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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业旺田园美 家富人和岁月甜。” 在寿县涧沟镇顾寨街道堆坊中心村的小游园里， 一处 “振兴亭”
的对联异常醒目。 伴着冬日暖阳， 附近居民在饭后成群结伴而来， 在 “振兴亭” 里说着笑着， 尽情享受美丽
乡村建设带来的幸福。

乡村天地阔， 振兴写新篇。 近年来， 我市始终坚持把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
为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 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 要求， 聚焦 “守底线、 抓发展、 促振兴”， 牢牢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底线， 立足巩固、 围绕拓展、 着眼衔接， 一幅产业兴旺、 基础设施完善、 社会治理向好的乡村振兴
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稳振兴基础，
打好基层 “阵地战”
“闲房变厂房， 闲人变工人，
闲田变果园 ， 绿水青山在眼
前……” 近日， 在淮南高新区

双创中心举行的全市选派第一书
记 “擂台比武 ” 大赛现场 ， 市林

业局派驻凤台县古店乡北王集村第一
书记俞保东讲述了帮扶以来村子的变化。

“晒 ” 成绩 、 “亮 ” 经验 、 “谈 ” 收
获、 “练” 本领。 全市 14 名第一书记上台，
以 “现场演讲+PPT 演示+短视频展示” 的方
式， 比拼实打实的发展成绩， 砥砺硬碰硬的
攻坚精神 ， 充分展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
来， 我市驻村干部扎根基层、 忠诚履职的良
好精神风貌。

驻村干部是乡村振兴的 “领头雁” ,是
人民群众身边的 “主心骨” ,我市高度重视
驻村干部力量,充分激发驻村干部内在动力、
创造活力,推动他们在乡村振兴一线奋勇前
行。 市委组织部、 市乡村振兴局不断完善考
核评价体系， 制定出台 《淮南市选派干部量
化考核实施方案》， 严格落实选派干部管理
实施细则， 扎实开展选派工作 “六项行动”，
每季度组织开展驻村第一书记 “擂台比武”。

始终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防止规
模性返贫作为首要任务， 市乡村振兴局统筹
推进各县区、 各部门认真落实 《关于进一步
完善网格化监测的通知 》 要求 ， 压紧压实
“四级网格” 责任， 持续加强监测帮扶， 坚
持常态化走访。 目前， 全市 3 万余名帮扶联
系人， 对 63189 户脱贫户、 6381 户监测户
开展精准帮扶 ， 全市监测对象措施落实率
100%， 有效解决了脱贫人口、 监测对象的实
际困难， 全市未发生返贫致贫的情况。

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 要求， 在深入落
实中央和省政策措施的基础上， 立足淮南实
际， 扎实做好领导体制、 工作体系、 政策举
措、 综合评价等有效衔接。 2023 年全市共
安排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6.7 亿元，
其中市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
6000 万元， 较 2022 年市级衔接资金增加
300 万元， 增幅 5.3%。 大力争取更多中央
和省级资金支持， 2023 年已到县区中央和
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共计
43370 万元， 较去年增加 2023 万元。

2023 年， 我市持续推进 “三保障” 及饮
水安全问题动态清零， 顺利完成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返校复学情况排查工作， 发放义务教育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4.32 万人次， 普通
高中、 中职学校各项资助共 76821 人次， 发
放资助资金 9023.5 万元。 全面落实基本医
保 “保基本”、 大病保险 “保大病”、 医疗救助
“兜底线” 的综合保障体系， 确保每一位群众
都能病有所医， 医有所保。 严格落实危房改造
政策， 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475 户， 全面完成
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投资 2.28 亿元实施皖北
地区群众喝上引调水工程， 完成 14.25 万农
村人口地下水源替换任务。

做产业文章， 鼓足农民 “钱袋子”

