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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海南省屯昌县坡心镇
的 1000 余 亩 黄 金 蜜 柚 陆 续 成
熟。因比其他柚子提前一个月上
市，加之绿色优质，深受市场青
睐。柚树初挂硕果，联农带农效
益显著，为周边村民提供稳定就
业，带动当地蜜柚特色产业发
展。图为屯昌县坡心镇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蜜柚种植示范基地的果
农在采摘蜜柚。

林小丹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邓卫哲 摄

□□ 张永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

夏日炎炎，在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
山南镇小井庄村的田野里，绿油油的水
稻随风起伏，水里的小龙虾长势正旺。
在安徽浮顶山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带动下，这 2万多亩稻虾共生的水田，寄
托着万家丰产的希望，田垄上的牌子写
着：发展稻虾共生，助力乡村振兴。

而就在相隔十来公里的柿树岗乡黄花
村汪祠中心村，通过实施美丽乡村建设项
目，大力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程，仅仅一年
时间，村容村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袅
袅炊烟、绿树成荫、林间小道、碧波垂
柳……走进该村，诗画般美景映入眼帘。

如果说整洁如新的村容村貌是乡村
振兴的“面子”，那么现代特色乡村产业
则是乡村振兴的“里子”。近年来，肥西
县一方面积极打造和美乡村“新样板”，
一方面全力跑出产业振兴“加速度”，紧
扣“共同富裕示范区”目标，坚持城乡融
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
绘就新图景。

稻虾共生，铺就生态种养
致富路

近日，在安徽浮顶山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农产品展示区，销售经理解芹芹
拿起包装精美的稻虾米说：“我们的稻虾
米获得多个荣誉称号，无论在线上还是线
下，深受消费者欢迎，而且市场价格较高，
明显提升了传统农产品的附加值。”

2017年，孙先富响应政府号召，建立
万丰合作社，做起了稻虾综合种养。从
商贸行业转型农业的孙先富，对稻虾综
合种养的未来充满信心。随后，孙先富
又成立安徽浮顶山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以“合作社+农场+社员”模式推广稻
虾综合种养。“目前，以联合体带动农户
760 多户，带动种养总面积 2.1 万亩，平
均每户增收上万元。”孙先富说，“我想

带动更多的农户致富，大家富才是真的
富！”多年来，公司开展帮扶培训，推广优
质水稻品种，带动周边农户联合种植，一
起增收致富。

解芹芹说：“我们围绕稻虾共生产业
持续用力，进一步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
积极在补链、延链、优链、畅链上发力，目
前已经形成了水稻种植、龙虾养殖、稻谷
烘干加工、销售、垂钓及乡村旅游等产业
链条，不仅引领周边农户抱团发展，而且
还为周边村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临时用
工达几百人，每人每天收入一两百元。”接
下来，该公司计划建设小井庄村和美乡村
示范产业园，建立稻米加工、手工锅巴生
产线，开发品类更丰富、附加值更高、竞争
力更强的特色产品，以企业自身综合实力
的提升，带动当地农户稻虾综合种养和就
近就业，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当前，肥西县稻虾综合种养面积已
达 20.6 万亩，进一步提升了农田“含金
量”。据肥西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
该县积极做好“粮头食尾”“畜头肉尾”

“农头工尾”增值文章，大力推进绿色稻
米、预制食品、苗木花卉等特色产业集群
发展，深化“特色+规模+品牌”的农业发
展格局，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党建引领，共绘和美乡村
新图景

走进柿树岗乡黄花村汪祠中心村，
一幅幅颜色亮丽、画面生动、内容丰富的
墙体彩绘与周围整洁的村道交相辉映，
一笔一故事、一墙一风景，党的方针政
策、乡风文明、乡规民约、乡愁记忆等内
容，通过墙绘作品展示在墙上，更传递到
了乡亲们的心里。

68岁的村民张俊年在自家门前用白
色栅栏围起来一片土地，种上了瓜果蔬
菜，使庭院变成一道田园风景。“原来的
臭水塘变成了休闲广场，夏天蚊虫少了，
晚上出门有路灯，锻炼身体有健身器

