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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

近年来，安徽省黄山市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
述，发挥资源优势，做好转化文章，激发
基层首创精神，加快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推动乡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全链条
升级，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扎实推进共
同富裕，全力打造徽风皖韵、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黄山样板，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
神兼备的全面提升，努力探索乡村振兴

“黄山模式”。

产业欣欣向荣

黄山市地处皖南山区，以山地为主，
“八山一水一分田”。为守住乡村的生命
力，端稳粮食饭碗，让阡陌交通、鸡犬相
闻的田园景致重回乡村，该市创新思路
开展工作，因地制宜、各出妙招，整治撂
荒土地，最大限度提高耕地利用率，让

“撂荒死角”焕新为“富民粮仓”。
黄山区对抛荒地复垦恢复种植水稻

集中连片面积两亩以上的给予200元/亩
补助；休宁县对复垦撂荒耕地 50亩以上
种植粮食作物的给予 400元/亩奖励；黟
县将撂荒地整治纳入该县“四个千万”扶
持政策内容……好政策不断落地田野，
让种粮农户更有奔头。“去年，我种再生
稻正好错开了高温干旱期，收益挺不错，
今年种植了 200亩再生稻。”黄山区新丰
乡种粮大户王三六介绍。

身为粮食主销区，黄山市勇担粮食
安全重任，尽己所能。去年以来，粮食播
种面积和产量实现双增长，其中产量增
幅居安徽第 4位。主动开展小田变大田
改造试点，全市规模连片最大耕地面积
由580亩变为2200亩。探索山区农业模
式，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
营，带动广大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推进
全链条节约减损。

漫山遍野的茶园穿插在绿水青山
间，绿色防控的诱虫黄板星星点点插在
茶园内。黄山市近年来一直致力打造全
国首个全域茶叶无农残城市，全域推进
茶园绿色防控，茶叶综合产值超 230 亿
元，出口额占安徽87%、全国1/9。

聚焦“土特产”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实施“六业千亿”乡村产业振兴行动，围
绕“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发展地方特色
产业，培育发展预制菜等产业，推动地方
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立足资源禀赋。挖掘“中国御医之
乡”精髓，发展大健康产业，创建“徽五
味”（黄山贡菊、徽灵芝、绿萼梅、祁白术、
祁黄精）道地药材品牌，发展中药材生态
种植，培育“十大皖药”基地 6个，全市菊
花种植面积9.48万亩，综合产值43亿元，
亩均效益0.92万元。

以大食物观推进种养业发展，发展
林下经济和绿色食用菌产业，推广山泉
流水养鱼；攻克商品鳜鱼本土化工厂化
养殖难关，2022年产量达 314吨，产值近
40亿元，带动就业3万余人，实现从无到
有、创历史新高。“徽商故里”连锁餐饮店
走出黄山，26家分店彰显徽菜独特魅力，
徽菜在北京市场占比达４成，在全国餐
饮市场占有率达４%。

创意乡村运营。注册运营县乡村三
级运营公司418家，实现营业收入2.04亿
元，直接带动村集体增收4267.8万元；农
村产权交易完成进场交易 1714 宗 8 亿
元。所有行政村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668个村以股份合作形式开
展农村“三变”改革、占比 97%，入股农户
9.7 万户，资金 5.4 亿元、土地 11.1 万亩，
收益9588万元。

生态和谐向好

初夏，粉墙黛瓦掩映在满目青绿中，
潺潺的新安江水蜿蜒流淌，星罗棋布的
古村落如一颗颗璀璨明珠点缀在阡陌之
间，呈现出“一半烟火一半诗”的迷人景
致。黄山市深谙生态的价值，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造“两山”理念
重要实践地。接续开展三轮新安江流域
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加快建设新安江-千
岛湖生态保护补偿样板区。

推进污染防治源头治理，累计实施
污染整治项目325个、投入207亿元。在
安徽率先推广农药集中配送，乡镇、村农
药配送网点覆盖率达100%、85%，建成全
市农资“智慧监管”平台，实现农资进销
全程可追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
率 90%以上。实施智慧垃圾处理体系建

设，全域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争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市，依托新安江绿色发展论坛打造绿色
达沃斯，成立安徽首个生态产品交易所，
发布安徽首个GEP核算地方性标准。也
正是因为优良的生态环境，使得安徽首
单林业碳汇交易、首个“零碳”会议纷纷
落户黄山市。

黄山市率先实施“五微”美丽乡村建
设行动，创新农村环境整治，推动微改造
提升、微景区培育、微创意运营、微循环
发展、微奉献治理“五微”行动，探索开展
村庄变景区、创意变生意、农房变客房、
生态变业态、资产变资金“五变”，实现产
业丰美、环境优美、乡村纯美、社会和美、
生活甜美“五美”目标。

