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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乡村村振振兴兴，，牵牵牢牢““产产业业””牛牛鼻鼻子子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宋宋金金婷婷//文文 袁袁洁洁//图图

田 野 ， 凝 聚 着 丰收的 希 望 ； 乡
村，激扬着振兴的号角。近年来，乡
村振兴战略的东风，吹拂着位于六安
市西大门的叶集区，温室大棚连片发
展、瓜果蔬菜四季飘香、人居环境整
洁优美、乡风民情和谐醇厚、乡村百
姓安居乐业……叶集区把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作为“三农”工作抓手，努力
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
村，一篇乡村振兴的大文章正书写在
大地上……

特色产业 更有奔头

叶集区耕地总面积46 . 6万亩，特
色农业主要有稻虾、林果、生猪、山
羊、皖西白鹅、麻黄鸡、蔬菜等，近
来特色农业发展迅猛。

一只虾，让稻田经济效益加倍，
产业发展势头正劲，深加工基地正在
谋划。

一 个 梨 ， 从 零 星 栽 培 、 提 篮 小
卖，到基地生产、规划种植，秋月梨
因其独特口感，畅销周边省市，还和
鲜丰水果进行了合作。

一直以来，叶集区科学定位特色
产业发展方向，夯实产业基础，积极
谋划特色产业发展思路。区委、区政
府制订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
《关于加快史河干渠绿色振兴经济带
建设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办法》《六安
市叶集区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
供应基地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把稻
虾综合种养、江淮果岭建设两项产业
作为该区特色农业发展的重点主导产
业，实施稻虾综合种养提升工程和江
淮果岭“双万工程”，目标为3年内全
区建设稻虾基地15万亩，发展果岭面
积达到10万亩。紧紧围绕农业提质增
效“6969”工程，开展叶集(史河)现
代农业产业园和稻虾、果岭两大特色
产业规划编制，位于平岗街道占地500

亩叶集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正在开展
前期工作。

继续实施“四带一自”工程，促
进农业产业发展。出台《六安市叶集
区2021年“四带一自”特色种养提升
工程实施方案》，明确奖补对象、奖
补标准、奖补程序和有关要求。2021

年发展到户产业2990户，做到符合条
件户产业全覆盖。同时出台《六安市
叶集区“防贫保”综合保险工作方
案》，对发展特色产业的脱贫户做到
应保尽保。

不断完善农业产业发展基础。在
“十三五”全区14万亩高标整治的基
础上，2020年两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顺利通过市级验收。2021年4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4个项目全部开工建
设，2022年5万亩高标建设任务正在
开展前期工作，全区农业生产基础条
件得到大幅提升。实施到村产业项目
19个，总投入4468万元新建了一批蔬
菜温室大棚、养殖基地、冷藏冷冻、
农产品深加工等设施项目。建立完善
农业特色产业“ 1 3 8 + N ”工程项目
库，全区在建项目 1 6 个，完成投资
3 . 93亿元。这些项目的实施为该区特
色农业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提档升级 提质增效

产 业 先 行 ， 就 等 于 抓 住 了 “ 三
农”发展的“牛鼻子”。叶集区大力
开展产业发展带头人培育。2021年该

区新培育乡镇级产业发展带头人 2 3

名、村级122名，全区累计有产业带头
人344名，其中乡镇级产业发展带头人
5 0 名、村级 2 9 4 名，联结带动农户
5017户。全年分产业类型开展产业发
展带头人培训6次，培训人数总计达
600余人次。

努力推行农业产业规模经营、主
体经营、融合经营。一是全力推行规
模经营，2021年新增村集体流转土地
面 积 3 . 9 9 万 亩 ， 全 区 共 流 转 土 地
24 . 43万亩，新增规模经营主体21个，
规模经营主体总数达222个。二是大力
培育经营主体，新培育农民专业合作
社5家、家庭农场34家，累计全区已培
育专业合作社4 4 2家、家庭农场9 3 1

家，其中市级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16

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24家。三是
持续发展融合经营，积极推行推进史
河干渠生态旅游廊道建设，先后在平
岗、姚李、三元打造百财农业、自留
地生态园、百果采摘园、稻渔空间、
四季亘耘等农旅结合项目，开启农旅
融合新发展。

全面提升特色主导产业。深入实
施特色产业“138+N”和农业提质升
级“6969”工程，分别制订《叶集区
推进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发展实施方
案》《叶集区全面提升“江淮果岭”
建设实施方案》，举全区之力推进两
大主导产业发展，同时统筹推进蔬
菜、麻黄鸡、皖西白鹅、中药材等产
业发展，形成“两强多补、协调发
展”的产业格局。全区共整合涉农资
金5330万元用于稻虾综合繁养基地、
“江淮果岭”标准化果园建设。2021

