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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伟 |大 |变 |革 |

七成以上村开展“三变”改革；超半
数耕地流转规模经营；粮食生产实现

“十八连丰”；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总
数均位居全国前列……作为我国农村
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安徽省大力弘扬改
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开展承包地

“三权分置”、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宅基
地制度改革等，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助
力乡村振兴行稳致远。

花开江淮

阳春时节，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
村，正筹备水稻插秧工作的陈胜利说：

“我们从稻种开始抓起，精心选择品种，
同时用上智慧农田管理系统，做好精准
灌溉和病虫害防治，施用生物有机肥，
这一切都是为了产出优质水稻。”

北大荒集团 2018 年“牵手”小岗
村，建起500多亩现代化水稻生产基
地，陈胜利是基地负责人。这片地曾经
被视为“最差的地”，后来得益于标准化
种植，一跃变成高产示范田，去年水稻
亩产超1400斤。“我们正推广这种种植
方式，逐步托管周边地区的土地，实行
订单农业模式，进一步提升粮食产量和
品质。”陈胜利说。

北大荒在安徽的探索，是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缩影。

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为了解
决温饱问题，按下“红手印”，搞起“大包
干”。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当年贴着身
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农村改革的一
声“惊雷”。

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讲常
新。

从首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
村税费改革，再到农村综合改革，安徽
始终站在农村改革的潮头。

安徽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改革办副
主任余三元说，安徽省大力弘扬改革创
新、敢为人先的精神，以正确处理农民和
土地的关系为主线，2017年以来接续推
出49项改革任务，其中，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三变”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
等做法走在全国前列，为安徽从农业大
省向农业强省转变注入了强劲动力。

披荆斩棘

看着曾经的撂荒地重新种上粮食，
绿油油的麦苗茁壮成长，淮南市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吴震宇感觉几年来的努力
值了。

“受农村劳动力转移、气象灾害等
影响，前些年农民种田效益低，挫伤种
粮积极性，局地出现耕地撂荒问题。”吴
震宇说，为破解该问题，淮南市自2019
年起推行农业生产大托管改革。

记者了解到，这项改革引导农户将
土地“委托”给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再由
其将土地“委托”给农业生产服务主体
生产经营，同时协调“跟进”农技、贷款
服务，引入保险“托底”，推动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吴震宇表示，
该市去年通过改革减少撂荒地约21万
亩，提升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从首批4个村试点到185个村推开
……淮北市自去年起探索开展党支部
引领合作社试点，由党支部书记等代表
村集体，注册成立合作社，村集体以集
体资金、资源、资产入股，群众以土地、
资金入股，开展规模化农业生产。

淮北市委书记张永说，当前，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瓶颈、村民增收渠道不多
等困扰农业农村发展，坚持问题导向，
开展党支部引领合作社试点，可以充分
发挥村党组织引领作用，强化村集体与
农户利益联结，凝聚推动乡村振兴强大
合力。

逐浪前行

得益于农业生产大托管改革，曾经
的撂荒地减少了，粮食增产了。淮南市
寿县小甸镇杨圩村党总支书记张宇说，
去年该村托管的土地中，种上1600亩
小麦，共收了80多万斤粮食。

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方面，滁州
市凤阳县委常委、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
李锦柱说，在“三变”改革等带动下，小
岗村加强对外合作、拓宽收入渠道，推
动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6年的680万
元增加到2021年的1220万元。

改革逐浪前行，红利不断释放。
去年，安徽省开展农村“三变”改革

的村占 72%，248 万农户获得改革收
益。耕地流转率占 51.5%，粮食总产
817.52亿斤，实现“十八连丰”。家庭农
场和农民合作社总数分别超17万个和
11万个，均位居全国前列……

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让土地
“活”起来，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改革
红利。

在亳州市谯城区立德镇乔楼村，73
岁的村民葛长云去年把地流转给村里
的公司，成为股民，再由公司流转给大
户种植，每亩地不仅拿到700元年租
金，还首次领到分红。

“我年纪大种不了地了，这样的流
转方式有保底租金，还有额外分红，收
入有保障，我放心啊！”葛长云说。

据新华社

昔日小岗“惊雷起”如今江淮“花盛开”

产业强、农村美、群众富
——今日大别山居图

暮春时节，河南新县田铺乡的
黄毛尖山上，漫山杜鹃披彩流霞，
吐露芬芳。暖阳下，杜鹃花在春风
中摇曳身姿，向八方来客发出邀
约。

位于大别山区的新县是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首府所
在地。当时，不足10万人的新县
为革命献身5.5万人，回响着“28年
红旗不倒”的壮歌。

田铺乡田铺大塆是一个坐落
于大别山深处的小山村，距今已有
400余年的历史。1947年，刘邓大
军南下，在田铺大塆设立了临时指
挥所，大塆后山上至今还保留着当
年战斗的遗址。

“朋友圈里满屏都是这里的映
山红，我特意带家人过来打卡。逛
逛传统村落，品品农家小菜，在田
铺大塆总能找到记忆中的乡愁。”
为了一饱大塆春光，信阳市民田蕊
专程驱车赶来。

