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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篇安徽篇

绘出“皖”美乡村画卷

安徽农耕、源远流长，潮起江淮、影响华夏。从中国原始第一村尉迟寺遗址，到我国第一个大
型陂塘建设工程安丰塘；从最早提出土地分类的管子，到豆腐创始人淮南王刘安；从实行“包产到
户”，到免征“皇粮国税”，一场场创新创造的大剧在江淮大地缤纷演绎——

2015年8月13日上午，阜阳市颍泉区闻集镇闻集行政村钱营
的20名村民代表高兴地领到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当日，
阜阳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首批颁证启动仪式在阜阳市
颍泉区闻集镇举行。

当涂县南圩万亩粳稻收割现场当涂县南圩万亩粳稻收割现场。。

芜湖市从退捕渔民中遴选专业渔民组成的护渔队出征，参与长
江禁捕巡查，助力打赢长江禁捕退捕攻坚战。

濉溪县四铺镇湖涯村濉溪县四铺镇湖涯村，，村民牛琼和妻子张书珍在丰收的葡萄园展示脱贫光荣证村民牛琼和妻子张书珍在丰收的葡萄园展示脱贫光荣证。。

凤阳县金小岗农林科技产业园的技术人员正在察看蓝莓苗培
养室里种苗的生长情况。该公司在小岗村建设现代化组培中心和
苗木种植基地，带动周边农民就业致富。

怀宁县三桥镇高标准农田。

□□ 宛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

回首百年路，一代代江淮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
带领下，解放思想、锐意创新、真抓实干，农业农村经
济得到不断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两次亲临安徽考察，为安徽三农发展指明了
方向，安徽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2020年，粮食
产量达 803.8亿斤，较 1949年翻了两番多；一产增加
值达 3184.7亿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180多倍；农
村居民人均收入达 16620 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270多倍。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迈上新台阶

初夏时节，江淮大地麦浪滚滚、生机勃勃。
“今年我们小麦面积超过去年，达 4260多万亩，

目前，小麦已进入灌浆高峰期，后期如果没有重大变
化，夏粮会有个好收成。”安徽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
农村厅厅长卢仕仁介绍。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作
为全国5个粮食净调出省之一，安徽用全国4%的耕地
生产了全国6%的粮食，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
挥了“压舱石”作用。

这些年，安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了长足
发展。

——“米袋子”更沉更足。2020年粮食总产803.8
亿斤，居全国第 4 位，较 1949 年翻了两番多，连续 17
年为全国粮食净调出省份之一。今年，优质专用小麦
占小麦播种面积的 63.3%，优质专用水稻占水稻播种
面积的62.8%，双双实现面积占比超六成。

——“菜篮子”更丰更优。2020 年肉蛋奶总产
616.9万吨，是1982年76.2万吨的8倍多；水产品232.4
万吨，是1949年3.9万吨的近60倍；蔬菜2330.9万吨，
是 1949年 30 万吨的 70 倍。农产品供给质量得到提
升，“三品一标”农产品有效使用总数达8788个。

——“产业链”更长更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加快推进，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企业4446
家，主营业务收入近 6000亿元。近三年农产品加工
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7.8%；农产品电子商务、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农村产品网络
销售额达 1200亿元，休闲农业年接待游客 1.96亿人
次，综合营业收入787亿元。

改革创新、增添动力
——农村改革实现新突破

近日，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的21户村民，首批领
取了农村宅基地资格证书，标志着凤阳县农村宅基地

“三权分置”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
安徽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改革创新是安徽

最为宝贵、最具优势的遗传基因。
时针回拨到 1978年，正是小岗村的 18位农民按

下红手印，率先发起“大包干”，此后，以燎原之势迅速

推广到全国。再到 2000年，安徽作为全国唯一农村
税费改革试点省，为全国最终取消延续 2600多年的
农业税奠定了实践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整省推进
试点，到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不断深化；从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连续获批全国整县、整市整省试
点，到农村“三变”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从率先探索
林长制，到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安徽各项改革蹄急
步稳，农村发展活力竞相迸发。

