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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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埇桥符离集烧鸡、灵璧富硒黑鸡蛋、泗

县红薯粉丝、砀山梨膏罐头……记者近日来

到宿州农香·青农生态生鲜农品旗舰店，只

见员工们将一箱箱精品虫草鸡蛋从货车里

卸下，搬进超市。

“这些鸡蛋来自结对帮扶的乡村，我们

与农户签订购销协议，高于市场价进行收

购，既保证农户的鸡蛋有稳定销路，又能增

加他们的收入。”宿州市埇桥区青年企业家

联合会会长刘煜珈告诉记者。

埇桥区青企联是以埇桥区青年企业家

为主体自愿组成的全区性、非营利性联合

性社会团体，截至目前，有会员200余家、

会员企业职工6500余人，年创造产值近

100亿元。

近年来，该商会积极探索“万企兴万村”

帮扶新路径，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宿州农副

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问题。

2020年，埇桥区青企联与宿州市乡村

振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安徽

青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集聚本地农特产品

进行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拓宽本地农特产品

销售渠道。

“我们搭建起宿州市农特产品交易平

台，采取开设宿州市农特产品展厅和线上、

线下等多种营销方式，将更多农特产品销

售出去，带动宿州市农业产业发展。”刘煜

珈说，宿州农香·青农生态生鲜农品旗舰店

的亮相，标志着宿州市深入实施品牌强农

战略，加快培育区域公用品牌的工作步入

快车道。

果蔬批发助销、产销对接帮销、展会推

介展销、电子商务网销、帮扶专区直销、帮

扶单位购销……青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

六大专项活动为

抓手，积极推动帮

扶产品进市场、进

机关、进企业、进

展会。

商会多次组织广大会员企业深入到埇

桥区大营镇、栏杆镇等果蔬种植基地开展面

对面产销对接活动。2023年，共组织开展

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4次，实现交易额36

万元，助农增收18万元。

2023年5月初，青农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承办2023首届宿州高端绿色农产品杭州

展示展销会，近千种优质绿色农产品启“宿”

入“杭”，深受杭州市民欢迎。当年11月初，

又承办了宿州高端绿色农产品（北京）展示

展销会，让消费者尽享“宿州味道”。

为充分发挥企业辐射带销作用，商会积

极组织联系龙头企业与帮扶地区农民合作

社、农户签订收购协议，引导企业对种植农

户的产品高于市场价格收购。

截至目前，埇桥区青企联共组织会员参

与“万企兴万村”行动300余次，对接帮扶

68个村，帮销农产品1000余万元，累计捐

款捐物价值500余万元。

（安徽日报记者 张玉芳）

宿州市埇桥区青年企业家联合会结对帮扶乡村，助力农副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打通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

我省力推农家书屋提质增效
鼓励把农家书屋选设、移设或延设在中小学校

近日，省委宣传部印发《农家书屋提质增

效若干工作举措》，提出因地制宜优化调整农

家书屋选址，鼓励把农家书屋选设、移设或延

设在中小学校，并妥善处理好社会借阅和校园

管理的关系。

农家书屋是扎根乡村的文化阵地。以有

利于发挥作用、资源共享为原则，农家书屋可

设在便民服务场所、青少年聚集的地方、商业

和文旅服务设施、文化中心户等各类场所设

施。县级出版主管部门对本地现有农家书屋

的选址组织开展调查评估，对不方便群众利

用、不利于发挥服务效能的，要及时进行优化

调整，逐步把书屋调整到人口密集、交通便

利、使用者集中的地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把农家书屋设在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有