年全区实现稻虾综合种养面积10 . 6万
亩，新增果岭面积1 . 05万亩。目前，
总面积3 . 52万亩的稻虾综合种养示范
区正在施工建设中，5000亩繁育基地
建设任务已全面完成，5个示范基地建
设任务稳步推进，江淮果岭共计2500

亩的4个标准园建设正在有序进行。
“万户庭院”工程重点路线和节点已
经明确，20万株树苗木正在栽种。

打造品牌 延伸链条

冬日的田间有着丰收之后的富足
感，农民在田间辛勤劳作一年，收获丰
收的喜悦，机械耕种留下的痕迹纵横交
错，勾勒出一幅壮美的田园风光。

叶集区 聚 焦 产 业 链 ， 大 力 开 展
“双招双引”。与国家级产业化龙头
企业中化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签定《叶
集区现代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产业基
地建设项目协议》，充分利用中化农

业发展平台优势，推进区域“三品一
标”(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
和标准化生产)，建设3000亩现代农业
技术平台(MAP)生态农业核心片区，
共同打造叶集(史河)省级现代农业示
范园。安徽蒙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的万亩标准化果园项目正
在实施，已落实新建7000亩基地正在
施工，该项目将有力推动该区果岭产
业生产水平提升、销售品牌打造。同
时正在积极对接鲜丰水果，投资建设
其生产基地，设立销售公司。与六安
鸿源食品有限公司的小龙虾深加工基
地项目初步达成合作共识，近期有望
签约，将有效填补该区小龙虾加工产
业空白，延伸龙虾产业发展链条。以
姚李鼎傲公司、三元庆顺公司为龙
头，带动蔬菜种植基地发展，使该区
新鲜蔬菜直销长三角市场。

打造农业特色产业品牌。2021年
全区新增“三品一标”认证经营主体
11家15个产品，目前全区“三品一标”
已认证25家41个产品，其中无公害产

品4个、绿色食品25个、有机认证产品
12个；已完成“徽韵大别山”、“史
河湾小龙虾”公共品牌转让授权；现
已成功报批“平岗鲜桃”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叶集羊肉”已通过地理标
志农产品名录外评审，“叶集秋月
梨”已被全国名优新特农产品收录；
大团结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望获批国
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启航”
牌食用油正在申报国家驰名商标。农
业农村局还积极组织区内农业龙头企
业，新型经营组织(合作社)参加上海
农交会、省农交会、市、区农展等各
类活动，该区农产品品牌效应、知名
度、影响力不断增强。

探索发挥农投公司作用。该区于
去年8月成立了六安市叶集区农业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人
民币，为区政府国资委出资设立的国
有独资企业。公司正在探索涉农资金
的使用、管理、投资方式，现已向乡镇
拨付3000万元涉农资金支持“6969”
工程。

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之策，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打造竞争新优势，唯有产业真正“开花
结果”、形成效益，才能让群众的生活富起来、美起来。
有一些地方农业生产人才队伍不足，特色产业发展带头人队伍数量偏少，技能偏低，发展带动能

力不强，缺乏“头部企业”支撑，农产品产业链和价值链没有得到有效的延伸和提高，对农业项目的
谋划上不深、不透，与实际结合不紧密，可操作性不强。产业振兴要抓的是凸显市场竞争优势的农村
特色产业，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产业，其中包含了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人文资源禀赋。只
有从“特色”出发，产业发展才能有长久生命力。
要不断加强产业发展带头人培育工作，规范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扩大农业农村市场

经营主体数量，壮大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实力。加速项目推进，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关键支
撑，加快推进“138+N”“6969”项目、到村产业扶贫项目等在建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发挥投资效
益。加大“双招双引”力度，引进农业“头部企业”，优化供应链、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促进主导产业全产业链发展。
相关部门要多一些前瞻性、主动性的精准研判，多一些建立在深入调研基
础上的精准分析，多一些量身定制、因地制宜的精准服务，统筹协调
区域内的产业布局，在完善产业链条、产业体系上动脑筋、出
实招，才能让产业有收益、有未来，让群众有盼头，