材……现在村里环境变美了，大伙的精
气神也更足了。”张俊年笑着说。

去年5月以来，汪祠中心村以开展省
级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在保留乡村特色
的基础上，大力实施人居环境整治工程，
打造生态宜居和美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以党建引领，引导群众通过自
治共建美丽家园。既提高了群众的参与
感，也让他们更有获得感、幸福感。”黄花
村党总支书记杨新说。目前，已实现中
心村内改水改厕率达 100%，在全村推行
畜禽圈养；全村安装路灯 110盏，新建健
身广场 3处，乡村大舞台 1处；新建雨水
沟 700 多米，实现沟渠硬化 500 多米；游
园绿化约 1000平方米，主干道绿化 1500
平方米，房前屋后绿化1000平方米；中心
村主干道 600 米，修建次干道 900 多米，
入户道路300多米；新建污水生态处理池
8座，铺设污水管网 3000多米，村民的生
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

汪祠中心村以人居环境整治带动村
级产业发展，打造 60多亩碧根果产业园
和40多亩稻虾产业园。“让村庄环境美起
来，让钱包鼓起来，真真正正让群众体会
到乡村振兴的成果。”杨新说。

据了解，肥西县坚持“整县提升、全域
美丽”的原则，按照“点上示范出彩、线上
连片成景、面上美丽宜居”的和美乡村建
设思路，对标长三角，因地制宜打造一批
精品示范、生态宜居和特色产业发展村
庄。同时，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促进
乡村产业发展、挖掘乡村文化元素，巩固
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力争走在全省前列。

融合创新，打造乡村振兴
“硬支撑”

近年来，肥西县以打造“共同富裕示
范区”为目标，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创新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新路径，砥砺奋发，借
助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和全国苗木花卉交易信息中心
三平台，以“硬支撑”有力有效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新画
卷正在全县落笔成景。

跑出产业振兴“加速度”。肥西大力
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围绕王仁和集团打造
十亿元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华莱士公
司的食品生产与冷链配送中心项目和老
乡鸡公司的食品加工及仓储物流基地项
目均入选安徽省2024年重点项目。国家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重点建设项目百大肥
西农产品物流园一期正式营业，成为农产
品流通“买全球、卖全国”的绿色通道。

打造和美乡村“新样板”。深入践行
“千万工程”，着力建设彰显徽风皖韵的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已累计建成省市级
美丽乡村中心村110个、美丽宜居自然村
397个。上派镇三岗村、山南镇小井庄村
和长庄村、铭传乡启明社区和聚星社区
入选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持
续深化农文旅融合，等高对接“莫干山民
宿”，推出“紫蓬山民宿”集群品牌，风之
谷自然农场、西庐印象入选安徽省首批

“皖美金牌民宿”。
激活改革创新“强动能”。发扬小井

庄“敢为天下先”的农村改革精神，以创
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在全省率先通
过擂台比武机制筛选乡村振兴产业项
目，已优选57个产业项目6.92亿元，引入
社会资本6.67亿元。充分发挥国企平台
主力军作用，成立县级农垦公司，在基础
设施建设、农文旅深度融合、农业数字化
转型、人才引育等领域注入强劲动力。
创新“节点工作法”全面提高乡村振兴工
作落实力，铸就一批扎根于民、作风过硬
的“三农”队伍。

帆正风满潮头立，行稳致远启新
程。展望未来，肥西县将继续以只争朝
夕的决心与魄力，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
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
为乡村全面振兴聚人气、添动力，在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新的优异
答卷。

帆正风满潮头立
——安徽省肥西县推进城乡融合综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今晚电商全网销售额突破600万元，抖
音和快手销售额突破500万元，单量突破二
十万单！感谢大家的支持，小伙伴们继续加
油努力……”近日，贵州省思南县三道水乡
周寨村党支部书记、贵州佳里佳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负责人张诚的这条朋友圈迎来了众
多点赞，也让这个大山深处种红薯能成“超
亿元村”的小山村走入更多人的视线。

盛夏时节，行走在周寨村，映入眼帘的
是既干净整洁又绿树成荫的村道，清澈见
底的河沟，生机盎然的田野，俨然一幅美丽
宜居的乡村新画卷。在贵州佳里佳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淀粉生产线、粉丝
粉条生产线、包装生产线一片忙碌，50多名
工人有序地装料、封袋、装箱。