2016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小岗村考
察，称赞小岗村当年的创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声春
雷，叮嘱要好好记住这段历史。

一组数据，或能告慰这段历史。2020年，安徽开
展“三变”改革的村（居）10812 个，占总村数的 68%。
集体经济强村达 1313个，占总村数的 8.6%。全省承
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 4076.5 万亩，流转率 50.5%，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 10 个百分点以上。家庭农场 14.3
万个、农民合作社 10.9万个，居全国第 1位和第 5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成为安徽现代农业发展“主
力军”。

人民至上、同奔小康
——农民收入实现新跨越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
键。要加快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政策
机制，让广大农民都尽快富裕起来。

发展乡村产业，一直以来都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
要支撑。

在滁州市明光市涧溪镇，成片的艾草随处可见。
“5月份艾草是生长初期，除草、间苗，一点都不能马
虎。”在艾源农业科技的种植基地，负责人李强说。

明光市地处江淮分水岭脊背地区，土壤较为瘠
薄，缺少特色强、效益高的产业。这几年，当地不断筛
选特色产业，最终选择推广种植生长力旺盛，对气候
和土壤的适应性较强的艾草。

“政策扶持、科技支撑，公司、基地、农户合作，就
是为了确保农民群众实打实地增加收入。”明光市农
业农村局局长张心勇坦言。目前，当地种植艾草面积
已近 4万亩，发展了艾草合作社 15家，带动 2000多农
户户均增收4000元。

艾草种起来了，还得延伸产业链，走全产业链发
展的路子。在明光市永缘艾业，艾叶不仅能够生产传
统的艾绒，还衍生出洗发水、化妆品、蒸汽眼罩等深加
工产品。“我们引入5家大型艾草加工企业，去年全市
艾草产值达到 6.26亿元。农户不仅能通过种植艾草
增加经营性收入，还能就近务工增加工资性收入。”张
心勇说。

当前，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
和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四大支柱，农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2020 年，安徽农
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6620 元，是新中
国成立初期 1954 年的 61 元的 270 多倍；城乡居民
收入比为 2.37∶1，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收
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禁得最早、做得最好
——长江禁捕退捕取得新成效

长江“十年禁渔”，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从全局计、为子孙谋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长江“十年禁渔”，安徽从一桩桩、一件
件实事办起，其中重要一项，就是退捕渔民生计问题。

“去年养殖场的利润，有 100多万元了。”马鞍山
市博望区丹阳镇小花津居委会退捕渔民蔡小花介
绍。退捕上岸之后，她在“一对一”帮扶联络员的指导
下，带着其他4户退捕渔民承包了210亩水塘，开展螃
蟹、鳜鱼、青虾等标准化养殖。“这比以前在船上生活
好多了。”蔡小花笑着说。

这两年，马鞍山市组织有能力、有意愿的 198户
退捕渔民，采取龙头带动、股份合作、自主承包等多种
形式，发展“捕转养”面积1.26万亩，其中：稻渔综合种
养面积5000亩，年产值5000万元、年利润2500万元。

今年是长江禁渔之后第一年，如何做到起好步、
管得住？安徽充实渔政编制，每 1.5公里皖江配备一
名渔政人员，基层干部“一对一”结对帮扶退捕渔民等
一系列“硬核”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安徽
12722艘渔船退捕、30421名渔民实现建档立卡，渔船
回收、证照注销、网具销毁、转产就业、养老、医保、低
保、住房和“一对一”帮联等“十个100%”。

渔民退出了，禁渔防线也要守住。安徽强化人防
与技防相结合，目前沿江市县先后投入2.2亿元，配置
雷达 50套、光电设备 370套、执法船艇 103艘、无人机
57架，基本实现长江干流（安徽段）视频监控全覆盖。

与此同时，安徽从餐馆饭店、交易市场、网络平
台、广告发布等环节入手，全链条打击违法违规行
为。努力实现“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长江
流域禁捕水域野生鱼鲜目标。

展望新时期，从皖北沃野到皖南山区，从江淮之
畔到巢湖之滨，六千万江淮儿女正乘势而上、奋楫破
浪，努力打造乡村振兴安徽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