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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稳天下安， 农富国家盛。 2023 年上半
年， 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凝心聚
力， 砥砺奋进，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工作高质
量发展， 在江淮大地上奏响了丰收的凯歌。

又到金黄波滚时
田园处处稻谷香

一望无际的田野上， 微风吹起， 金波翻滚， 沉甸
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 丰收的画卷让人陶醉。

9 月 15 日清晨， 寿县立杰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顾
广银来到田头， 进行日常田间管理。 他托管的 200 亩
水稻即将迎来丰收。

顾广银告诉记者说： “现在农户将耕地生产经营
权委托给村集体， 再由村集体经济合作社集中委托给
遴选确定的专业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实现土地连片，
统一供种， 全程机械化耕作， 无人机洒药施肥， 让农
业生产更高效。”

“农管家” 是我市推行农业生产托管的重要一环。
在安徽农管家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记者看到办公区域
集聚农资公司， 以及银行、 保险、 技术支持等相关单
位， 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 “一站式” 服务。

“以农业生产大托管为依托， 我市更加注重粮食
安全， 坚决扛稳政治责任， 上半年全市 322.1 万亩小
麦和 25.12 万亩油菜实现颗粒归仓。 截至 6 月 27 日，
夏种工作全面结束， 总面积达 471.5 万亩。” 市农业
农村局负责同志介绍说： “聚焦农业生产 ‘谁来种
地、 怎么种地’ 和出现部分秋种季节性抛荒等薄弱环
节， 我市坚持以保障粮食安全为主线， 推进以 ‘两委
托、 两跟进、 一托底’ 为主的农业生产大托管模式，
走出了一条粮食增产、 农民增收、 集体增益， 集体经
济组织带动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

“两强一增” 强基础
“乡村振兴” 正有为

“村民朋友请注意了， 现在乡农技员正在给俺们
用抖音直播水稻田间管理知识， 大家都要认真听， 好
好学， 争取秋季水稻大丰收。” 日前， 记者在凤台县
关店乡瓦房村采访时看到， 村部大喇叭一大早就开始
通知村民们利用手机设备学习水稻田间管理技术。

在关店乡瓦房村千亩绿油油的稻田里， 乡农技站
站长赵亚带领几名农技员把网红打卡地搬到田间地
头， 直播着秋粮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要点。

“我市更加注重发挥科技力量， 不断赋能农业发
展。 上半年科技特派员服务企业数 1444 个、 针对农
户技术培训 28461 人次 、 转化科技成果数 779 项 。”
采访中，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同志如数家珍， “市
农科院引进推广瓜菜新品种 12 个、 绿色防控防治害
虫技术 2 项、 推广新技术 8 项。 强化种业强市建设，
建立 8 家市级种质资源保护单位， 对凤台淮王鱼、 潘

集酥瓜、 寿州香草等种质资源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安
徽隆平高科 （新桥） 种业有限公司选育的水稻 ‘晶两
优 8612’ 入选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 （2023
年）。 推进种养业提质增效， 发展优质专用小麦 276.5
万亩、 优质专用水稻 319 万亩。 新增稻渔综合种养面
积 2.9 万亩、 绿色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面积 550 亩，
分别完成省下达任务的 116%、 55%。 加快推进数字
赋农行动， 推荐安徽凤台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等 7 家企
业申报安徽省 2023 年数字农业工厂， 新增数字农业
农村应用场景 9 个。”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 在强化科技强农的同
时， 我市更加注重推进机械强农， 持续夯实农业基
础。 “今年我市有三项农机研制补短板任务， 目前研
制工作进展顺利， 其中新型智能户外烘干机、 智能微
型旋撒一体机已研制出样机。”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
责同志介绍说， “我市加快 ‘三中心二基地’ 建设，
新增水稻育秧中心 26 个、 新增烘干中心 10 个、 新增
农事服务中心 3 个 ， 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 260% 、
90.9%和 50%。”

美好乡村产业兴旺
多业并举百花齐放

走进位于凤台县的安徽省永香苑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车间， 只见工人们正在对新鲜采摘的枣蜜桃进
行分拣、 称重、 包装、 封箱、 装车， 现场一派令人
“桃” 醉的景象。