有奔头。

金寨县斑竹园镇斑竹园村邢湾组
在当地很有名，大别山旅游扶贫快速
通道边，青瓦红柱牌楼，牌楼匾额上
“邢湾”两字十分醒目，放眼望去，
只见青砖黛瓦、流檐翘角，村口古树
枝繁叶茂，村庄干净整洁，环绕着的
花圃仿佛是为当家塘装扮的花环，塘
埂上镶嵌的一块块鹅卵石更是让人眼
前一亮，徽风皖韵，青山绿水，给人
以置身于江南水乡的错觉。

山 青 、 水 灵 、 田 美 、 林 秀 、 路
净……既能防洪灌溉、休闲观光，又
能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这
一切要得益于金寨县积极争取国家、
省重点项目，以小流域为单位，大力
开展山丘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
不仅有效保护了山丘区的水土资源，
也让家门口成为画中之景。

金寨县水利局水土保持科工作人
员洪浩告诉记者，自2017年来，金寨
县先后完成邢湾、姚冲、南流河、大
湾、铁冲、前畈河、杨柳河、中心
河、万何片小流域共9条小流域水土保
持治理工程，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07 . 88平方公里。项目建设主要对流
域、区域内的水土流失，采取工程措
施、植物措施、封禁及生态修复措
施，合理布局，从坡面到沟道，实行
“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累计投资0 . 95亿元。

记者了解到，斑竹园村原是一个
贫困村，人多地少，水利基础建设不
足，农业靠天收，人们靠山吃山不养
山，造成当地山光水浑，水土流失严
重，生态环境差，村里人看不到发展
希望，纷纷外出打工谋生。2016年末
到2018年，水土保持部门在金寨县斑
竹园镇先后实施了邢湾南流河生态清
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建
设，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以改善
生态环境、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
治面源污染、发展生态农业、维护水
生态、整治村庄环境为主要建设内
容，结合斑竹园地区深厚的红色文化
底蕴、优美的山水田园风光、浓郁的
乡土民俗风貌，以“红色邢湾 绿色
发展”为主线，在实现生态环境治理
与保护目标的基础上，带动红色教

育、乡村旅游、农家小院、观光农
业、休闲运动和青少年科普体验等项
目发展，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先后投入建设经费2285万元，其中中
央投资1687万元、省级配套投资229

万元、县级配套资金369万元，累计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6 . 2平方公里，其
中：生态修复面积45 . 7平方公里，生
态河道整治3560米，生态护岸 1986

米、堰坝12座、塘坝3口，石桥3座，
环境整治和绿化美化工程1 . 5公顷，水
保科普植物园1处、生态湿地1处，修
建了八月桂花红色文化与水土保持法
治宣传园1处，沿河步道1820米，旅游驿
站、乡村旅游接待中心、青少年实训基
地节点连接步道和栈道3500米，法治
宣传和健身步道2850米，配套观景设
施28处。“水清畅流、生态健康、岸绿景
美、人文彰显、管护高效、人水和谐”的
治理效益已然显现。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使邢湾变得
更美了。”当地一家农家小院的主人
陈久州告诉我们，他原来在上海打
工，从家乡邢湾美丽变化、游客不断
增多，看到了发展旅游服务的前景，
果断放弃外出务工的机会，回乡开了
农家乐，经营当地土菜、土特产，深
受游客喜爱，年收入近20万元，闲暇
时还能打理自家山场和农田、照顾家
中老人和孩子。陈久州还告诉我们，
他正计划在镇里买房，腾出现在的住
房改造为民宿，又能增加一项收入。
村里像这样的农家小院目前已发展到
十几家。

栽 下 梧 桐树， 引 得 凤 凰 来 。 去
年，沈阳晟罗装饰有限公司来此投资
兴建的“印象邢湾”精品民宿正式开
业，以智慧民宿新思路一站式服务的
商业模式，打造独特的民宿标杆综合
体，将农村的田园生活、民间文化与

城市现代化生活融为一体。该项目是
斑竹园镇乡村旅游扶贫资金收益项
目，主要由邢湾南流河小流域内的王
氏祠村、万何村、斑竹园村入股300

万元，每年按不低于6%的收益进行分
红，各村将分红资金用于村集体基础
设施建设及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
红，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
保障。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中，水利部门
坚持把水土保持项
目建设与地方经济
发展、产业建设和
扶贫攻坚相结合，
有效改善了农业发
展的基础条件。在
小流域综合治理的
基础上，金寨县结
合国家水土保持重
点工程建设，积极
探索和打造生态清
洁小流域建设。通
过实施生态修复、
生态治理和生态保
护等措施建设，小
流域水土流失得到
控制，水质得到净
化，美化了人居环
境，增加了水土资
源的生产力，带动
了旅游扶贫相关产
业，改善了群众的
生产、生活条件和
人居环境，有效调
整 了 农 业 产 业 结
构，增加农民的收
入，实现了巩固脱
贫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为乡村
振兴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其实不止邢湾，如今的金寨，林

