庄发展实际。村庄

规划需要充分考虑村庄的地理格局及地域特

点，如平原、山地、丘陵、湖区等，及产业、文

化、生态、资源、历史文脉等状况，并区分村庄

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诉求，按照城郊融合、

农业发展、生态保护、特色保护、集聚性提升

等类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村施策，差异

化、特色化开展村庄规划。

村庄规划实施需要稳妥有序推进。科

学研判、深刻把握村庄发展规律、趋势、特点

和差异，按照乡村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明确

重点村、一般村和亟需开展建设的村庄，区

分轻重缓急，分类、分期、分阶段推进村庄规

划有序实施，“成熟一个、建设一个，成熟一

批、建设一批”，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搞“齐步

走”“一刀切”。

村庄规划需要村民积极广泛参与。将

村庄规划纳入村民自治事务，引导村民全程

参与规划编制和项目谋划，进一步凝聚全体

村民的意愿、共识，使得村庄宅基地、公共服

务设施、公用设施、公共管理等布局更优化，

配置规模更合理，由此形成村民看得懂、接

地气、共识性强、能落地和好监督的村庄规

划，进一步提升村庄规划的民主性、集体性。

村庄规划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县

市区党政部门是村庄规划的责任主体，需要

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建立以党委“一把手”为

领导、规划部门为主导、相关部门或主体协同

参与的协调机制，定期研究并及时解决村庄

规划中遇到的问题。保障村庄规划建设与实

施经费安排到位。此外，充分发挥乡村建设

行动工作推进机制的作用，统筹各部门乡村

建设行动项目库和实施资金，严格落实“不规

划不建设、不规划不投入”。 （齐鹏）

增强乡村规划引领效能

绿色发展助力全面振兴6月26日，在安庆

市岳西县毛尖山乡红

旗村，层层叠叠的农

田、繁盛茂密的果林、

错落有致的民居、通

村达户的公路、层峦

耸翠的青山等相互映

衬，勾勒出一幅和谐

秀 美 的 乡 村 生 态 画

卷。 安庆市岳西县地

处大别山腹地。近年

来，当地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发

展理念，将绿色发展

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相融合，描绘出

生态美、产业美、田园

美、庭院美的宜居和

美乡村新图景，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吴均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