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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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个高品质青花菜新品种集中展示
近日，由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承办

的“高品质青花菜新品种现场观摩与交
流会”在合肥召开。来自省内外科研院
所、育种企业青花菜育种和推广的从业
人员共30余人现场观摩了由国内主要科
研单位与企业育成的123个高品质青花
菜新品种。

在巢湖市烔炀镇浩丰良种培育专
业合作社的观摩会现场，记者看到集中

展示的123个青花菜新品种长势喜人，
已进入采收期。“在今年前期高温干旱、
后期多雨潮湿的逆境下，美青70、领秀
80、沪2432、中青117、浙青161等一批
国产自育品种仍表现良好，在球形、球
色、抗性和产量等方面达到或部分超过
进口品种，表明我国在青花菜育种方面
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青花菜育种
专家、天津市农科院孙德领研究员告诉

记者。
我国是青花菜种植大国，年播种面

积超过 160 万亩，总产量居全球首位。
但长期以来，青花菜种子严重依赖进
口。为打赢种业翻身仗，我国青花菜育
种科技工作者全力攻关，在青花菜资源
收集与创新、现代育种技术体系构建、单
倍体育种和基因编辑等领域取得了快速
发展，育种效率得到极大提升，种子自主

率由 2017 年的不足 5%提升至当前的
30%多。

“开展青花菜新品种示范展示，向全
省推介国产自育品种，推动青花菜品种
的国产化，降低种子成本，促进青花菜产
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省农科院蔬菜研究
所所长严从生介绍，目前全省青花菜种
植面积超过12万亩。

（安徽日报记者 汪永安）

萧县30万亩林海
装“智慧大脑”

近日，宿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示了萧县国家储
备林支撑体系建设项目中标结果，该项目由中科星图旗
下中科星图智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竞得，项目金额
3660.88万元。这意味着萧县30万亩林海即将装上“智
慧大脑”。

为全方位提升萧县国家储备林的管理效能与运营
水平，推动当地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生，树立安徽省乃
至全国储备林智慧化建设的新标杆，萧县国家储备林支
撑体系建设项目率先获批。

据介绍，该项目是一项集生态感知、智能监测、预警
指挥、高效运营与创新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性智慧工程，
涵盖了储备林感知体系、储备林综合支撑体系、储备林
应用系统的建设，项目完成后可推动林业生产、管理、服
务的全面数字化转型，提升萧县国家储备林的综合效
益，保障国家木材安全。

我省作为集体林区重点省份，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要
求，将国家储备林建设列为省林业“十四五”规划富民产
业工程。我省北部25个县作为适度建设区域发展国家
储备林建设，萧县是其中之一。 （张玉芳 张祖北）

神秘的圩堡、威武的甲胄……最近一段时
间，位于肥西县柿树岗乡的唐五房圩吸引了不
少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肥西县有“淮军故里”之称，境内的圩堡群
是江淮地带特有的建筑形式。位于柿树岗乡
的唐五房圩是抗日保台将领唐定奎的旧居，是
肥西圩堡群的代表之一。讲好历史文化故事，
成为当地发展乡村旅游的新打法。

近年来，肥西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盘活历史文化资源，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肥
西文旅集团利用淮军圩堡文化规划建设了占
地500余亩的唐五房圩云朵梦庄园项目，打造
江淮地区独有的中国式徽派军事圩堡庄园，带
动乡村振兴馆、甜园民宿、数字果蔬采摘园等
文旅资源串点成线，形成“一日游”线路，为游
客提供多层次旅游体验。

景区以农业景观为根，圩堡文化为魂，布
局亲子旅游产品，进一步活化文物，助力农业
和乡村旅游发展。比如，依托圩堡周边农田资
源，打造梯田、花海等特色农业景观，为游客提
供独特的观光体验；结合当地农业特色，开发
采摘、农事体验等项目，发展体验式农业；以圩
堡文化为核心，创新淮军文化体验营、圩堡探秘等文化
体验项目，增强游客沉浸式体验。同时，加强圩堡周边
基础设施建设，如停车场、游客中心等，提升旅游环境。

在柿树岗乡周桥村，乡村振兴体验馆也颇有人气。
该体验馆设有文化旅游馆、书画体验馆、农耕文化馆、农
产品展馆、农业科技馆、民间文化非遗馆六大部分，另设
会议厅、电影院、乡村食堂、民宿、阅读空间等配套设施，
成为开展乡村振兴研学、培训的新去处。

