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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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名大学生奔赴西部和我省基层一线
开展为期1年至3年的志愿服务

启航青春，筑梦基层。7月 20 日上午，

2024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暨安

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出征送行

仪式在合肥举行。

出征仪式上，皖江工学院2023届毕业生曾

阔、安徽师范大学2024届毕业生佟雷雨分别代

表2023年、2024年乡村振兴计划志愿者发言，

安徽中医药大学2024届毕业生苏宸铭代表

2024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发言。现场，全体志愿

者集体庄严宣誓，发出了“为中国式现代化挺

膺担当”的时代强音。

出征仪式后，1329名大学生志愿者将陆续

奔赴四川、新疆、西藏、陕西、宁夏等15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我省部分基层地区，开展为期

1年至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佟雷雨是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

学师范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即将奔赴安庆市望

江县的教学岗位开展志愿服务。“大一学期末，

我选择应征入伍，这段经历在我心中埋下了志

愿服务的种子。接下来，我将带着在部队和大

学期间的所学所得走进校园，为祖国的教育事

业贡献青春力量。”佟雷雨踌躇满志。

出征之前，省项目办对在我省服务的志愿

者开展了急救知识、心理健康、工作礼仪等方

面的培训。

此次活动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自3月31

日启动以来，吸引了来自省内118所高校的

9539名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省外8496

名大学生踊跃报名，最终选拔招募省内外1329

名大学生，赴包括我省在内的16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基层一线开展青年工作、乡村治理、基

础教育等志愿服务工作。其中，605名志愿者

将去往西部开展志愿服务，724名志愿者将赴

我省基层一线开展乡村振兴志愿服务。

据了解，今年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实施21周年。21年来，我省已累计选派6045

名志愿者到西部省份和我省基层一线，开展志

愿服务工作。

（班慧）

霍邱县孟集镇——

党建引领打造魅力乡村
近年来，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六安市霍邱县孟集镇黄冲村持续用好

“党建引领”这根指挥棒，依托驻村帮扶单位中国华能

集团安徽分公司企业担当精神，切实为群众做实事、做

好事，用群众的呼声赢得了群众掌声。

党建引领村干部队伍建设。黄冲村以打造“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村干部队伍为目标，始终把政治

标准放在首位，努力锻造一支高素质的村干部队伍。

目前，黄冲村共有村干部成员5人，大专以上学历5人，

全日制本科1人，后备干部1人，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利用每月“创先争优点评日”活动，通过视

频教学、支部书记上党课等多种形式，加强党员教育和

管理，提高党员素质，筑牢党员思想根基。

党建引领人居环境整治。积极推动党建引领与人

居环境整治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员带领群众在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主体作用，形成“党员先锋行，群众

齐参与”的良好氛围。实施民生基础设施工程，硬化村

内循环道路，修缮生产灌溉沟渠、提水站等。目前，黄

冲村循环路已全部畅通，沟渠基本完善，极大地改善了

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党建引领产业振兴。因地制宜采取土地流转的方

式盘活土地资源，将农民没有保障的滩涂地进行流转，

把废弃的养老房重新盘活，修建厂房并出租，租金作为

村集体经济收入之一。黄冲村村级湖田4280亩流转

给大户耕种，主要发展稻虾产业，2023年该村集体经

济收入已突破百万元。 （陈凡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盛夏时节，正值水蜜桃丰收季。7月14

日，笔者走进广德市桃州镇和平村亲沐水果

种植家庭农场，工人们正挑着箩筐，忙着将

成熟的水蜜桃采摘入筐，然后运进分装室，

进行分拣、称重、包装。

“相比别的品种，我们的水蜜桃饱满软

润而且个儿大，甜度更是比普通的水蜜桃要

高，现在打包的都是半个月前顾客预订的。”

谈起热销的水蜜桃，农场负责人汤潇然脸上

满是笑容。

亲沐水蜜桃如此受市场青睐，离不开科

学规划和精心管理。原来，亲沐水果种植家

庭农场摒弃目前皖南大部分果园采用的传

统种植模式，严格按照绿色种植标准进行操

作，使水蜜桃自然生长。

为推动销售，桃州镇帮助农户构建多元

化营销体系，在拓展传统销售渠道的同时，着

力发展线上销售业务。汤潇然介绍，农场主

要采用订单销售模式，消费者通过网络平台

下单，农场根据订单安排当天采摘、当天发

货，确保鲜甜的水蜜桃从“枝尖”直达“舌尖”。

目前，该家庭农场种植面积50余亩，年产

50余吨高品质水果，收入可达100万元，同时也为附近村

民带来了“甜蜜增收”。“我在这上班好几年了，既能赚钱

又不耽误家务事。”村民敖仕连对这份家门口的工作很是

满意。像他这样在农场就业的当地村民有30人。

桃州镇党委委员许恒介绍，近年来，该镇以构建

“一村一品”发展格局为目标，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持续打造特色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带动农业特色