“在 2022 年试验的基础上， 今年我正在积极谋划
枣蜜桃的深加工项目。” 该公司负责人孙小所告诉记
者说： “乡村振兴， 产业先行。 政府特别支持我发展
枣蜜桃深加工项目， 给予了很多帮助。 我有信心把
‘桃经济 ’ 做大做强 ， 为乡村振兴注入 ‘甜蜜 ’ 能
量。”

“我市更加注重加快乡村产业发展， 助力推进乡
村振兴。 积极落实了 ‘免申即享’ 和 ‘即申即享’ 奖
补政策， 兑现奖补资金 1200 万元。 持续开展绿色食
品产业 ‘双招双引’ 工作， 今年以来， 全市绿色食品
产业共新增项目 53 个， 金额 85.8 亿元， 其中在谈项
目 4 个 ， 金额 10.7 亿元 ， 已签约项目 16 个 ， 金额
30.3 亿元， 已开工项目 18 个， 金额 34.6 亿元， 已投
产项目 15 个， 金额 10.2 亿元。”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
同志介绍说， 今年以来， 我市首位推进以淮南牛肉汤
等为代表的预制菜产业集群发展。 截至目前， 全市共
有预制菜生产企业 38 家， 实现营业收入 22 亿元， 其
中淮南牛肉汤预制菜生产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7.5 亿
元， 同比增长 66%。

据了解， 为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我市全力以赴从
“田间” 到 “舌尖” 打造预制菜全产业链， 聚焦淮南
牛肉汤、 八公山豆制品等优势主导产业， 我市大力开
展了精准招商， 与闵行区政府共同举办淮南市绿色食
品产业招商推介会。 举办淮南市高端绿色食品产业发
展大会， 签约重大合作项目 53 个， 总投资 223.82 亿
元， 涉及预制菜加工、 淮南牛肉汤等产业， 孕育着推
动淮南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新动能。 投资 7.6 亿元的八
公山绿色发展产业园等项目开工建设， 台资企业沛鑫
在淮投资的牛肉汤生产加工项目正式投产。

“我市出台支持淮南牛肉汤产业发展若干政策
（2023—2025 年）。 组建了 10 亿元产业发展基金。 支
持企业加大科技投入， 安徽旭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冷
链包装预制菜产品、 淮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常温型预
制淮南牛肉汤获得市场一致好评， 打造了以淮记本食
为代表的牛肉汤电商品牌。 安徽粮悦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糯米锅巴研发 4 个系列 30 余个单品， 行业市场占
有率近 10%。 依托淮粮集团、 农管家等， 积极与中国
农业发展集团、 信良记、 安徽农垦集团等对接， 推动
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谈到淮南牛肉汤产业发展， 市
农业农村局负责同志信心满满。

推动品牌认证提质扩面， 截至目前， 全市 167 家
生产经营主体有效认证 “两品一标” 产品 494 个， 其
中绿色食品 494 个 、 有机农产品 28 个 ， 认定面积
295 万亩， 产量 380 万吨。

已建成绿色食品标准化原料生产基地 4 个、 全国
有机农产品荷叶基地 2 万亩。

建立了淮王鱼、 淮南麻黄鸡种质资源谱各 1 个、
核心生产基地 4 个， 打造全国最大牛肉汤加工集散基
地。

新增 “皖美农品” 产品品牌 8 个、 地理标志产品
和全国 “名特优新” 农产品各 1 个。

淮南名特优农产品上海展销中心在闵行区正式揭
牌运营， 今年以来累计销售额 812 万元。

成功举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预制菜争霸赛安徽分
赛区活动 ， 3 道本地企业的淮南牛肉汤预制菜获得
“年度最具地域特色预制菜” 称号， 进一步提升了淮
南预制菜品知名度美誉度。

美好乡村产业兴旺， 多业并举百花齐放。 记者在
采访中深深体验到了淮南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本报记者 苏 强 / 文 张 越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