过去村民的老房子年久破败，大多
拆了重建，造成“建设性破坏”，现在的老
房子成了“香饽饽”，许多人通过产权转
让购买老房子改建成特有的徽派民宿，
客房单价远高于五星级酒店。

依托厚重的徽文化资源，黄山市推
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使古民居、古祠
堂、古牌坊乃至古桥、古亭、古道、古碑都
成了发展乡村旅游的特色资源。该市推
动古民居、古村落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以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
建设为引领，累计投入 110 余亿元保护
徽州古建筑，获批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
护利用示范市，新增中国传统村落 39
个、累计达310个，居全国第2位、占安徽
65.9%，保护传承1300余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百万余件文书典籍，黄山毛峰、太平
猴魁、祁门红茶制作技艺等列入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和传承人数量均居安徽首位。

依托徽州古建筑发展乡愁产业，徽
州民宿达 3200余家，跻身全国首批 9个

“民宿产业发展示范区”，民宿客栈年经
营收入达 20亿元以上，带动乡村旅游覆
盖 70%以上村庄，去年接待游客超 4000
万人次，旅游收入近 300亿元，10万农民
变身旅游“服务员”。

人才源源不断

“徽，由山水人文四个字组成，寓意
美好。徽州，一个山明水秀、人杰地灵的

地方。瞧，这是我在黄山的新家，就坐落
在新安江畔……”黄山学院的外籍教师
卓文将家安在了黄山，不仅成为新黄山
市民，更成为展示推介黄山乡村的推荐
官。乡村变美丽，人才自然来。来自五
湖四海的各类青年人才集聚于此创业创
新，为黄山的未来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动力。

黄山市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统
筹推进“四千工程”“迎客松英才计划”
等，抓好特色人才开发培养。“千名干部”
下乡助力乡村振兴，选派驻村干部、金融
专员、专技人员等 1300名各类人才下乡
服务乡村建设发展，实现所有行政村全
覆盖。实施乡村创客引育三年行动计
划。引育乡村创客，评选认定黄山“乡村
创客之星”和乡村“土专家”、组建乡村

“土专家”工作室。推出“乡村推荐官”等
培育项目，100余名优秀导游转型乡村推
荐官。引流“新黄山人”到村创业创新，
吸引有情怀的文艺界、新媒体人士及企
业家等成为“新黄山人”，在乡村一线创
业发展。

31岁的孙中正两年前在村“两委”换
届中高票当选休宁县商山镇阜田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他也是阜田村建村
以来最年轻的“村书记”。孙中正从村民
手中流转土地 20 余亩，带头试种小香
薯，希望带动老百姓通过规模种植增收
致富。

党建引领“火车头”，乡村振兴“阔
步走”。黄山市坚定不移推进组织振
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黄山“中
国好人”回信精神，推进乡风文明，以实
施党建带群建促乡村振兴满天星工程为
抓手，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
任，抓实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
能。夯实基层组织，开展“头雁领航”行
动，推行村党组织书记列席乡镇党委会
制度，选调近 400 名乡村干部赴先进地
区体悟实训，开展村党支部书记、选派干
部“擂台比武”100 多期 1500 余人次，招
考一批全日制本科生到村任乡村振兴
助理员、农村专职工作者。深耕乡村治
理，深化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推深做
实信用治理，引导广大村民向上向善，
促进乡风文明。

看徽风皖韵“五美”乡村
——推动乡村振兴的黄山实践

□□ 霍永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岳海兴

一大早，黑龙江省肇东市海城镇双利
种植合作社总经理宋继龙又来到农田里，
看着一株株玉米苗在大田里茁壮生长，喜
上眉梢，准备过几天组织人员对玉米苗进
行植保作业。

“看看这苗，多壮。”见苗三分喜，宋继
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为啥苗长得这么好？“这是因为我们施
用了玉米秸秆与牛粪掺混堆沤发酵腐熟好
的有机肥。”种田“老把式”宋继龙道出了谜
底。春播前，将沤好的有机肥抛撒在田间，
既能增加土壤有机质，还为实现多种粮、种
好粮、保护好黑土地增强了底气。望着这

一片又一片“吃”秸秆越来越“肥”的7800亩
黑土地，宋继龙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近年来，肇东市积极探索科技赋能保
护好黑土地新模式，从保护好黑土地提高
农作物单产入手，依托黑土地保护利用推
进专班，高位推动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有
序开展，让黑土地“肥”起来，让黑土层“厚”
起来。同时，瞄准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坚
持保护优先，推动工程与农机农技、用地与
养地相结合，逐步改善黑土地耕地内在质
量、设施条件和生态环境，让黑土地更黑更