错落有致的豫南民居，静谧悠
长的青石小径，翠绿如玉的天然河
塘，香溢四方的农家小菜……依山
傍水、风景秀丽的田铺大塆，已成
为不少游客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近年来，田铺乡在改造田铺大塆等
传统村落时，不搞大拆大建，依托
自然禀赋，修旧如旧，形成了农家
乐餐饮、特色民宿、休闲旅游、观光
体验等多种业态，走出了一条文旅
农“三位一体”、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的乡村振兴路。

走进田铺大塆村口的文创产
品店，构思精巧、琳琅满目的文创
产品让人目不暇接。“我们注册了

‘大塆印象’商标，开发出红色记
忆、绿色生态等5个系列80多种文
创产品，可以让游客尽情挑选。”文
创产品店员张磊一边整理着货架，
一边给记者介绍。

游在大塆，品味农家，大塆农
家小菜同样饱享美誉。许秀青开
的“春临农家”很受顾客青睐，她总
是忙得停不下来。

“2014年刚开饭庄时，我们身
上还背着负债，房屋也就三两间。
这几年乡里发展得好，我们也跟着
沾了光，不光还了贷，县城里还添
了两套房。现在由于生意红火，儿
子儿媳也回来帮忙了。”谈起近些
年的发展变化，许秀青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自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启动以
来，老区新县立足自然特征和文化
特色，因势利导，将乡村的自然生态
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留住了“原
味”的绿水青山，使自然和人文景观
成为寄托乡愁的载体，通过生态为
根、文化入魂、旅游为径的模式，探
索出了一条实现产业、生态、文化等
乡村全方位振兴的有效路径。

“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区是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决策部署的具体行
动，接下来，我们将扛牢老区振兴发
展历史使命，着力打造产业强、农村
美、群众富的乡村振兴样板，以扎实
成效交出一份合格答卷。”新县县委
书记夏明夫说。 据新华社

“慕名已久，终于尝到了，冰激凌很
有特色，回去一定推荐朋友来吃。”广东
游客刘俊杰抿了一口撒满果酱和果仁
的冰激凌，满足地说。

5月的“塞外江南”新疆伊犁河谷，
万物复苏、鸟语花香。位于伊宁市六星
街景区的古兰丹姆百年手工冰激凌店
里，好多游客慕名前来品尝这一伊犁传
统冰激凌。

浓郁的民族风、古朴的文艺风，融
合着现代气息的小店让人印象深刻。
顾客不仅能在配料区挑选喜欢的果酱
和果仁，给冰激凌DIY出各种造型和口
感，还能逛吃拍照打卡。

2019年，小店经营者王城将位于六
星街景区的一座庭院改造成冰激凌
店。借景区开发和旅游红利，这里很快
成为游客打卡网红店，最多时一天接待
3000多人。

王城介绍，如今的冰激凌融合了维
吾尔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

传统冰激凌做法，同时创新开发了30多
种口味，选择了20多种特色配料。“我也
是吃这种冰激凌长大的，没想到这么多
人喜欢。”六星街居民努尔黑沙·阿力木
江在店铺工作一年多，每天都能听到顾
客的赞美。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独具
特色的饮食文化和民俗风情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各地游客，同时也加快了当地
传统冰激凌“走出去”的步伐。

在位于中哈边境的霍尔果斯伊宁园
区，新疆新赞食品有限公司的“棘棘果王
冰激凌”已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并
在浙江、广东、天津等多省市建仓销售。

“‘棘棘果王冰激凌’传承百年制作
方法，融合现代加工工艺，将多民族的
技艺与口感融合提炼，打造原始工艺、
绿色加工、多种口感的新疆冰激凌品
牌。”企业负责人梁康表示，他与乌孜别
克族手工冰激凌百年传承人木亥麦提·
阿布迪日依木正是看到伊犁传统手工

冰激凌的市场潜力，才下定决心创业并
逐步开辟内地市场，如今已实现伊犁冰
激凌迈向全国市场。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艾买提江·阿
布都热依木大学毕业后在家人的支持下
回乡创业，借助家乡知名的传统冰激凌加
工技艺，在伊宁市喀尔墩乡东梁村开办
冰激凌厂。

“从研发配料到推销，一步步慢慢走
上正轨，现在日产1吨左右冰激凌。”艾
买提江·阿布都热依木介绍，如今销路不
仅遍布全疆，疆外订单也不断增加，去年
以来仅发往成都、河南等地的冰激凌就
超过4吨，深受当地消费者青睐。

“没想到曾经沿街叫卖的伊犁传统
冰激凌如今也能走出家门，不仅带动就
业，还能做出品牌，成为造福家乡的产
业。”王城说，围绕伊犁传统冰激凌加工
的企业正呈现出融合互动、竞相发展的
趋势，也期待更多利好政策支持引导，提
高创业创新的质量和效益。 据新华社

新疆伊犁百年古法冰激凌的“甜蜜密码”

北大荒小岗基地工作人员介绍智慧农田管理系统。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