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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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红辣椒喜丰收 奏响致富“椒”响曲

皖浙签署农业农村领域合作协议
明确6个方面合作重点

日前，安徽省、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工作交

流合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座谈会交流深化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研究实化长三角农业

农村领域交流合作举措，合力开创乡村全面振

兴新局面。

会上还签订了《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浙江

省农业农村厅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有力

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合作协议》，明确了学

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共同推进乡村“土特

产”发展、共同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共同推进农

业农村绿色转化、共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

设、共同推进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等6个方面合

作重点。

安徽、浙江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

通、业缘相融，在农业农村领域，特别在农产品

产销合作、农业绿色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等方

面，双方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近年来，安徽

努力建设长三角优质绿色的“米袋子”“肉铺

子”“菜篮子”“果盘子”，双方的交流范围不断

扩大，合作质效不断提升。今年上半年，安徽

绿色优质农产品在浙销售额超1000亿元，浙江

来皖投资绿色食品产业项目40个、112亿元。

两省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做好机制共建、模式共推、信息共享工作，加

快实现资源互补、要素互联、产业互动、市场互

通、经验互学，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贡献更大皖浙力量。

（许昊杰）

霍邱县扈胡镇——

“产业奖补”促增收
乡村振兴赋动能

本报讯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持续推广“四带一自”模式，充分发挥

产业奖补政策在产业发展中的激励作用，促进帮

扶对象持续增收，近日，六安市霍邱县扈胡镇严格

按照上级文件部署要求，积极开展脱贫户、监测对

象2024年产业奖补摸排申报工作。

应补尽补，逐户宣传。扈胡镇积极组织村两

委、驻村工作队、帮扶人走村入户，将政策落实到

户、宣传到人。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户进行产业

奖补申报，让脱贫户、监测户对产业奖补政策应知

尽知、应享尽享，鼓励他们不断增强自身造血功

能，稳步增产增收，巩固脱贫成果。

严格执行，规范申报。按照产业奖补标准和

验收要求，逐户走访登记、实地查看、侧面了解，认

真核对申报对象产业项目与发展规模是否符合规

定，详细登记每户产业情况，确保申报真实有效。

截至目前，扈胡镇辖区内21个村已摸排符合

条件申报对象1367户，拟奖补资金136.7万元。

下一步，扈胡镇将严格按照文件规定进行验收核

查，及时将奖补资金发放到位，充分激发脱贫户、

监测对象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农户

稳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增值赋能。

（程孝孝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笔者近日从省财政厅获悉，为

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今年，该厅

多措并举，拿出“真金白银”，统筹下

达省以上养老服务相关补助资金

3.7 亿元，其中省财政安排 3.1 亿

元。同时，明确将省和市县福彩公

益金的 55%以上用于支持养老服

务，并向农村地区倾斜，有力推动农

村养老服务发展。

省财政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提升

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制定20

项具体政策清单。对公建公营的农

村养老机构省财政予以5万元/年的

日常运营补助；对社会办农村养老服

务机构给予不低于1000元/床的一

次性床位建设补助，根据实际入住人

数和失能状况，给予每人每月300元

至600元的日常运营补贴。

财政资金供给由“补砖头”向“补

人头”转变，补助资金与服务质量、设

施利用、入住人数等挂钩。省财政厅

支持将农村老年人联系登记、探视走

访、赡养协议等纳入政府购买范围。

推进农村公办养老机构改革改制，积

极培育市场多元供给主体，有效增加

农村养老服务供给。

此外，省财政厅对高龄、困难、残

疾老人实行政策兜底，不断增进老年

人福祉。全面落实不低于30元/月

的高龄津贴；提供不低于60元/月的

低收入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发放不

低于86元/月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同时，对

低保老人和特困老人按规定予以月

人均 759 元的低保补助和月人均

1007元的特困救助。 （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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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片绿植让人心旷神怡，一栋栋木屋