木苍翠繁茂，环游步道绕清溪，小桥
流水人家，在这里可以欣赏美丽花海，
聆听清晨的鸟鸣，更有当地经典美食可
以品尝。“山清水秀景色美，宜居宜游生
态佳”，这里已成为城里人体验自然田
园生活的最佳选择之一。呵护“绿水青
山”，收获“金山银山”，金寨人交出了一
份满意答卷。

1月25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祭灶神。江淮大
地虽然寒气逼人，霍邱县邵岗乡焦桥村孟凡付、朱守利
一家人却在高兴地盘点一年的收获。丈夫孟凡付做保
安每月 1 6 0 0元收入，加每月3 8 5元低保，每年收入
23820元左右；妻子朱守利做生活老师每月收入2300

元，加上每月385元低保，每年合计收入32220元；婆婆
谢文兰做保洁每月收入1200元；承包耕地转包每年收
入5000元；合计年收入75440元。更令他们欣慰的是，4

个子女努力用知识改变命运，个个成绩优秀，学有所
成。

在邵岗乡焦桥村乡邻眼里，孟凡付、朱守利夫妻可
谓是当地幸福勤劳的夫妻典范。全家7口人，70多岁的
婆婆在合肥的一家医院里当保洁员补贴家用，而夫妻
俩则留在老家耕种10多亩承包地、搞点家庭副业，此
外，丈夫孟凡付还在一家企业务工增加收入，供4个孩
子读书上学。2017年11月3日，一场意外事故打破了这
个家庭平静而幸福的日子。孟凡付在务工期间，因意外
事故而摔成重伤，留下了残疾，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
理，昂贵的医药费也给家庭带来了重创。4个孩子此时
还分别在初中、高中、大学就读，婆婆年事已高，生活的
重担一下压在了朱守利这位农家妇女身上。她绝望过，
暗地里哭泣过，但最终她擦干了泪水，挺直腰杆用柔弱
的肩膀挑起家庭的重任。除了全力照料、帮助丈夫尽快
恢复健康外，她犁田耙地、播种施肥、收割打场，10多亩
承包地每年收割5000多公斤稻谷，除留自家吃外，全
部卖出，以供孩子读书。

在劳累之余，朱守利始终把孩子们的学习放在第
一位，她挤出时间，以每月1500元收入帮助附近一家小
学校代课，言传身教，告诫孩子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在
父母的影响带动下，4个孩子发奋苦读，个个成绩优异。2019年，大女儿收到安徽医
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二女儿收到中国矿业大学录取通知书，双胞胎三
女儿和四儿子都收到霍邱一中试验班的录取通知书。当地党委、政府向这个家庭
伸出温暖的手，村支两委按照有关政策，为他们申报了低保和3万元的无息贷款；
霍邱正浩商砼、城关商会、霍邱正华高中等各界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助学。

令父母欣慰的是，读研的大女儿和上大学的二女儿，年年都能领到奖学金，加
上他们自己节假日勤工俭学的收入，靠着勤劳的双手，基本自强自立。丈夫孟凡付
在朱守利的精心照料下，身体日渐康复，现在不仅生活可以自理，而且还在叶集寻
到一份保安工作，月收入1600多元。当地政府还按照有关规定，把孟凡付、朱守利
夫妻纳入行蓄区移民迁建对象，通过旧房置换，将他们迁入带小院的150平方米上
下两层楼的别墅型移民新居。这里宽大明亮，交通方便，自来水、厨房、卫生间生活
设施一应俱全。

新年新气象，新春新希望。朱守利介绍，在合肥当保洁的婆婆、叶集当保安的
丈夫孟凡付、读研三的大女儿孟祥越1月29日，即腊月二十七放假，而她与三女儿
和四儿子1月28日，即腊月二十六放假。正月二十七以后，天各一方的全家人会有
短暂的相聚。她已备好过年的食品，为了庆祝过去一年辛勤付出的收获，也为了迎
接充满希望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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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展笑颜
本报记者 宋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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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呼唤特色全产业链
金 明

时 评

洪集镇会馆村水稻育秧大棚里，现代农业园工人正在观察水稻苗长势。

平岗街道和平村万亩果园标准化基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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