“每天生产 4万件酸辣粉，但每天各大
电商平台以及直播间销售5万件以上，供不
应求。”张诚告诉记者，去年村里生产的酸
辣粉还卖到了美国和加拿大。

依托高标准红薯粉加工企业和当地山
地特色红薯产业，周寨村采取“龙头企业+
村集体经济+农户”发展模式，村集体将产
业资金、闲置资产“量化打包”入股公司，带
动该村及周边上万农户参与红薯种植，同

时带动了就业。
谭小玲是思南县红薯种植大户，2023

年她种了 500 多亩红薯，收入 30 多万元。
尝到种植红薯“甜头”的她，今年把红薯种
植面积扩大到 1200亩。“90后”返乡青年张
著东，回到村里的红薯粉加工厂上班已有5
年，担任车间主任的他每月平均工资有
5000元，此外还有五险一金和年终奖。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
强，关键看“头羊”。仁怀市茅台镇椿树村
采取“支部牵头、群众参与、公司经营”的发
展模式，发挥当地酱香型白酒产业优势，由
村集体和村民共同集资400万元，成立黔椿
立民制曲有限公司，从事酱香白酒辅料曲
药的生产销售，公司年销售曲药1200吨，产
值达到 720万元，解决就业岗位 14个，村级
集体经济积累40万元，群众累计分红204.6
万元。

在贵阳市乌当区下坝镇谷庚村，为改
变集体经济组织“小散弱”的发展困境，当
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通过研究考察、走
访调研、交流座谈等方式，明确村集体经
济发展思路。如今，樱桃林下，一个个现
代化的标准鸡舍掩映林间，1000羽毛色鲜
艳、体态匀称的“跑山鸡”悠闲地在果树下
晒太阳、觅食……林下养殖已经成为带动

当地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的重要
支撑。

依托优美的自然风光、厚重的红色文
化、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传统村落等资
源，近年来，贵州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不仅
为当地农民群众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收入，
更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普底乡颍川
村依托景区自然风光，发展以“吃农家饭、
住农家院、干农家活、品农家乐”为主题的
乡村旅游，通过组建“旅游联盟”，推动村内
27户农家乐、民宿抱团发展、规范经营，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旅游从业人员达 2000余
人，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旅游年综合
收入8000万元以上。

江口县太平镇云舍村依托当地的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土家民族特色村寨等资源优势，全面盘活
闲置资源，整合 3 亩闲置鱼塘和 10 亩闲置
土地，分别出租给云舍景区运营服务公司
和星空民宿酒店公司，建设水上娱乐设施
和特色民宿，实现集体经济年增收15万元。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在贵州很
多地方，当地通过搭建村级劳务公司平台帮
助农民就业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增收方式。

铜仁市围绕基层基础“强双基”，坚持

排队抓尾，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141
个，通过农村综合改革“万人培训”计划、村
干部学历技能千人培育行动和村党组织书
记赴广东东莞跟岗学习“百人计划”，为乡
村建设选育好“领头雁”。同时制定“1+6”
乡土人才评价办法，制定评价标准，培养

“土专家”“田秀才”等近5000人。
为构建更加立体的乡村人才体系，最

大限度以人才引领助力乡村振兴，贵阳市
白云区积极建强返乡就业创业人才队伍，
为乡村产业带来源头活水。

据了解，白云区自开始资助帮助返乡创
业人才以来，已帮扶 1495人，评选出了 5名
返乡创业之星，给予返乡创业人才创业补
贴、奖励资金等支持478万元。

“现在白云发展得越来越好了，在沙文
镇开农家乐、卖猪蹄，来吃的人很多，还能
照顾到家里的老人小孩。”白云区沙文镇四
方坡村村民许玉林之前在广西百色做水产
生意，看到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主动回乡
创业。

一片片特色产业开花结果，一条条产
业发展惠民路让农民鼓起“钱袋子”，助推
形成产业振兴、村集体增收、农民获利的良
性发展格局，也让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更
加充实饱满。