“有劲儿”。
为打赢黑土地“保卫战”，肇东市抓牢

耕地质量提升、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机化
建设“三大工程”，推广“一翻两免”现代耕
作模式，用“农艺农机相结合、良方良法相

配套”措施，不断提升黑土地保护力度。
2022年，肇东市以玉米为中轴作物，推

进种植业结构科学调整，建立米豆薯、米豆
杂、米豆经等轮作试点面积1.98万亩。以疏
松深层土壤、提高天然降雨利用率、增加土
壤蓄水保墒能力、减少地表径流、防止水土
流失为动力，实现秋季深松整地13万亩。通
过配置大马力机械、秸秆还田机械和免耕播
种机，因地制宜开展秸秆粉碎深翻还田、秸
秆覆盖免耕还田，落实玉米秸秆覆盖免耕播
种面积近171万亩，玉米秸秆翻埋两万亩；在
全面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改进施肥方式方
法，推广应用分期、分层及侧深、水肥一体化
等施肥技术，应用配方肥、缓释肥料、水溶肥
料、生物肥料等高效新型肥料，提高化肥利
用率的前提下，构建起“市场主体回收、专业

机构处置、公共财政支持”的回收和集中处
置体系，使肥沃的黑土地“净”起来；发挥农
业机械总动力 68.37万千瓦的优势，深入开
展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行动，全面提
升作业机械动力、作业效率和质量标准，玉
米重点示范推广秸秆还田耕种及保护性耕
作新技术、大垄密植高产机械化耕作新技
术，在秸秆还田、机械定量追肥、机械高效植
保等技术方面实现新突破。

如今，随着肇东市实施种养循环试点
县项目10万亩、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5
万亩，农民黑土地保护意识不断提高，越来
越多的绿色防控技术、航化植保作业、测土
配方施肥等现代农业技术出现在田间地
头，实现了以点带面扎实推进黑土地保护，
赋予黑土地持久“续航”能力。

黑龙江省肇东市：

让黑土地“肥”起来黑土层“厚”起来

本报讯（吴雪妍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王腾飞）今年以来，山东省聊城市农
业农村局聚焦吨半粮建设和重要农产品
稳定安全供给，坚决扛牢稳粮保供政治责
任，以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全力护航粮食
安全和人民群众舌尖安全。

打牢根基，扎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
文明执法。制定印发了《聊城市农业行
政处罚案件操作规程》《聊城市农业行政
处罚案件办理规范》等制度，拍摄了《聊
城市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行为规范》视频
教程，推进各环节执法流程规范再造。
开发了聊城市“亮剑为民”微信举报小程
序和聊城市农业综合执法平台，畅通了
举报渠道，提升了执法效率和办案质
量。创立了“亮剑为民”党建服务品牌和

“亮剑为民”护航现代农业强市建设党建
联合体，组建了农业农机、畜牧渔业、规
范化执法等 3 支“亮剑为民”执法党员先
锋队，开展了“亮明党员身份佩戴党徽上

岗”活动，为开展好“稳粮保供”专项行动
打下坚实基础。

聚焦重点，担当作为严打违法行为。
聚焦种子、农药、肥料、农产品质量安全等
领域，先后组织开展了种子肥料、生猪私
屠乱宰、农产品质量安全、3·15保护消费
者权益等执法行动，全市出动执法人员
1500余人次，检查农资生产经营主体8576
家，发放宣传资料两万余份，查办案件228
起，罚没款180余万元。其中，查办假劣农
资案件92起，挽回损失450余万元。

强化联动，建立完善行刑衔接协同作
战机制。成立了“昆仑 2023”专项行动农
业专班，将深入推进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
动、严打威胁稳粮保供领域的违法犯罪行
为作为专班的首要任务。专班成立以来，
开展种子、农药、黄河禁渔等联合执法行
动10余次，对净化农资市场起到了强有力
的震慑作用。2023年以来，农业农村部门
移送公安案件和线索6起。

山东省聊城市农业农村局：

依法履职扛牢“稳粮保供”政治责任

新疆吉木萨尔县
人参果喜获丰收

近日，在新疆吉木萨尔县大
有镇大有村果蔬采摘园的人参
果种植大棚里，人参果迎来了丰
收。近年来，大有镇持续盘活闲
置大棚，充分发挥地缘和资源优
势，种植人参果、羊肚菌、阿魏菇
等特色农作物，通过发展特色种
植，带动村民实现增收致富。