化、规模化、产业化。截至目前，累计培育申报省级

家庭农场4家、宣城市级3家、广德市级4家，申报广

德市级合作社1家，培育农村产业带头人10人。其

中，和平水蜜桃、高湖葡萄、富家村圣女果等特色产

业品牌效益不断凸显。 （胡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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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草木葱茏。在宣城市宣州

区“中国蜜枣之乡”水东镇南阳村，阡陌纵

横，生机盎然，富硒稻长势喜人。从高空俯

瞰，山川壮美，1000多亩稻田如巨型绿布

镶嵌其中，令人沉醉。

“这种水稻富含硒元素，生长周期较

长，价格是普通稻米的两倍。”7月15日，南

阳村党委书记陈桂平告诉记者，短短两年

时间，全村富硒稻种植面积已有1500亩，

基本形成育苗、插秧、管理、收割、加工、包

装、销售全产业链体系。“富硒稻产业的从

无到有，归功于宣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陈桂平感慨地说。

2022年，在“万企兴万村”行动中，宣

酒集团向南阳村捐赠100万元，帮助打造

富硒稻生产基地。“拿到这笔钱款，村‘两

委’依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种植富硒稻，带

领群众共同致富。”陈桂平说，村里流转农

户土地380亩，购置了收割机、拖拉机、植

保无人机及配套机具共计10台套，建起一

座560平方米的育秧工厂。当年，该村生

产出95吨优质富硒米和500公斤富硒油，

共有200多户村民受益，人均增收8000

元。2023年，南阳村加大土地流转力度，

扩大富硒稻种植

面积，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突破

80万元。

南阳村产业振兴之路越走越宽，是宣

酒集团勇担社会责任、推行“万企兴万村”

行动的一个缩影。宣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健说：“‘万企兴万村’最核心是

‘兴’字，助力乡村振兴，不仅要‘输血’，更

要‘造血’。”宣酒集团先后参加了宣州区水

东镇、养贤乡、洪林镇，广德市独树社区，郎

溪县黄香村等多个乡镇和村的帮扶活动，

扶持发展特色种植业和养殖业，以及因地

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业。

“我省目前正深入推进‘千村引领，万

村升级’行动，作为民营龙头企业，参与这

一历史性行动，我们责无旁贷。”李健表示，

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将不断加大

公益资助的力度，助力乡村振兴。

（安徽日报记者 张敬波）

躬耕“南阳”兴山乡

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人工智能研究院

（以下简称“研究院”）与中国联通联合开发

的乡村振兴农业大模型“兆言·兆丰”近日

正式发布，通过AI+农业加快发展农业新

质生产力，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注入

新动能。

据了解，“兆言·兆丰”是以去年7月研

究院发布的重庆首款自主研发的大语言模

型“兆言”为底座，基于千亿级别的Token

（即：文字编码），经过预训练、指令精调、强

化学习后生成。

“这款乡村振兴农业大模型是由海量

的农业文本语料训练而成，数据涵盖农学、

园艺学、栽培学、生物信息学、设施农业等5

大学科数据。”研究院大模型中心主任齐鹏

称，这其中包含5000本农业类图书、2万篇

期刊文章以及400万条现代农业生产数

据，结合高质量的农业图片、视频的多模态

数据，可以深入分析研究农业场景待解决

的痛点问题，研发专业AI智能应用，服务

更多农业场景。

目前，该模型主要包含知识问答、政策

解读、技能培训等AI数字新农人场景，以

及智能应答、营销质检、智能接待等AI智

慧农业客服场景。

在AI数字新农人方面，以农业知识问

答为例，为解决农业从业人员最关心的农

产品种什么、怎么种、怎么卖等问题，团队

与重庆市农科院合作，整合其丰富的数字

资源，通过检索相关农业知识和信息，构建

多模态智能农业助手与AI智能体，为一线

农业从业人员提供精准的知识问答服务。

不仅如此，该模型还能进行农业政策

解读，通过深度分析农业政策的文本内容，

提取关键词、关键句和核心要点，帮助农业

从业人员快速把握政策的核心意图和重点

方向，预测新政策对农业生产、收入、市场

的潜在影响。另外，通过提供智能在线农

业知识培训课程，对相关技能知识进行考

核，提高一线农业从业人员的知识和管理

水平。

“目前，我们已经与乡村振兴（重庆）数

字产业研究院、重庆市农科院、‘村村旺’等

进行合作，并开展内部测试。”齐鹏称，后

期，“兆言·兆丰”将在农业、产业、乡村治

理、乡村民生等更多应用场景中发挥作用，

为乡村振兴赋能，开启AI+农业的新型应

用未来。 （朱芳）

覆盖农学、园艺学等5大学科数据乡村振兴农业大模型发布

乡村CEO助力乡村振兴
7 月 18 日 ，芜

湖市南陵县家发镇

联三村瓜果种植基

地，乡村 CEO 正在

田间通过电商直播

销 售 圣 女 果 等 瓜

果。芜湖市南陵县

家发镇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深入

学习运用浙江“千

万工程”经验，实施

乡 村 CEO 团 队 运

营乡村的新模式，

通过乡村运营的方

式发展现代农业产

业，带动当地集体

经济发展，实现农

民增收，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

王玉实 刘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