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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村 振 兴 美 如 画
青瓦搭配白墙屋， 绿树掩映柏油路。 走进寿县保义镇老井中心村， 展现在眼前的是一

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柏油道路干净整洁， 家庭院落错落有致， 房前屋后绿树掩映， 健身广
场设施齐全， 道路两侧新绿分外清新。 5 月正是鲜花盛开的时节， 月季、 蜀葵等花卉争奇
斗艳。 村民们穿过盛开鲜花的道路来到田间收获油菜。

在老井村里漫步， 给人最大的感触便是这里科学合理的规划及自然与人文的融合。 老
井中心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能够合理利用现有的村落布局， 集中统一规划建设， 注重保护
自然景观， 通过墙体彩绘及小品修建打造具有寿县本地特色的人文景观。

老井中心村是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点， 镇村干部与广大村民团结一致， 以乡村振兴为契
机， 多轮驱动、 多措并举， 新农村建设事业取得了健康长足的发展， 蜕变的小村庄让百姓
收获了满满的幸福。

村容村貌升级改造， 乡风民风建设持续推进， 一张张村民的笑脸， 串联起美丽乡村的
和谐画卷。

本报记者 倪 军 陈海涛 本报通讯员 赵 阳 赵广军 摄影报道

打打造造乡乡村村振振兴兴““新新农农人人””
近年来，毛集实验区围绕乡村振兴的人才需求，

按照“培训持证一体、产业就业融合、增效增收同步”
思路，大力开展政策扶持，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民”的模式，打造乡村振兴的
中坚力量。

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的全面推进，越来越
多的 “新农人 ”投入到
毛集实验区乡村振兴
中 ，他们爱农业 、懂技
术 、善经营 ，在广阔的
舞 台 上 施 展 拳 脚 。他
们或投身农业生产一
线 ， 将青春绽放在希
望田野 ； 他们或致力
新 技 术 推 广 应 用 ，用
科 技 点 亮 产 业 致 富
梦 ；他们或构建新型经
营主体，让农民分享产
业融合红利。

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 ，带来的是 “1×100”
的致富效应。毛集实验
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18338

元，同比增长 10.5%。该区“新农人”继续用勤劳的双
手为乡村振兴画卷涂抹亮丽的色彩。

本报记者 倪 军 陈海涛
本报通讯员 徐瑞成 摄影报道

毛集实验区魏庙村村民陆中正， 2016 年开办了一家以农机销售、 维修为一体的农机服务站， 为各农机手和农机合作社提供优
质服务。

毛集实验区刘岗村村民刘克龙， 2010 年回到家乡创建了淮南市乡村旅游示
范园区， 实现一二三产充分融合发展， 年接待团体研学教育和乡村旅游 3 万人
次， 实现年产值达 300多万元。

毛集实验区大郢村毛凤昌， 安徽农业大学毕业， 2012年回乡流转土地 200 多亩， 成立
了毛凤昌家庭农场， 今年产值有望突破 300万元。

毛集实验区陆庄村村民王伟， 2016年从北京打工回到家乡开办了一家年存栏 6 万羽自动化蛋鸡养殖场， 去年产值达 500 万元， 今年有望突破
600万元。

荥保义镇老井中心村鸟瞰

茳户户门前花草茂密

△村民们在鲜花环绕的篮球场上打篮球

荥蜕变的小村庄让百姓有了满满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