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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安徽省黄山市黟县：：

不负韶光开好局不负韶光开好局 合力描绘新画卷合力描绘新画卷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何彦铭

初夏时节，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大地
绿意盎然，成方成块的农田与错落有致
的村庄、宽阔畅通的公路等相映成趣。
田间地头，到处是农民们穿梭忙碌的身
影，一幅粮菜盛、百姓富、乡村美的画卷
正徐徐展开。

近年来，黟县以乡村振兴统揽“三
农”工作，聚力实施“两强一增”“六业千
亿”“五微”行动和“金边银角”活动，奋
力打造高颜值“画里乡村”、高价值“国
际乡村”、高品质“和美乡村”。

“黟品五黑”大放异彩

黟县一向被戏称为“黑多县”，据说
是因为这里的山石多为黑色。如今，说
起“黑多”更多指的是这里的特色农业。

在安徽黟品五黑食品有限公司的
工作车间内，一堆堆黑玉米整齐地摆放
着，工人们正在对黑玉米进行分检包
装。一边的黑鸡包装车间，处理好的黑
鸡被真空装袋放入冻库。“今年以来，我
们先后围绕基地扩建、品质提升、产品融
杭接沪入肥三个方面推进品牌建设，目
前产品订单已经排到了6月。”该公司负
责人舒翔说。据介绍，该公司是一家本
土“五黑”农特优产品的电商企业，致力
于打造黑鸡、黑猪、黑粮、黑果、黑茶的

“黟品五黑”特色区域公用品牌。
黟县整合全县特色种养品类，结合

“黑多”的地名特点，构建起以黑茶、黑
果、黑粮、黑鸡、黑猪为主的“五黑”特色
农业产业体系；成立“五黑”产业发展协
会，打造“黟品五黑”区域公用品牌，推
广黑玉米绿色高效种植标准化、黑茶加
工、香榧良种采穗圃建设、黑鸡饲养管
理等技术规程，推动“五黑”绿色产业转
型升级。

“我们从产业品种、种植养殖模式、
生产加工、经营体制、品牌营销等方面
进行全链条转型升级，农业发展加速由
粗放型向精致型转变。2022年黟县‘五
黑’综合产值达 8.05 亿元，同比增长
10.3%，并成功跻身省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县。”黟县农业农
村水利局局长黄春炜说。

位于美溪乡庙林村的弋江源石墨
茶研学基地里，游客们正在欣赏传统制
茶技艺展示、体验手工制茶。“我们今年
接待研学旅游人数已超过4000人次，其
中‘五一’假期接待500多人次，过夜率
达40%以上。”弋江源石墨茶研学基地

负责人李诗涵说。白天爬打鼓岭、游黄
姑河，晚上看茶道表演、体验制茶，黟县
石墨茶春季踏青研学生态休闲游获评
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

黟县通过农旅融合有效突破产业
发展瓶颈，推动产业多元化融合发展。
打造“五黑”休闲精品线路等旅游线路8
条，培育黑茶体验馆、茶园民宿、田园综
合体等农旅融合业态25处，推出“五黑”
旅游伴手礼产品7类20余个；成功引进
新加坡悦榕庄、景域帐篷客、东榕华美
达等高端特色度假品牌，稳步推进中国
书画小镇、龙江文旅度假区、未睎园等
项目建设，初步构建高端旅游休闲度假
服务体系。

将“五黑”由“1+2+3”向“1×2×3”
升级，让三产有机融合发展。“接下来，
我们将打造并推出具有国际范的创意
业态和高端产品，把‘五黑’食材等小农
产品打造成大众爱吃爱拿爱用的热销
品，把小农产品的粗加工、深加工过程
变成生活课堂与自然课堂，把乡村诚信
热情的待客之道变成游客喜欢选购的
服务。”黄春炜表示。

农村改革强村富民

眼下，渔亭镇汪村村的400亩油菜
长势喜人。“5月中旬就能收割油菜，预
计亩产可达140公斤。”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黄卫果脸上乐开了花。

汪村村曾是省级贫困村，村集体收
入不足1万元。近年来，汪村村成立汪
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统筹利用乡村振兴
衔接、选派村集体经济扶持等各类资金
70余万元，整村流转土地630亩，拓宽
村级集体经济增收途径。

“5月初我们就要开始水稻育秧，荷
花塘也要继续‘荷鱼共养’，今年集体经
济肯定可以突破60万元。”谈及今年合
作社的发展方向，黄卫果信心满满。

经过近两年的发展，合作社已经与
农户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以前我
就在家附近打零工，收入比较少还不稳
定。现在我担任合作社的农田管理员，
既有工资收入，又有土地流转费，每年增
收2万多元。”村民李信村乐呵呵地说。

