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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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家庭农场数量居全国第一位

安徽是全国第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三个整省

试点省份之一。日前，笔者从省

农业农村厅获悉，我省于今年5月

在全国率先出台二轮土地承包到

期延包整省试点方案，配套出台

了试点工作办法和政策50问工

作指引。截至目前，今年承包到

期的437万户农户中，已有185.9

万户签订了延包合同，占比超过

42.5%，我省试点工作得到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的充分肯定。

我省将二轮延包整省试点作

为深化农村改革的“一号任务”。

2020年以来，我省参加了国家全

部4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30年试点，不仅总结提炼出

延包“八步工作法”，还对无地少

地农户要地诉求、消亡户的界定、

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延包、“小调

整”的把握、妇女等特殊群体承包

权益的保护、确权确股不确地等

农民群众关注的6方面共性问题，

探索出有效的解决路径。

我省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

基本完成全省1200万农户的延

包任务。为落实好延包政策，我

省将坚持延包原则底线，以承包

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

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

再延长承包期30年，不得推倒重

来、打乱重分，确保绝大多数农户

原有承包地保持稳定。采用“地、

利、岗、保”相结合的方式，妥善解

决无地农户和少地导致生活困难

农户的合理诉求。依法保护好妇

女、进城落户农民等重点群体土地承包权益。在落

细延包规程上，我省全面开展摸底调查，按照延包试

点工作规程明确的程序，全面开展合同网签，加强档

案管理，做好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与不动产统一登记

有序衔接，规范开展延包工作。 （许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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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省委社会工作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联合主办，省社会工作（者）协会承办的2024年

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高级研修班在太湖县开班。

本次研修班采取集中授课、座谈交流和实地研

学等教学形式，旨在通过系统的培训提升社会工作

专业人才的服务能力和督导水平，特别是在服务乡

村振兴、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进

一步发挥社会工作人才的专业作用。全省16个市

40余名中级社会工作师参加培训。近年来，高级研

修班累计培训300余人。

据了解，安徽持续推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提质扩面、提档升级。全省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机构已发展到714家、各级社会工作行业组织达47

家，社会工作人才超过17.7万人，持有社会工作者职

业资格证书近3.4万人。今年全省共有8572名考生

通过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总量位居中部省份

第2名，其中通过社会工作师（中级）考试的考生比

去年净增298人。 （安社轩 李明杰）

社工专业人才
助力乡村振兴

日前，记者来到定远县西卅店镇的安徽

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看到工人们推着小

篮子在多层基料架上采摘双孢菇，然后对双

孢菇进行分级、称重、包装，一箱箱新鲜的双

孢蘑菇通过冷链发往南京、上海等地。而对

于废弃的下脚料，定远县农兴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新德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则负责收

