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方B4
CONSUMPTION DAILY 责编：刘坤媛

2024.4.25

本报讯（记者 贾淘文） 4月 21日，
主题为“童心筑梦 共绘家园”的首届大
树画室学生书画展，在北京市大兴区老
观里村文化大院举办。

本次展览共有40多位同学的近四百
幅作品参加展览。参展同学都是附近村
民及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年龄从5岁至
15岁，他们学习中国传统书画最长的 10
年，最短的只有 3个月。此次画展，将不
同年龄段、不同学习进度的同学们相约

在一起，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出对中华传
统文化及美好乡村建设的赞美之情。

大树画室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多年
来画室始终扎根基层，面向乡村儿童持
续开展美学教育工作，在丰富学生课余
文化的同时，定期组织开展相关文化活
动，不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水墨
丹青的笔触浸润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
中，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也随之“生根
发芽”。

本报讯（记者 许永军 □ 余玲）
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见证乡村振兴战略丰硕成果，4 月 12
日，安徽省造价管理协会、安徽省工程
招标投标协会、安徽省城市规划学会、
安徽省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协会等全
省住建领域的10家协会党支部40余名

党员群众赴合肥市长丰县造甲乡，联合
开展“赓续红色血脉 见证乡村振兴”党
建活动，参观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纪念馆
和双河乡村振兴示范园区等地。

在中共合肥北乡党支部纪念馆，党
员群众通过丰富的历史文物、珍贵的档
案文献和图文展板详细了解了北乡党

支部创建的历史背景和开展革命的光
辉历程，在踏寻红色足迹中重温历史，
感受信仰力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在
庄严肃穆的纪念碑下，众人整齐列队、
静默肃立、垂手默哀，表达对革命烈士
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之情。在鲜红
党旗前，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坚定
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砥砺初心使
命，决心争做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

在双河乡村振兴示范园区，造甲乡
副乡长戚海涛向众人介绍了美好乡村
的建设情况，双河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运营总监张宾带领众人参观了双河月
亮湾生态农庄、稻虾博物馆等地。众人
深切感受到造甲乡在乡村振
兴战略指引下，通过不断强化
党建引领作用，依托红色文化
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积极打
造红色文化宣传阵地和乡村
特色观光旅游精品路线，带动
了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实现村
集体增收和群众致富的双赢，
成功实现贫困村摘帽，取得了
脱贫攻坚全面胜利。造甲乡
正在以实际行动打造发展新

高地，逐步打响“红色+农旅”品牌形象，
充分释放乡村振兴无限发展潜力。众人
对造甲乡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并
希望能为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和美乡村
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次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安徽省级
住建领域有关协会、学会党员群众的爱国
主义情怀和干事创业热情，加强了各协会
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众人纷纷表示，要铭
记革命烈士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
心，勇担使命，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和
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投身到工作中，为推
动协会工作创新发展、服务全省住房城乡
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许永军 □ 吴彤）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
之重。近年来，安徽省砀山县赵屯镇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为目标，引导广大群众大力发展特色种
植产业，推进产业扶贫，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科学谋划
农村经济发展体系，促进共同富裕。

迈向产业振兴，首先要找准特色。这个时节，走进赵屯镇吕集
村就能看到，成片的车厘子树上红如玛瑙的果实缀满枝头，让人垂
涎欲滴，这就是特色扶贫产业园车厘子种植基地。吕集村通过“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将特色产业车厘子种植打造成为
村集体经济壮大、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我们主要种植的品种是美早，这个品种的车厘子在国内种植较为
广泛，亩栽200多株，一株产量至少可以达到5公斤，其次还有‘撒米
托’‘布鲁克斯’等多个品种。”基地负责人赵彦超指着车厘子大棚说道。

2016年以来，吕集村村民赵彦超流转土地 120亩，从陕西铜川
购进优质布鲁克斯、美早、撒米托等车厘子优质树苗。吕集村临近
大沙河，土地肥沃，本着优质绿色生态的理念，赵彦超利用当地独特
的土壤和自然气候，种植各类品种车厘子7000余棵，建立起车厘子
扶贫种植基地，成为新农村致富带头人。

车厘子大棚内，只见一株株枝叶繁茂的车厘子树上，黑红色、浅
红色、粉红色的果子压弯了树梢。由于赵彦超种植的车厘子口感
好、糖分高、外观亮，深受消费者青睐。成熟季节，每天吸引许多商
丘、徐州等周边城市喜欢车厘子和体验采摘的游客入园体验。2023
年，吕集村车厘子种植面积超过200亩，年产量达20万公斤以上，带
动20多户村民种植车厘子走上增收致富路。