劳动力少、农业技术不足、机械化
程度低、农产品销售困难以及资金短缺
等一度成为制约黟县农业发展的因素，
黟县探索资源利用、特色产业、合作共
赢、创新创意等多种经营模式，加快形

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农业经济体系和发
展模式，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破
解堵点难点。

走进碧阳镇丰梧村的朴蔓农场，
映入眼帘的是休闲蔓廊，内有咖啡厅、
清吧、书吧、茶吧等。休闲蔓廊前是一
片绿油油的草坪，帐篷、秋千、蹦床等
休闲娱乐设施配置齐全、美观大方。
不远处的萌宠乐园里，养殖了梅花鹿、
苏格兰高地牛、柯尔鸭等。谁曾想如
今的农场昔日是废弃的老茶厂和竹针
综合厂。

朴蔓农场是2021年丰梧村引进外
来资本建设的休闲农业项目，是集农
业、生态、经济、社区循环共生的农业休
闲综合体，通过打造农业示范区、工厂
区、休闲观光区，探索智慧农业、乡村旅
游、观光采摘、休闲体验、农产品深加工
以及农旅服务等三产融合发展路径。

“我们采取种植、加工、体验、销售
全产业链运营模式，并以支付租金、发
动务工、流转土地等方式，带动集体经
济增收、群众共同致富。目前累计聘用
本村劳动力从事临时性用工1.3万余人
次，平均每人增收1.85万元左右，并为
村集体经济增收39万元。”农场负责人
庄东营介绍。

黟县抢抓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县机
遇，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试点，推进乡村
运营试点，实施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试点，
通过市场逻辑、资本力量、平台优势，促
进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双增收。

“去年以来，我们全面完成了农村
产权制度改革，整县推进乡村运营机制
创新试点，在全市率先出台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实施意见和方案，全县66
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4300万元、增长
13%，其中50万元以上强村达37个。”
黄春炜说。

乡村颜值气质并存

初到柯村镇东坑村，三棵大叶柳伫
立村口，迎接八方来客，与池塘上的观
景长廊和仿古式石桥，构成一道美丽的
风景线。“我们围绕村口古树打造了望
柳桥、依柳亭、鱼龙古道等，既成为村中
的一道景色，又为村民增添了闲暇时的
去处。”东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叶真介绍。

行走在村中，老旧房屋修缮粉刷一

新，家家户户门庭整洁，村庄道路宽阔
干净，健身设备一应俱全，房前屋后随
处可见“小花园”，美丽庭院比比皆是。

“原先村里的道路年久失修、坑洼
不平，两侧到处都是乱堆乱放，环境卫
生很不好。现在不仅环境变好了，休闲
有了去处，旅游也发展起来了，我家自
产的茶叶、笋干、梅干菜、香菇木耳等都
供不应求啦。”村民刘秀英赞不绝口。

自从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以来，东坑
村对村庄道路进行拓宽提升，加强污水
管网建设，开展村庄环境治理、绿化及
亮化等，并以“五微”“金边银角”创建为
抓手，围绕定位进行设施配套、节点打
造、亮点提升，2019 年以来累计投资
350 余万元，整治实施面积约 4.77 公
顷。2020年，东坑村建成美丽乡村省级
示范村。

从“脏乱差”到“高颜值”，东坑村
的蜕变折射出黟县深入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的真实写照。黟县深化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开展村庄环
境“擂台赛”活动，创新实施深耕“金边
银角”打造“三化三宜”美丽家园，创建

“五微”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全县美
丽乡村建设向纵深发展。“目前黟县建
成并通过省市验收中心村 3个，自然
村整治25个，创建景区村庄2个，入选
全省农村改厕提升及长效管护机制示
范县，丰梧村、三合村入选第六批中国
传统村落。”黟县农办专职副主任李志
明介绍。

乡村振兴，既要塑型更要铸魂、既
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洪星乡红
光村探索让村规民约从墙上“走”进农
户的日常生活中，结合工作需要和村情
实际对村规民约进行完善和修订，通过
村民代表大会和“宿村夜话”等渠道发
动群众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并将执行
情况与党员评议、群众积分、荣誉评选
等挂钩。

“谦让和合、豁达通融”是徽文化的
理念精髓。黟县通过发挥“五老”监事
会、村规民约、乡贤理事会、“一约四会”
等村民自治措施作用，推广“生态美超
市”“积分制”管理模式，持续开展村庄
环境“擂台赛”比拼，把“黎明即起、洒扫
庭除”等优良传统和“作退一步想”等古
训与移风易俗结合起来，广泛开展“红
黑榜”“传承好家风、好家训”活动，让众
多好家风吹进千家万户。

黟县五黑农产品。

黟县徽黄旅游集团供图

安徽省黄山市黟县打造最美乡村景观。图为游客在塔川书院民宿看滚滚麦浪。

邓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