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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印发《和美乡村建设项目管理导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加快补齐和美乡村基础设施短板，
指导和规范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谋划、申
报、审核、实施、监管等活动，农业农村部
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近日印发
《和美乡村建设项目管理导则》（以下简称
《导则》）。

《导则》要求，要科学规划村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布局，突出加强村内道路硬
化、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确定项目建设内
容、技术模式、管护机制，集中力量抓好办
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加快补齐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短板。

《导则》指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

硬化、给排水设施、供电设施、通信网络、
村内公园等，旨在提升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人居环境整治涉及村容村貌、农村厕
所革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等方面，旨在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
乡村环境；公共服务提升包括便民服务中
心、卫生室、幼儿园、小学等公共服务设施
的建设，旨在满足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导则》表示，通过和美乡村建设，有
助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逐步让农
民群众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在建设
过程中，注重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
弘扬乡村精神风貌，增强村民的归属感和
认同感。

（唐旭）

我省新增2个国家级
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第865号公告，泾县永春
养蜂专业合作社申报的国家中蜂（华南中蜂）保种
场、六安安皋养殖有限公司申报的国家皖西白鹅保
种场获得通过。

目前，我省共有28个地方畜禽品种，其中：安庆
六白猪、淮猪、皖南黑猪、皖西白鹅，中蜂等5个品种
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至此，国家
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增至7家，安庆六白猪、皖西
白鹅各2家。

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种业振兴决策部署，深入实施种质
资源保护，着力构建和完善分类分级保护体系，加
大对畜禽遗资源保种场的支持力度，推进“一品一
策”“一场一策”和专家“一对一”服务和指导，取得
了积极成果。本次泾县永春养蜂专业合作社、六安
安皋养殖有限公司成功申报国家中蜂（华南中蜂）、
皖西白鹅保种场，将进一步提升中蜂、皖西白鹅的
保种能力，优化地方品种保护布局，促进特色资源
多元化发展。 （安轩）

一粒大豆能有多少价值提升路径？淮
北市烈山区古饶镇南园村生态豆品工坊给
出答案：“大豆不仅可以加工成豆油、豆饼等
初级产品，还能向大豆素食等深加工产品转
化，市场价值提升数倍。”

近日，记者走进这家工坊，浓郁的油香
扑鼻而来。透过参观通道玻璃，记者看到，
榨油机持续运转，员工们熟练配合，优质的
非转基因黄豆在物理压榨工艺下，逐渐转化
为散发着诱人香气的大豆油。

南园村党总支书记苏振勇告诉记者，
2024年6月，南园村“两委”通过考察市场，
结合当地种植大豆传统，采取“村集体+村
民+企业”模式，上马笨榨豆油、蛋白肉制品
项目，入驻古饶镇政府在村内投资建成的
1200平方米工坊。“豆油加工自动化程度高
且利润透明，为实现强村富民，我们把发展重点放在
对榨油后的副产品利用上。”苏振勇说。

去年12月，项目建成运营后，每天生产大豆油、大
豆素食品各500公斤，其中利润主要来自大豆素食品。

生态豆品工坊由淮北市豆源商贸有限公司负责
运营，南园村党总支副书记郝飞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
人，12名员工均为本村村民。

郝飞洋介绍，目前，蛋白肉制品生产线通过对豆饼
“吃干榨净”，生产出豆花、豆扣、豆筋等近10种大豆素
食品，不仅市场供不应求，还间接带动了村民增收。

南园村60岁的村民赵先备每天都会来到工坊，
把大豆素食品装满电动三轮车，然后走村串巷销售。

“工坊以成本价把产品批发给我，我按照市场价销售，
每天能挣百八十块。”

如今，像赵先备一样，每天来工坊批发大豆素食
品进行零售的村民就有8名。

“工坊村集体占股43%，其余为10名村民入股，
目前运转良好，通过利润分红，今年对村集体增收将
是一个新突破。”郝飞洋说，接下来，将拓宽销售渠道，
打响品牌，做大做强富民产业。

（安徽日报记者 吴永生通讯员 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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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财政厅提前下达2025
年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157.4亿
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137.5亿元、
省财政资金19.9亿元，支持江淮粮仓
建设、农业产业发展、二轮延包及动
物防疫等。