“我家有 3 亩地大棚 ， 种植葡萄 、 蔬
菜， 收益不错， 生活越过越好了。” 走进潘
集区田集街道刘龙社区的蔬菜大棚， 李维希

和工人们忙得热火朝天， 大棚内莴笋、 辣椒
等蔬菜郁郁葱葱， 长势良好。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我市
各地持续以 “产业兴旺” 为基石， 将特色产
业发展作为振兴的根本之策， 全面提升特色
农业发展水平。 特色产品立住脚、 基础夯实
后， 进一步聚焦 “产业延链”， 推动传统农
业向种植、 加工一体化的现代化农业发展，
形成 “企业+村集体+农户” 联营发展模式，
拓展了产业增值增效空间， 为实现乡村振兴
提供了有力的产业支撑。

在寿县茶庵镇安徽新诚利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生产车间干净整洁， 工人们正在有条
不紊地进行电子零配件的加工。 公司负责人
告诉记者， 自从 2022 年入驻茶庵镇的小微
产业园以来， 从当地聘用员工 50 余人， 村
民们的月收入能达到 4000 至 5000 元， 有
效解决了附近村民就近就业的问题。

为解决脱贫攻坚初期产业项目实施分
散、 “遍地开花” 的问题， 我市以原国贫县
寿县为重点， 强化衔接资金使用， 谋划跨乡
镇 （村） 大产业项目， 总投资 3.64 亿元实
施 “小微园” 产业项目 85 个， 鼓励积极招
入与区域主导产业相关联的配套产业及服装
产业、 电子产业等制造产业 ， 实现了群众、
村集体、 企业和政府四赢。 小微园入住企业
累计实现产值 5.22 亿元 ， 累计实现利税
1553 万元 、 租金收益 1645 万元 ， 累计带
动就业 3008 人。

我市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 不断优化政策供给，
拓展增收渠道， 围绕以 “一大一小” 为代表
的大托管、 小微园乡村产业模式和 “一外一
内” 为主体的省外、 县内就业平台为重点，
持续增加农村收入。 2023 年前三季度， 全
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722 元，
同比增长 7.7%， 2023 年脱贫户人均纯收入
17655 元， 增长14.3%。

促乡村文明， 增强乡村 “软实力”
2023 年 ， 凤台县岳张集镇积极开展

“最美婆媳”、 五好文明家庭及 “美丽庭院”
评选表彰活动， 通过挖掘身边典型榜样， 以
“小家带大家”， 以家庭美德带动社会公德，
推动乡风文明， 助力乡村振兴。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之 “魂”。 近年来，
我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抓手， 不断健
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培育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 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同时， 把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铸魂
工程， 大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 着力强化乡
村德治教化， 有力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和活力。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 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2023 年， 我市持续推进 “四好农村路” 建
设， 重点实施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 137 公
里， 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457 公里、 安防
工程 470 公里 。 认真做好农村改厕 “提质
年 ” 各项重点工作 ， 完成改厕 15440 户 ，
超年初计划 15.5%。 高质量完成美丽乡村省
级验收工作， 全市 28 个 2020 年度省级中
心村全部通过省级验收， 寿县、 凤台县连续
3 年被评为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 强力
推进村庄清洁行动，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百日攻坚” 行动， 截至 11 月底， 全市共清
理农村生活垃圾 25.7 万吨， 清理乱搭乱建
9500 余处， 清理河塘沟渠 5000 余条。

治理有效是绘就乡村全面振兴图景不可
缺少的底色。 2023 年， 我市大力实施抓党
建促乡村振兴， 全面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建
设， 积极推行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以红色
村史馆为载体 ， 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四个
一” 活动。 指导八公山区作为省级党建引领
乡村治理试点 ， 探索建设数字乡村治理模
式 。 广泛发动村级建设乡村治理工作展示
屋、 乡风文明积分超市， 积极在全市宣传推
介新时代枫桥经验和 “四事四权” 等先进工
作法。

道路四通八达、 产业生机盎然、 群众安
居乐业……如今， 放眼淮南这片充满希望的
沃土， 产业兴旺了， 村子更美了， 村民富裕
了， 乡村振兴的梦想正在探索与实践中一步
步成为现实。

(本报记者 吴 巍 通讯员 苏建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