据赵彦超所说，车厘子的销售主路一方面流向附近的商超、水
果店，另一方面利用电商渠道，通过果园直播的形式，构建“互联网+
冷链物流+电商企业+特色农产品”营销体系，运往全国各地，拓宽了
车厘子的销路。不仅如此，车厘子基地还和本地罐头企业合作，做
成果脯、水果罐头，经过二道加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说一千道一万，群众收益是关键。车厘子大棚不仅让果农成
为产业受益者，也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家门口务工就业的机会。自
车厘子大棚建立以来，不少周围的村民前去务工，正在忙碌的张
大姐说：“主要是离家近，下班还能接送孩子，又能挣个零花钱，
帮助我们在家的妇女实现了就近就地就业。”目前，基地共有十
多名工人，均是吕集村村民，其中还有四位是脱贫户。

赵屯镇党委书记陈红梅说到：“车厘子大棚的种植不仅带动了
当地经济发展，更是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下一步，我们将着
力打造绿色产业生态化发展，延展产业链，推进初加工和精深加工，
让二产强起来，同时持续探索‘农旅结合’的发展模式，努力把致富
之路越走越宽广。”

本报讯 （记者 许永军 □ 王思
懿） 安徽省砀山县玄庙镇以果园种植
为主，梨、油桃等农产品丰富，为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玄庙镇以农产品
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项目推进为契
机，建设冷链物流园体系，通过提品质
促销售，带动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加强冷链物流园建设，奠定乡村
振兴基础。玄庙镇冷链物流园以高
速公路为依托，国省干线为骨架，县
乡道路为筋络，村组道路互联互通的
综合交通网络，合理布局物流体系，
建设生产路，加快推进配套设施建
设。玄庙镇冷链物流园总投资 1850
万，占地 1500 余亩，包装车间 1 万多
平方米，大型冷库 2万多吨，每年销售
水果 3000 多吨，有砀山酥梨、红富士
苹果、芦柑、猕猴桃、凯特杏、阳光玫
瑰葡萄等，主要销往广州、南昌、珠海
等大中城市，是水果的种植、销售、运
输、冷藏于一体的省级示范合作社。
该物流园凭借先进的冷链技术和完
善的配套设施，为农产品的储存和运
输提供了可靠保障，有效延长农产品
的保鲜期，降低损耗，提高农产品的
附加值。

壮大水果专业合作社，助力农民增

收致富。龙头引领、合作社带动、农户
参与是玄庙镇进行产业革命、振兴农村
经济的“点睛之笔”。合作社通过流转
土地、建设生产基地，实现了水果种植
的规模化和标准化，收购当地以及周边
农户的农产品，帮助农户解决农产品销
售难问题。同时凝聚党员干部、致富带
头人队伍合力，引育高端人才和专业技
术人才，积极引进新品种和新技术，提
高水果的产量和品质，为农民开辟了新
的致富道路。

深化两者合作，实现产销一体
化。玄庙镇大力发展冷链、仓储、电
商物流，建设全镇冷链物流枢纽，实
施优势农产品供应链项目，建成三级
物流体系。物流园为合作社提供了
稳定的销售渠道和市场信息，帮助其
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和趋势，制定更
加精准的销售策略，而合作社则为物
流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品质货源，
确保其能够持续稳定地供应市场。
同时，玄庙镇冷链物流产业园为九个
非贫困村每年创造了 87.41 万元的村
集体经济收入，百分之六十用于脱贫
户和监测户公益性岗位的开发，解决
了脱贫户和监测户的就业问题，巩固
拓展了脱贫攻坚成果。

安徽省住建领域十家协会联合开展
“赓续红色血脉 见证乡村振兴”党建活动

四月芳菲，春意更浓。在河北衡
水市安平县安平镇杨屯村，万亩油菜
花竞相绽放，形成一望无际的花海。

“从一粒籽到一朵花，油菜在我们
村长成了大产业。”4 月 13 日，带着几
位朋友畅游花海，杨屯村党支部书记
刘影一脸自豪。这几年，杨屯村以油
菜为依托，从种植增产到观赏增值，再
到加工增效，形成了一条集种植、深加
工、旅游、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

杨屯村的油菜产业要从一粒种子
说起。

2016 年，杨屯村被列入地下水超
采综合治理项目区。为减少地下水开
采，粮食作物种植由一年两季改为一
年一季。“一到秋后，全村 3000亩耕地
都成了闲地。”刘影一直在琢磨，如何
既符合地下水压采政策，又能让地不

“闲”着？
“油菜是耐旱作物，花期还有观赏

价值，一举两得。”几经考察，在中国工
程院院士、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科学家王汉中的指导下，一粒粒油
菜籽播进了杨屯村的田野。

“试种第一年，油菜就获得丰收，
亩均收入五六百元。”刘影说，尝到甜
头后，村民种植油菜的积极性日益高
涨，种植面积从最初的 20多亩不断增
加。2022 年，安平县建设了以杨屯村
为核心、辐射周边 6个村庄 3万余亩耕
地的乡村振兴示范区，带动全县油菜
种植 7万多亩。