贵州省：

产业各美其美 发展富民惠民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郑力吉

在万亩金色的麦田里，15台联合收割机呈“雁阵型”排列
作业。机声隆隆，蓝天白云，风吹麦浪，空气中充满新鲜粮食的
味道。这是7月16日举行的2024年巴彦淖尔河套硬质量小麦
开镰节的现场场景。开镰节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临河区狼山镇
光明村万亩硬质小麦示范园举办，小麦种植户、临河区居民和
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欢聚在此，共同庆祝新麦收割。

现场还举办了“河套有麦田麦收体验”活动，来自当地的15
名种粮能手参加了割小麦、捆小麦接力比赛。头戴草编遮阳帽、
身着白色半袖衫、腰系红色参赛绸，憨厚朴实的庄稼汉子在人群
中格外显眼，骄阳下，他们手持镰刀，严阵以待。“预备——开
始！”随着一声令下，只见参赛选手弯腰俯身，一手把麦，一手操
镰刀，放下一把，又割一把，动作迅捷，一气呵成，3~5分钟工夫，
10多米长的麦子地里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毕。大家你追我赶，现
场好不热闹，欢呼声、呐喊声在观赛人群中此起彼伏。

“多年不割了，手都生了。”刚刚比赛完的光明村村民楼美
林喘着粗气说，“从前割麦子 30亩地一家人齐上阵，咋也得割
半个月，现在收割机不到一天的工夫就全割好了。”

随着机械化程度提高，过去依靠人力用镰刀收割麦子的场
景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人工割麦不再作为一种劳作形式
存在，而演变为一种“文化仪式”，成为人们对过往岁月的缅怀，
成为对在土地上流血流汗的劳动人民的致敬。“很多年轻人都
不知道馒头是怎么来的，甚至不知道麦子什么样，通过这种方
式也是希望让年轻人看看过去小麦怎么割，能知道种粮不易，
珍惜粮食。”狼山镇光明村党支部书记郭成刚说。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地力比从前最少提升了两级，小麦单
产也提高了。2022年开始，我们这里规模化种植小麦，亩产达
到1100～1200斤，农民的收益得到了保障。从前地块不成型，
方的圆的三角的都有，大型机械进不来，很多地方需要人力，农
民很辛苦。项目建成后，渠也通了，路也宽了，全程大型机械作
业省了很多人工，国家补贴也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郭成
刚说。

据了解，该园区种植小麦1.04万亩，其中单种6200亩、小麦套玉米4200亩，辐射周边
村组种植小麦5万亩，统一种植“巴麦13号”。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闫文
芝说：“‘巴麦 13号’是西北春麦区国审中优质强筋品种，适合在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
区种植。该品种产量高，2017年推广以来，在我市相关地区平均亩产 1000斤以上，较本
地主栽品种‘永良4号’亩增产100斤以上，2023年创造内蒙古小麦高产纪录亩产1366.82
斤，是小麦单产提升首选品种。”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俐）“我们对人才始终诚意满满，设立了
3000万元的人才专项资金，就等天下英才
齐聚棠城。”近日，重庆市荣昌区委副书
记、组织部部长廖传锦在“千年荣昌欢迎
您·来了就是一家人”人才政策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荣昌区深入推进人才强区战
略，在引才、育才、留才、用才上出实招、见
真功，迭代出台《荣昌区加快建设成渝腹
心人才集聚地的若干措施》系列政策吸引
人才。

其中，《高校、中职毕业生等青年留荣
来荣就业创业行动计划（2024—2027年）》
是重庆市区县一级首个针对高校、中职毕
业生的“留人政策”，提出“中职毕业生享
有与高校毕业生同等的支持保障待遇”，
这在重庆市尚属首次。

该计划明确，到 2027 年力争累计促
进 1.6 万名以上高校、中职毕业生等青
年留荣昌来荣就业创业，对到荣昌就业
创业的高校、中职毕业生，符合条件的
人才给予每人每年 6000 元的就业补贴
或社保补贴，最长可补贴 2 年；可入住保
障性租赁住房并连续 3 年享受房租补
贴，还可优先购买保障性住房及享受购
房补贴；对重庆市外来荣昌就业的给予
交通补贴。