购，做成营养土、有机肥和育秧基质，用于绿

化及改良土壤等。

“这些下脚料每吨价格15元到30元，经

过加工处理，做成营养土每吨200多元、有

机肥每吨500元，育秧基质更是高达每吨

700多元，形成了一个新产业，既带动了农

民增收，也实现了废弃物循环利用。”新德远

公司生产经理缪进告诉记者，公司还为众兴

菌业生产的上游环节提供小麦秸秆和鸡粪，

年总产值300多万元。

2019年，众兴菌业公司落户西卅店镇，

实施年产2万吨双孢蘑菇及11万吨堆肥工

厂化生产项目，年消纳秸秆5万吨，为周边

乡镇提供了700多个工作岗位，年人均工资

收入约6万元。

作为国内最大的双孢蘑菇生产研发基

地，如何围绕公司生产做好上下游配套服

务，定远县看到了其中的商机。该县因势利

导，整合资金1000万元成立农兴公司，其

中，当地 3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别占股

12%，为企业提供服务。

在位于西卅店镇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园

的农兴公司内，一排排码放整齐的蓝色小篮

子占据了车间大半个空间，工人们加紧赶订单。

“1.5公斤、2公斤及以上规格的都有，一天

最高能生产1.5万个，

主要供应众兴菌业，并

开拓了淮南、蚌埠等地

市场。”农兴公司办公

室主任杨孝青告诉记者。在公司附近，一座占

地30亩、年收储能力超30万吨的标准化秸秆

收储中心早已投入运营，几十米高的秸秆被码

得整整齐齐。杨孝青介绍，农兴公司以每吨

350元至400元不等的价格，从村民手中回收

秸秆，再卖给众兴菌业用作蘑菇生长基料，一

举多得。

除了生产包装篮，收购、供应小麦秸秆，

农兴公司还帮助处理蘑菇废料，并在定远县

代理销售双孢菇，年总产值达1500万元。

此外，高潮村等3个村的村集体每年获得分

红共计100多万元。

如今，依托众兴菌业，定远县已形成了以

菌菇生产为中心的闭环生态产业链系统，即

“菌菇生产—堆肥+包装生产等服务业—种植

—秸秆收储+养鸡产业（鸡粪回收）—菌菇生

产”，衍生出秸秆回收利用、鸡产业、制冰包装

生产、有机物资源化利用等4条产业链，有效

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安徽日报记者 罗宝 通讯员 王文）

“一朵菌”带来的闭环产业链

葡萄成熟采摘忙
9 月 8 日，在宿州

市砀山县玄庙镇古黄

新村“锡旺甜野”果蔬

种植专业合作社阳光

玫 瑰 葡 萄 种 植 基 地

里，果农正忙着采摘

葡萄。 据种植户介

绍，自己种植的 10 亩

精品阳光玫瑰葡萄严

格执行绿色果品生产

标准，葡萄种植的标

准细化到每串葡萄的

粒数和每粒葡萄的重

量，不仅仅追求糖度，

更注重葡萄的香味、

口感，精品阳光玫瑰

葡 萄 非 常 受 市 场 欢

迎，粗略估计今年亩

均净收益将达到 6 万

元左右。

崔猛 摄

霍邱县城关镇——

扎实开展防返贫排查 共筑乡村振兴坚实基石
为持续扎实做好防止返贫监测帮扶

工作，霍邱县城关镇高度重视、周密部署，

积极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帮扶集中排查，以

强有力的举措推动集中排查工作平稳有

序进行。

一是高度重视，认真部署。城关镇组织

召开2024年防止返贫监测帮扶集中排查工

作部署会及业务培训会，成立工作小组、细

化责任分工。同时，针对本次排查所运用的

防止返贫集中排查系统、防返贫排查App

的操作方法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系

统培训，并给予清晰的解释说明。

二是精心组织，全面排查。城关镇组织

振兴办工作人员、包村干部深入各村指导工

作，由村两委干部和网格员以及驻村工作队

组成排查员队伍，开展全面筛查，通过入户

排查、线上问询、村级研判三种模式，核实核

准农户及家庭成员基础信息和生产生活情

况，确保“底数清、情况明”。

三是加强宣传，扎实推进。通过微信

群、宣传栏、走访入户等形式，宣传防返贫监

测帮扶集中排查工作的重要性。从而在辖

区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切实提升了群众

对防返贫监测帮扶工作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截至日前，霍邱县城关镇共组织80余

名镇、村两级干部对辖区12个行政村进行

防返贫监测排查，目前已完成3450户。

加强防止返贫监测帮扶集中排查工作，

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

要求。霍邱县城关镇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

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扎实的作风，推动各项

工作落地见效，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

实基础。 （赵娜）

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培育从事农

业生产和服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关系我

国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笔者日前从省农

业农村厅获悉，近年来，我省着力培育壮大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总体

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目前，全省家庭农场突

破32万个、居全国第1位，农民合作社稳定在

11.5万个、居全国第4位；去年农业农村部公

布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典型案例中，我省

有4家入选。

我省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率先颁

布《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办法》，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

政策文件，构建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发

展的“四梁八柱”。在新农人培育上，我省创新

成立全国首家省级新农人协会，首批会员400

多个，已有10个市成立了市级新农人协会，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乡村振兴搭建平台、提

供舞台。持续开展“新农人下午茶”活动，举办

了茶叶、皖西白鹅等10场专场活动，面对面了

解新农人发展中面临的困难问题，真心实意为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答疑释惑、纾困解难。同

时，开展“千员带万社”活动。构建服务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点对点、面对面帮扶机制。

为不断完善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民合作

经营，我省将坚持以制度促规范，以数字化为

手段提升规范化建设。推广应用家庭农场“一

码通”“随手记”软件；推介农民合作社财务会

计管理软件，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定期分析研判农民合作社经营状况，清理

“空壳社”，促进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规范运

营、健康发展。

在质量提升方面，我省将坚持质量为重、

效益为先，深入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质量提

升行动，加强指导服务扶持，搭建对接平台、遴

选优秀典型、强化典型示范、促进联合与合作、

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

质高效发展。

（省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