关公共服务设施内的便民服务办事厅或者群

众往来较多的位置，打造敞开式、便利式阅读

空间。

农家书屋实行差异化配置出版物资源。

农村自然条件较差、人口外流较多的地区，出

版物资源应向人口集中的行政村倾斜，适当增

加配备数量；对“空心化”问题突出的行政村，

可根据实际情况减少配备出版物数量。进一

步完善基层选书与集中采购相结合的选配模

式，鼓励探索各类“百姓点单”服务，阅读资源

配置更多向“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倾斜。

我省鼓励和加强社会捐赠农家书屋，丰富

捐赠资助的方式和渠道，落实好文化名人名

家、热心文化事业人士和单位等援建人、捐赠

人冠名留名等荣誉激励措施，充分调动社会力

量参与农家书屋工作的积极性。

图书流动起来，书香浸润乡村。我省支持

有条件的县级图书馆承担农家书屋管理和维

护使用工作职责，将农家书屋作为县级图书馆

村级分馆统一建设、统筹管理、综合使用，实现

县域内公共阅读资源的有效整合。支持新华

书店参与县级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和农家

书屋管理服务，积极探索“农家书屋+新华书

店”的有效途径。

（张理想）

7月18日，芜湖市南陵县家发镇联三村，青山、田野、道路及民居构成一幅美丽的夏日和美乡村生态画卷。近年来，芜

湖市南陵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将生态环境与和美乡村建设有机结合，加强绿化、水利和农村道路等建设，着力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王玉实 张云芳 摄

和美乡村生态美

安徽医科大学——

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本报讯 为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助力

乡村振兴，深入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现状，近日，安徽

医科大学赴六安市霍邱县城关镇泽沟村开展“三下

乡”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团队成员抵达泽沟村点，村委相关负责人热情

接待了志愿者一行人，向志愿者们简述当地的基本

情况。志愿者们充分发展自身专业特长，围绕当地

留守儿童在学习和生活中存在的困难进行了解、沟

通与解决，关爱帮扶弱势群体并进行有关生活安全

教育的宣讲会。

志愿者们通过PPT、视频、案例分析等形式，用

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小朋友们一起学

习防溺水安全知识，教育小朋友们如果意外溺水应

如何自救与互救，并通过有奖竞答的互动的方式加

深了小朋友们对防溺水安全知识的了解。

护苗踏殊途，同归振兴路。志愿者团队开展的

一系列活动有效促进了团队成员与当地群众的交

流，在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过程中为乡村振兴贡献了

一份教育力量。 （李庆娟）

农家庭院错落有致，乡村道路四通八

达……夏日夕阳的映照下，淮南市毛集实

验区焦岗湖镇臧巷村展现出一幅和美乡

村的新画卷。

臧巷村是淮南市去年确定的8个精

品示范村之一。今年，该市又确定了10

个示范村。为推动“千村引领、万村升级”

工程，壮大富民产业，打造和美乡村，淮南

市聚焦“千”与“万”一起抓、“点”与“面”相

结合，扮靓颜值，做大产值。

记者来到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镇王楼

村，只见成片的葡萄园一眼望不到边。依

托国家级葡萄合作社和临高塘湖地域优

势，王楼村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全村

种植葡萄460亩、草莓240亩，年产值达

650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近百万元。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实

施“千万工程”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

以业为基，发展富民兴村产业。

淮南市在推进“千万工程”过程中，始

终着眼促进村集体经济收入和农民收入

不断提升，支持鼓励各地依托自然禀赋和

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业、特色种植养殖、

乡村旅游等主导产业，形成特色产业。

乡村振兴美“颜”提“质”，关键看环境。该市以

“千万工程”为总牵引，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三

大革命”，从国、省干道两侧和乡镇政府驻地及周边

入手，再到县、乡道两侧和行政村村部及周边，最后

整治行政村村庄范围和群众房前屋后。

彩虹滑道、蹦蹦云、网红大秋千，吸引了孩子们

的目光；水中捉鱼、水上闯关、山地越野，让游客们体

验感十足；银河天幕、银杏许愿树、户外草坪婚礼，成

为亮丽的新风景……今年暑期，一批批游客来到淮

南市潘集区武庙生态园，打卡该村网红乐园。

为了给游客更好的游玩体验，武庙村把整治人

居环境作为和美乡村建设的重中之重，改造提升

农村公路，铺设污水管网，拆除无功能房屋，在路

边增设花池、种植绿化树。武庙村党总支书记苏

本放告诉记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村旅游也越

来越红火！” （安徽日报记者 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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