“荣昌区致力于打造青年发展型城
市，努力为青年人才搭建施展才华的舞
台，让青年人才在荣昌更有作为。”荣昌
区委常委、副区长程建林表示，该区全
方位做好青年人才服务保障，如在住房
保障方面，青年人才可以免费入住人才
公寓或青年人才驿站，也可以选择保障
性租赁住房；同时为青年人才提供随迁
落 户 和 健 康 体 检 、子 女 入 学 等 服 务

支持。
在《荣昌区加快建设成渝腹心人才集

聚地的若干措施》《荣昌区“高层次人才引
进专项”实施办法》中，聚焦重点产业、重
点领域，对拟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按ABC三
类进行认定；着眼引育结合，从人才招引、
人才培育、创新创业、服务保障四个方面
提出 13条具体措施，构建起指向精准、导
向鲜明的人才支持体系。

同时，为推动以荣昌陶、荣昌夏布、荣
昌折扇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和弘扬，《加快集聚荣昌国家级非遗人才
十条措施》对三项国家级非遗人才队伍建
设予以支持引导。

其中规定，学习荣昌陶、折扇、夏布
三大国家级非遗制作技艺的学习期人
才，按人才不同类型可获得 0.8 万至 2.4
万元不等的一次性学习补贴；在开设非
遗工作室、主理人品牌店等人才创业
期，在场地租金、房租、创业补贴等方
面，累计可获得 1 万至 6.6 万元补贴；从
人才传授技艺、自我提升、开展非遗研
究、宣传推广等方面，对其提升发展阶段
进行分类补贴支持，视提升发展情况，可
获得相应支持。以一名大学本科生为例，
在这三个阶段，累计可获得 8万～10万元
的支持。

荣昌区位于重庆西部，地处成渝主
轴黄金联结点上，是国家构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桥头堡城市，拥有“中国四大
名陶”之一荣昌陶、“世界八大名猪品种”
之一荣昌猪。“‘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
兴则城市兴。”廖传锦表示，千年荣昌，正
以富集的生产要素、广阔的创业舞台，优
质的营商环境，向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
敞开怀抱。

重庆市荣昌区：

“引育留用”系列新政吸引人才

□□ 唐兰荣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梁嘉伟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虽未至八月，在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茶山
坳镇金甲村水师山庄梨园，饱满多汁的早
熟梨簇拥在枝头，酝酿着夏日的清甜。“这
里的梨子采用绿色种植方式，品质很不
错，每年我都会来买一些。”在村民刘春艳
的梨园里，三五成群的游人挎着果篮，一
边采摘，一边品尝。

“早熟梨采摘要‘赶早’，越早越鲜嫩
清甜，采梨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脸上
挂满汗水的刘春艳笑容满面，“今年早熟
梨产量能达到 2万多斤，产值预计可达 30
万元左右。”

茶山坳镇堰头村金甲梨园同样游人
如织，清香的早熟梨挂满枝头。“目前梨
园有‘翠玉’和‘翠冠’两个品种，自从开
园，平均每天有 200 多人次前来采摘，梨
园咖啡厅还为游客提供免费榨汁服务，
游客可以边采摘边品尝鲜榨梨汁。”说

起连日来的采摘“热”，梨园负责人邓洪
涛喜上眉梢，“今年梨子收成可观，每斤
可卖 15 元左右，预计收入能达到 150 万
元。现在梨子借助电商平台还卖到了
粤港澳大湾区。”

早熟梨采摘游还推动了当地餐饮业
的发展。“梨花开，梨子摘，游客来，生意
嗨！早熟梨如今成了堰头村一景，这段时
间我们的营业量是平时的 200%以上。”餐
馆老板周师傅介绍，村里的金甲精品民宿
也开业在即，为即将举行的第三届湖南旅
游发展大会增添亮点。

近年来，茶山坳镇大力发展以金甲
桑葚、金甲杨梅、金甲水蜜桃、金甲脆梨、
金甲红心柚等为主导的特色产业，并连
续多年举办梨花节、采摘节等活动，进一
步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逐步形成集产
业经济、休闲采摘、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现
代农业产业业态，让农业更强、农村更
美、农民更富。2023年，堰头村实现人均
可支配收入 3.2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84万元。

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

早熟梨丰收迎“采摘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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