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文旅融合发展，正成为当地
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带动农民致富增收和村集体
经济加快发展。2023年柿树岗乡实现集体经济收入百
万元村居全覆盖，500万元经济强村1个。今年争创村
集体经济收入1000万元以上村居1个、500万元以上
村居3个。 （高南希 丰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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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布局早餐、中式快餐加工
和生鲜配送赛道，如今生产基地覆
盖了全市近 100 个村，每年带动
1000余户种植户增收致富。”11月
25日，淮北徽香昱原早餐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张秀华告诉记者，
徽香昱原早餐工程精准帮扶项目获
评2023年度安徽省“万企兴万村”
行动典型项目后，企业加快了三期
工程建设，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位于淮北相山经济开发区的徽
香昱原，是一家以连锁经营放心早
餐为主的食品加工企业，先后建成
投产早餐加工中心、中式快餐加工
中心一期、二期工程。

记者走进徽香昱原农产品初加
工车间，只见员工们正将收购来的
辣椒、芹菜、萝卜等新鲜蔬菜进行分

类整理。
“这些蔬菜都要经过严格的农残

检测，检测合格后，才能送到这里。
我们根据客户订单对蔬菜进行打包
和分拣，通过‘淮优农品’电商平台及
时送达市民餐桌。”张秀华说，企业实
施“加工基地+合作社+家庭农场”运
作模式，建立紧密型产业联合体，打
造从田间到餐桌的生态产业链。

相山区绿优家庭农场加入徽香
昱原紧密型产业联合体后，在渠沟
镇瓦房村种植的30亩大棚番茄、茄
子、大白菜、甘蓝常年供不应求。“农
场提供了就业机会，加上自家7亩
流转土地的租金，一年下来能收入
三四万元。”在绿优家庭农场务工的
瓦房村村民杨秀红说。

绿优家庭农场负责人吴秀云告
诉记者，发
展蔬菜产业
过程中，徽

香昱原免费提供种植技术服务，按
照订单及时收购，“今年，我们在淮
北市烈山区古饶镇山北村流转50
亩土地，进一步扩大了大棚蔬菜种
植面积。”

如今，徽香昱原紧密型产业联
合体拥有8000多亩生态农业基地、
蔬菜温室大棚516座。企业还将产
业链拓展延伸到餐饮管理、农业观
光等领域，形成了“生态农场+加工”

“生态农场+团餐服务”“生态农场+
研学”全新产业模式，走上持续循环
发展之路。

“随着三期工程净菜、调制品、
油炸、熟食制品等加工生产线的陆
续投产达产，企业将加大对本地蔬
菜及畜禽原材料的采购力度，员工
也将从现在的1286名增至约1600
名，通过联农带农共绘乡村致富
图。”张秀华说。

（安徽日报记者 吴永生武长鹏）

联建“菜园子”鼓起“钱袋子”

秋粮收购已全面展开，阜阳市
准备空仓容160万吨，确保满足今
年秋粮收购需要。

为切实做到有人收粮、有钱收
粮、有仓收粮，阜阳市各县（市、区）
粮食和储备部门组织开展收购、仓
储、检化验等人员业务培训，对各类
收购设备器材进行检修、调试和校
验。目前，全市参与秋粮收购企业
约150家，收购人员700多人，收购

设备470台（套）。
为优化收购服务，该市督促秋

粮收购库点在收购现场醒目位置公
示收购价格和质量标准，做到标准
上榜、价格上墙、样品上柜，必要时
早开门、晚收秤，延长收购时间，积
极开展预约收购，实现少排队、快售
粮。加强收购政策宣传解读，定期
发布粮油供求、购销、价格等信息，
帮助农民有序售粮、企业均衡收粮；

督促各地用好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
证基金，支持企业筹措收购资金，活
跃市场。

近年来，该市积极应用与推广
绿色储粮技术，开展粮食绿色仓储
提升行动，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人才
支撑作用，大力推动科学保粮、绿色
储粮，努力实现粮食保质保鲜、常储
常新，探索优粮优储有效路径。

（安耀武）

阜阳秋粮收购做足准备
准备空仓容160万吨

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
11 月 27 日，马鞍

山市博望区博望镇山

宁村高标准农田建设

工程现场，工人驾驶

机械在施工作业。近

年来，马鞍山市以智

慧农业为导向、数字

赋能为引领，深入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全力推进田

成方 、渠相通 、路相

连、旱能浇、涝能排的

智慧农业系统高标准

农田建设，加快农业

产业基础设施提档升

级，促进农业生产向

标准化、专业化、规模

化经营加快发展。

梁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