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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农业基础
集聚乡村发展合力

“我市把夯实农业基础、保
障粮食安全作为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不断加强高标准农田
建设，推进农业机械化，并入围
全国整建制率先基本实现主要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市。”淮
北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若军
告诉记者，目前，淮北市已建设
小麦良种繁育基地50多万亩，
其中濉溪县被认定为第二批国
家区域性小麦良种繁育基地。

据了解，淮北市还认真落
实稳定生猪生产政策，推进养
殖业“规模养殖、集中屠宰、冷
链运输、冰鲜上市”新模式，畜
牧业生产基本保持稳定，规模
养殖比重达85%以上；发展休
闲农业，濉溪县百善镇、相山区
渠沟镇先后入选全国农业产业
强镇示范建设项目；实施信息
进村入户工程，建成村级益农
信息社137个，覆盖率达47%，
杜集区被评为全国县域数字农
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先进县。

淮北市濉溪县南坪镇以
浍北现代农业示范园为龙头，
支持有条件的村建设以农民
合作社为载体、让农民充分参
与和经营的农业产业园，打造
循环农业、特色农业，实现乡
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联动
发展。

南坪镇党委委员顿广友告
诉记者，截至目前，该镇重点巩
固培育和发展了10家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50家农业合作
示范社和30个家庭农场，推动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
2020年新增土地规模流转面
积3000亩；淮北汉世伟投资有
限公司生猪养殖项目和天安农
业生猪养殖项目相继建成投
产，两家企业同贫困户签订帮
扶协议，提供猪仔、饲料、技术，
农户只需在家饲养管理，几个
月即可获得养殖效益。

淮北市把品牌建设作为助
推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

重要支撑和持久动力，持续培
优做强“淮优”农产品公共品
牌。截至目前，该市共认定90
家134个“淮优”农产品，成立

“淮优”农产品产业协会4家，
新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34
个，杜集区段园镇入选第十批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创新治理机制
推动乡村和谐发展

近年来，淮北市聚焦聚力
农村改革，不断创新治理机制，
推动乡村和谐发展。

自2017年起，淮北市探索
在农村自然村庄建立村民理事
会和党小组“一会一组”，加强
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构筑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体系；通过落实农村承包地

“三权分置”，大力推进土地流
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淮北市
土地流转面积达78.93万亩，占
耕地总面积的33.2%。

例如，濉溪县百善镇道口
村荷塘月色采摘园项目已于
2020年7月全面建成开放。百
善镇道口村党总支书记刘超告
诉记者，该采摘园项目可使村
集体收入直接增加10万元，加
上后续建设的恐龙园儿童游乐
项目、垂钓农家乐项目等，道口
村2020年集体经济在2019年
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达到100
万元，同时带动200多名村民
在家门口就业。

与道口村相邻的柳孜村也
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示范区建设上发力。在该村

“两委”带领下，柳孜村生态循
环农业小区一期已吸引村里8
户养殖户入驻，共承包15栋标
准化养殖大棚。该村党总支书
记徐勇说，依托示范区建设，村
里实施和正农牧养殖、牧仕达
种养殖一体等多个项目，预计
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新增24万
元的村集体收入。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

础，多元化发展乡村产业，是淮
北市推进乡村振兴的又一有力
举措。该市相山区渠沟镇利用
地缘优势统一规划，实施“一村
一品”蔬菜种植，在解决贫困人
口就业问题、提高土地经济效
益的同时，拓宽了村民增收渠
道；烈山区榴园村根据本村的
发展基础、产业特点，科学规
划建成种植面积达8万亩的石
榴园，是全国六大石榴种植基
地之一，2019年人均纯收入突
破1.8万元。该村先后获得“全
国文明村镇”“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全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村”“安徽省先进集体”等多
项荣誉称号。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2020
年前三季度，淮北市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553
元，增速为6.9%，位居安徽省
第7位。目前，淮北市389个村
（居）已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成立集体经济股份
合作社287个、集体经济合作
社104个，核实资产34.7亿元、
资金6.4亿元，界定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157万人，经营性资产
股权全部量化分配到位，确保
农民享受改革红利。

建设宜居乡村
居民乐享发展成果

花草掩映、道路宽阔、空气
清新……如今，美丽的濉溪县
刘桥镇体育公园对外开放，不
仅为该镇新添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还逐渐成为周边群众休
闲娱乐的场所。