点缀在湖心岛的民宿区，几位农民正在玻璃

大棚中忙碌着。8月21日，记者来到淮南市

高塘人家生态园，感受田园景观与休闲旅游

并存的美丽风景。

高塘人家生态园位于淮南市大通区孔

店乡东南部的河沿村，这里紧邻高塘湖，地

势低洼、十年九涝，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

村。大通区发挥河长制作用，结合高塘湖治

理、开发与利用，做起了生态文章。

2019年，通过招商引资，淮南高塘人家

田园综合体项目落户河沿村，总投资1.2亿

元。项目对低洼地进行改造提升，分三期建

设集生态农业、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农业生态

园，让河沿村变了模样。

玻璃大棚里，低保户闫其谭正在修剪火

龙果苗。从生态园落户，他便在此务工，月

工资3500元左右。村委会主任景开跃告诉

记者，像闫其谭这样的长期工，生态园中还

有20多人。

2022年9月，高塘人家生态园正式建成

开园，美丽的田园风景在淮南市民的朋友圈

火爆刷屏。

400余亩水产养殖区、1100亩生态种植

区，生态园以农民参与和受益为核心，借助

乡村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特色农业优势，精心

打造乡土气息浓郁的田园景观，同时设置体

验类、观光类、科普类活动，受到广大游客的

青睐。

“给大棚‘闷棚子’，主要是杀菌，为下一

步种好草莓打基础。”村里的草莓种植大户

景图义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儿，一边和记者聊

着。自 2017 年起，

河沿村先后建设了7

个草莓种植标准化

园区。借助高塘人

家生态园的旅游影响力拓宽了销售渠道，每

户草莓种植户净增加收入6万余元。除了

草莓之外，生态园还开发了火龙果、甜瓜等

农产品项目。

“生态园每年可为河沿村带来约55万

元间接性收入，知名度提升后，也带火了

周边农家乐等产业。”淮南市财政局驻河

沿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宗申强告诉记

者，开园至今，生态园已接待游客近60万

人次。

目前，生态园内正在筹备研学项目。

高塘人家生态园负责人李军告诉记者，投

资600万元的研学楼预计2025上半年可

以投用。

“我们依托生态园，谋求产业融合、创新

景观，不仅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更带动本村村民增收致富，进一

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孔店乡乡

长陈月菊告诉记者。 （安徽日报记者 柏松)

“田园经济”赋能乡村振兴

创新合作 共奔富裕
——长丰县稻麦连种大户参观淮安市南湾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

本报讯 近日，长丰县近 50 名稻麦连

种大户在下塘龙虾合作社理事长带领下，

赴淮安市淮安区南湾土地股份合作社参观

学习。

在淮安区农广校校长、农技推广研究

员葛万钧的热情引领下，大户们依次参观了

合作社的高标准农田、现代化农业设施及农

产品加工车间。这里先进的科学种植规划、

农业机械设备及高效经营管理模式令人瞩

目。参观中，合作社负责人刘正亮介绍，之

前土地分散经营，经村领导调研策划，整合

土地资源成立合作社，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

经验，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合作社按

需规划种植品种，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发展

加工、销售产业延伸产业链。

此次活动让大户们直观感受现代农业

发展新平台，深刻认识规模化、专业化、现代

化农业经营优势潜力。他们纷纷表示，将建

议当地政府借鉴南湾村经验，激发本地农业

活力，为村民搭建增收致富新平台，共赴乡

村振兴致富路。 (赵继忠)

8 月 26 日，亳州

市谯城区牛集镇宋

庄村特色农业种植

基地，农户正在采摘

朝天椒。近年来，牛

集镇把党建引领作

为推动乡村振兴的

“第一抓手”和“红色

引擎”，积极调整农

业 产 业 结 构 ，按 照

“党组织+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种植模

式，发展种植朝天椒

1 万多亩，让小小的

辣椒撬动大产业，为

乡村振兴赋新能。

武清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