马晓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李道忠 摄

□□ 王慧娴 钟莹

近日，湖南省保靖县吕洞村湘西为
民微信群里好不热闹，大家纷纷竖起大
拇指“点赞”，农行湖南省分行党委特委
托省农行驻吕洞村工作队来到吕洞小学
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服务活动，为孩子们
送去温暖和祝福。

学习上关心。吕洞小学目前仅有 1
名教师和 6 名学生，学生皆是留守儿童。
本次关爱留守儿童服务活动，该行驻村
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石峰及驻村工作
队员为 6名留守儿童送去了学习用品，鼓
励他们认真学习，树立爱党爱国的正确
思想，将来投身家乡的建设和发展。“谢
谢伯伯，我会好好学习的！”二年级学生
小宇收到学习用品后开心地说。

生活上关怀。寨子山多地少，不通
公路，从家到学校需要走一个小时的山
路。由于路途遥远，学校设施条件有
限，孩子们都是从家里带盒饭去上学，
到了中午，饭菜早已经凉了。为了让老
师和孩子在学校吃上热乎的饭菜，今年
的关爱活动，驻村工作队还贴心地为学
校捐赠了一台微波炉。身兼校长、厨师
长的隆付忠表示，这份礼物真是暖胃又

暖心。
心理上关爱。留守儿童普遍存在亲

情缺失和家教缺位等问题，为帮助吕洞村
儿童健康快乐成长，驻村帮扶队员一有时
间就往学校跑，陪孩子们玩耍聊天，掌握
他们的思想情况，不定期开展心理疏导。
为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驻村队员喻应和
还当起了吕洞小学的“体育老师”，教孩子
们跳绳，及时释放不良情绪，保持乐观向
上的学习生活态度。

农行湖南省分行始终将关心关爱下
一代成长作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
内容。据悉，今年已经是湖南省农行驻吕
洞村工作队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服务活动
的第三年。石峰表示：“我们将积极衔接
帮扶单位和社会团体，力争为改善少年儿
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教育环境，希望山区
的孩子们也能在爱中成长。”

农行湖南省分行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近日，记者从青海省西宁市大通
回族土族自治县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今年
以来，该县把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
成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盯返贫“红
线”、兜住返贫“底线”、筑牢返贫“防线”，
不断完善健全医保部门因病返贫因病致
贫预警机制，贯彻落实医疗救助和待遇保
障政策，实现农村脱贫人口参保全覆盖、
服务全方位，不断巩固拓展医保脱贫攻坚
成果。

根据《关于健全防止返贫致贫动态监
测机制的实施方案》及医疗救助工作流程
图，建立动态监测机制。对脱贫人口中个
人年度累计负担的医疗费用超过全省上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0%的，
纳入因病返贫监测范围；对农村居民中个
人年度累计负担的医疗费用超过全省上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纳入
因病致贫监测范围；对参保职工个人年度
累计负担的医疗费用超过全省上年全口
径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纳入因病致
贫监测范围。2023年以来，全县纳入因病
返贫监测范围48人，纳入因病致贫监测范

围960人。
依托青海省医保部门的因病返贫和

因病致贫监测平台，建立协同救助机制。
县医疗保障局按月将因病返贫、因病致贫
监测数据反馈至县民政、乡村振兴局，县
民政、乡村振兴局将符合条件的人员分别
纳入救助、返贫致贫人口范围后，县医保
局按政策给予救助。截至目前，医疗救助
对象享受门诊特殊病慢性病、住院及重特
大疾病医疗救助共 13857人次，支出医疗
救助基金2089.5万元。

同时，建立待遇保障机制，建立了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保
障”制度，充分发挥基本医保主体保障功
能、大病保险“二次报销”减负功能和医
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今年以来，对
3141 名特困人员（含孤儿）、农村低保对
象和乡村振兴局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
返贫致贫人口，其身份存续期间，住院医
疗费用按照 90%予以报销，对 2961 名稳
定脱贫人口按照 80%予以报销。全面落
实各项待遇保障，实现了低收入人群参
保资助全覆盖，为特殊人群筑牢了医疗
保障防护网。

青海省大通县：

三项机制织密防返贫动态监测医疗保障防护网

河南省光山县:雨中插秧忙
6月4日，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北向店乡何寨村稻禾田农业合作社农民驾驶着插秧

机抢抓农时，冒雨在田间插秧。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光山县出现持续多日的降雨天气，
影响了农民抢收、抢种和插秧，为了不误农时，农民们冒雨插秧，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