实际上，刘桥镇体育公园
只是该镇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
缩影。按照“一城四园”新蓝
图，刘桥镇强力推进中部精品
城镇、东部新工业园、西部凤栖
湖湿地公园、南部汽车园、北部
现代农业园建设，积极打造产
城互动、产城融合的宜居宜业

宜游之城。如今的刘桥镇已成
为街道规划有序、建筑精致美
观、马路平坦干净、市场繁荣稳
定的宜居宜业新家园。

乡村振兴,最终目的就是
让村民生活更美好。淮北市持
续开展“五清一改”村庄清洁行
动，深入推进农村厕所改造、垃
圾处置、污水治理“三大革命”，
累计完成户改厕85065户，农
村 卫 生 厕 所 普 及 率 达 到
85.7%，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到98%以上，18个镇政
府驻地和65个省级美丽乡村
中心村污水处理设施全部建
成，全面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

同时，淮北市大力加强农
村生态建设，2020年共完成造
林8万亩，创建省级森林城镇
1个、省级森林村庄19个，小
麦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2%以
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
95%；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及
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推进化
肥农药减量增效和农膜农药
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全面完
成2019年度40个省市级中心
村建设任务，2020年度 17个
省级中心村总体建设进度达
到91.5%，全市已建和在建美
丽乡村中心村202个，占布点
规划中心村的83.5%，完成“十
三五”任务的104.1%。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
兴，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使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对于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亦具有重
要意义。

“长寿南山走一走，人生至
少九十九”……贴着“长寿文
化”标语的淮北市杜集区南山
村近年来陆续修建了道路、停
车场、文化礼堂、文化广场、汉
文化博物馆、观景台等，在保留
皖北农村自然风光的前提下，
既完善了乡村基础设施，又增
添了新的乡村旅游景点。生态
旅游建设不仅让南山村百姓切
实享受到了发展红利，也给这
个小村庄带来了发展的契机。

一间间颇具特色的民居镶嵌在
青山之间，一边是流淌着千年
文化的南山汉文化博物馆，一
边是代表现代文明的墙绘，传
统与现代在南山村擦出火花，
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刘 露

2020年，安徽省淮北市小麦单产491.8公斤，

居全省第一，实现了粮食生产“十七连丰”；全面

落实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积极探索“一村一

业”发展模式，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增值增效；深入

推进农村厕所改造、垃圾处置、污水治理“三大革

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全面完成……

近年来，淮北市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培育乡村产业发展项目，创新基层治理机制，

改善农村环境，厚植乡村文化底蕴，补齐民生短

板，探索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模式、新业

态、新路径，蹚出了一条具有淮北特色、可借鉴、

可推广的乡村振兴路子。

安徽省淮北市安徽省淮北市：：

兴产业治环境，民富景美活力旺

▶淮北市濉

溪县百善镇叶刘

湖村推广“小

麦+西瓜”套种模

式，提高了土地

复种指数和土地

产出率，每亩可

增收3000多元。

黄鹤鸣摄

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万企帮万村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行动硕果累累精准扶贫行动硕果累累

本报讯（记者宋浩）近
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工商
联召开的“万企帮万村”精准
扶贫行动成果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据不完全统计，五年来，
全区有1255家民营企业参与
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与
3139 个嘎查村结对，建设
3641个项目，累计投入47.36
亿元，带动帮扶建档立卡贫困
户7.71万户、近25万人。

据了解，自2015年10月
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
中国光彩会启动“万企帮万
村”精准扶贫行动以来，内蒙
古自治区工商联积极动员民
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组织企
业参与产业扶贫、教育扶贫、
公益扶贫，带动大量建档立卡
贫困户脱贫致富，让被帮扶
乡村在村容村貌、基础产业、
就业发展等方面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为下一步落实推
动乡村振兴发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五年来，自治区工商联系
统共有70余家企业和120多
名个人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
表彰奖励。”内蒙古自治区“万
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领导
小组组长、自治区工商联主席
安润生在会上表示，未来，内蒙
古自治区工商联将在延续结
对帮扶工作的基础上，总结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的成功经验，组织实施“万企
兴万村”行动，推动脱贫攻坚
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动员
企业投身乡村振兴的新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