依托万亩油菜花海，安平县在油
菜田中修建了木栈道、观景平台及观
景阁楼，办起油菜花文化旅游节。“每
年的四月份，游客们都会寻花而来，这

片油菜花海已经成了国家 3A 级旅游
景区。”刘影高兴地说，“杨屯赏花游”
成了安平的一张旅游名片。

游客们寻花而来，村民在家门口
也吃上了“旅游饭”。

中午时分，村民杨丁正忙着为游
客准备特色农家菜。杨丁说，这几天
是油菜花盛花期，他经营的农家乐一
天能接待二三十桌客人，中午经常忙
不过来。

同时，杨屯村还新建了智能温室
大棚，种植草莓、海棠和多肉植物，打
造了动植物科普园、人面桃花园等景
点，推出时尚民宿和美食木屋，让村里
一年四季有看点、有玩儿头。

一花引得“万花”开。在杨屯村，

一粒油菜籽的精彩故事还在续写。
在村里的脱水蔬菜加工车间，烘

干设备、分筛设备隆隆作响，工人正将
烘干后的油菜仔细筛选后装进包装
袋。“油菜叶经脱水深加工，制成蔬菜
料包，市场反响不错。”刘影说，深挖油
菜的经济价值，就是要把全身是宝的
油菜“吃干榨净”。

如今，油菜花茶、油菜花蜜、油菜
花油等已成为杨屯村的特色品牌产
品。“明年，油菜花酒、油菜花饼干、油
菜辣酱等多种相关衍生品也将陆续推
向市场。”刘影介绍，未来，他们将继续
立足产业特色，发挥品牌效应，研发相
关的文创产品，融入更多乡土文化，让

“杨屯油菜花”开得更艳。（河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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砀山县玄庙镇：

发展现代冷链物流园“链”出致富路
一粒油菜籽 长出好“丰景”

“童心筑梦 共绘家园”
北京市大兴区老观里村举办首届学生书画展

2024年，金华婺城区深入贯彻浙江
省委关于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战略
部署，积极引育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所需
人才，加快打造高质量人才队伍助力乡
村振兴，让“婺乡新农人”植根于农村、创
业于农村、成功于农村，为传统农业的转
型注入了新元素与新活力。

“刚从市农科院换种子回来，正准备

在基地试种。”近日，在婺城区琅琊镇新
兰村，一片绿油油的精品粗粮种植基地
里，“90 后”新农人陈艺观察着作物长
势，谋划着4月中旬的种植计划。

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基地里，藏着各
种平时不常见、听着就诱人的健康粗粮，
有可以生吃的水果南瓜——拉飞南瓜，
色彩各异、口感软糯香甜的彩色马铃薯，

薯瓤无丝无筋、蜜汁香甜的西瓜红蜜
薯……说起这些“宝贝”，陈艺如数家珍。

四五年前，辗转了两三个领域后，陈
艺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农村，开始种植健
康粗粮。换下笔挺的通勤装，离开白领
的生活圈子，走进双脚裹满泥巴的土地，
他并没有感到特别的不适应。“那时候，
就想找个自由施展拳脚的平台，农村就
是我想要的。”陈艺说。

农村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不会
辜负辛勤的汗水。从各种创业业态中，
陈艺选择了种植健康粗粮。“这个时代，
人们越来越关注身体健康，对健康、生
态、安全的食品要求日益提高。农业科
技加持下，粮食新品种层出不穷。”那些
营养、口感、外观、种植模式都更进一步
的粗粮，成了他奋斗的“新风口”。

浙江实施“千万工程”20年，造就了
万千的美丽乡村。如今，有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返乡到了农村创业。在婺城，乡
村成为了青年创业创富的新平台，青年
人才成为了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引擎。

在此过程中，婺城创新建设“青农飞
地”省级共富试点，开辟青年“创业在农
村、办公在城市、链接长三角”的乡村振
兴新路径，免费提供1.3万余平方米青创

空间和 850个创业工位，扶持乡创企业
和个体户300余个。陈艺也是这支队伍
中的一员。

对于新农人，既要引得来，更要留得
住。要吸引更多的人才到婺城乡村来创
新创业，优质的服务是重要支撑和保
障。婺城建成农创客孵化园，与中国农
林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合作建立专家
工作站，提供创业指导、产业孵化、电商
培训等支撑服务。目前孵化园已集合企
业110家、助销农产品销售超5000万元。

不仅如此，婺城还将新农人、青创客
等作为村级后备人才储备重点，建立乡
镇班子结对青年人才机制，组织“我为乡
村话发展”“创客乡村采风”等活动，邀请
乡村青年人才主动参与村庄发展，及时
将有意愿的纳入后备人才库，现已有
255名新农人与村级后备人才开展“家
门口创业”。

据悉，截至目前，婺城先后引育涉
农人才 730 余名，2023 年培育农创客
171名，实施涉农项目57个，总投资31.4
亿元，先后获评第四批国家级农村产业
发展示范园等 12项国家级荣誉，农业

“双强”行动成绩突出集体等 32项省级
荣誉。 （婺城融媒）

金华婺城：引育“婺乡新农人”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90后”新农人陈艺观察着作物长势。婺城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