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引导农
户做好2025年春耕备耕工作，省财政
厅提前下达中央财政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71.6亿元。提前下达省以上补助资
金15.4亿元，支持广大农民群众和农
业经营主体购置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

机械，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
前下达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资金6.3
亿元，用于开展小麦“一喷三防”、扩种
油菜等。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前下达省以上财政资金24.5亿元，
支持各地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前期工
作，推动项目早建设、早建成、早见效。

为推动农业产业发展，支持畜牧
渔业发展，省财政厅提前下达渔业补
助、动物防疫资金5.5亿元，用于绿色
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设施渔业发
展、畜禽动物强制免疫等方面，提高

畜禽和水产品稳产保供水平。提前
下达中央财政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
金1.6亿元，支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地膜科学使用回收等。

此外，为深化农村改革，支持农
村综合改革，省财政厅提前下达农村
公益事业建设财政奖补资金8.5亿
元，支持各地谋划实施一批农民群众

“急难愁盼”的村内公益项目。支持
二轮延包，提前下达省财政补助资金
2.4亿元，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 （朱卓）

157.4亿元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提前下达
用于支持江淮粮仓建设、农业产业发展等

周末回村，瞧见文化广场上正在
安装新的健身器材，对秋千、篮球架进
行维修加固，一旁的活动室与“农家书
屋”里，有人在整理图书、锣鼓等文娱
活动器具。“马上要过年了，把这些整
理好，就是给大家准备‘文化年货’，让
大家过个热闹红火的‘文化年’。”村上
的党支部书记面带笑容地说道。

冯骥才先生曾经说过，“假日和
节日不同，假日是一种公民的福利，
没有文化内涵，随便怎么过都行，但
节日是有意义的，是有文化内涵的。”
春节在我国历史十分悠久，有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传统民俗，且近
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欢度春
节，不仅要吃得好、玩得好，更要弘扬
春节的文化特色，增强喜庆和谐的文

化体验，让
春 节 的 文
化 氛 围 愈

发浓郁。故而，需丰富“文化年货”载
体，打造更多文化盛宴，于“文化过大
年”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感受传统文
化中守望亲情，慰藉乡愁，愉悦身心，
为新一年奋斗积蓄精神动力。

“文化年货”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比如开展“文化进万家”“新春庙
会”“新春灯会”“村晚”等文化活动；
依托农家书屋、乡村博物馆、非遗馆、
乡村文化室等场所，举办写福字、贴
春联、剪纸、书法、戏曲、赏花灯、舞龙
舞狮及春节知识问答、读书会、民俗
活动等文化互动体验活动；把春节文
化搬进博物馆、文化馆，渗透到各类
读物与媒体，让人们通过阅读先辈故
事，深入挖掘、提炼和阐释春节文化
底蕴；邀请非遗传承人到村里现场展
示并教学剪纸、刺绣、民间乐器演奏
等，让村民近距离接触、了解和学习
非遗文化；充分利用AR等现代科学
技术，开展契合乡村实际的沉浸式游

戏互动，让老百姓边玩边学，在互动
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与乐趣；紧跟
新媒体潮流，推进“云拜年”“云团圆”

“云旅游”“云上逛博物馆”等活动，通
过线上线下结合、传统新潮共展，增
强传统文化吸引力，让春节的热闹与
韵味充分展现。

蛇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年
味”在中华大地升腾。期待各地各级
在繁荣农村市场，协助农民群众置办
物质年货的同时，积极思考、多谋良
策，主动对接文化市场与农民需求，
创新富含新意、充满烟火气的文化生
活，为农民群众多准备些文化、科技
和政策方面的“文化年货”，满足农村
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
让农民群众在欢乐祥和、健康向上的
氛围中过个舒心的“文化年”。这既
是农民群众的衷心期盼，也是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需要，更是基层政府应
着力抓好的一项工作。 （周荣光）

为农村添些“文化年货”

和美乡村 生态画卷

1 月 10 日，芜湖市
湾沚区六郎镇北陶村，
错落有致的村居民宿碧
水环绕，风景如画，尽显
生态之美。近年来，湾
沚区坚持绿色生态与乡
村旅游协同发展，持续
加强美丽乡村、农村道
路和水利建设，优化农
村人居环境，打造生态
宜居的和美乡村，通过

“农文旅”融合发展，高
质量推动全域旅游，促
进农民致富，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

王玉实 张云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