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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农业基础优化产业发展体系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源动力”，乡村振兴离不开产

业支撑。近年来，大柳镇立足乡村资源优势，从实际出

发，在提升农业发展基础上，不断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

路径。

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减“存量”。2022年，完成2021年度土地

变更调查图斑中涉及大柳镇耕地“非农化”图斑共65个，

面积106.75亩。扩“容量”。积极实施“旱改水”工程，改

造水田11.6公顷，根据轻重缓急、注重实效的原则，在全

镇共实施小水库清淤2座，塘坝清淤18口，工程实施后，

新增蓄水16.5万平方米，改善灌溉面积2820亩，为保障

来年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提“质量”。2022年8月

完成高标准农田改造建设。分别在曲亭村和华严庵村

共计15个村民组对现有耕地进行改造，完善基础设施配

套，共计改造完成13000余亩，进一步推动耕地利用率提

升和集约化，实现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打造“产旅融合示范带”。围绕江淮分水岭风景

道，结合大柳镇辖区风景道和产业分布情况。打造“产

旅融合示范带”和乡村振兴示范村，聚力打造滁菊产业

基地、香菇产业基地，皇甫山休闲、旅游示范区。启动

曲亭村赵巷村民组打造宜居乡村更新试点。推动在大

柳镇华严庵村、横塘村扩大特色农产品种植面积。发

挥峰源鸡头果合作社农业种植技术优势，探索“芡实种

植+种粮大户”合作新模式，扩大芡实实际种植面积，提

高特色产业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2022年在华严庵村

贾圩组新增芡实种植面积200余亩。

增强发展动能构筑富民强村品牌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如何增强乡村发

展动能，提升乡村发展品质，为此，大柳镇不断探索实

践，加大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治理，逐步构建起以科

技支撑农业发展、数字推动乡村一体化建设为抓手

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蓝图。

完善基础设施。加大江淮风景道沿线基础设施建

设力度，对曲亭村至华严庵村九板桥水库约4公里路段

进行白改黑。以“乡村印象”为主题，在曲亭街东打造

曲亭乡村印象公园，建有“乡村四季广场”“村史墙”“儿

童乐园”“村民健身休闲广场”“四季水果花海”“星空露

营”等，构建面向村民和游客，集文化、休闲、娱乐、游

赏、科普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公园。

提升村居环境。结合宅改试点，探索“宅改+”乡村

振兴新路径，在曲亭村赵巷村民组打造宜居乡村更新

点，项目占地42亩，建设集滁菊产业、宋太祖人文历史

等资源于一体的富有内涵的美丽民居村落。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发挥大柳镇滁菊原产地优

势，重点打造滁菊产业链，在曲亭村赵巷、田家户等村

民组建设滁菊产业示范园，围绕育苗基地、种植示范基

地、滁菊展示馆和科普馆、种植资源保护和研发等4个

方面同步推进，与安徽农业大学合作建立滁菊种子资

源保护中心，并创建省级生态农业科技小院，积极研发

“滁菊蒸汽眼罩”等衍生产品。2022年投资300余万元

的26.7亩育苗基地和6700平方米高标准智慧育苗连栋

大棚正在建设，并拟建设滁州市青少年乡村振兴教育

研学基地和滁州市滁菊气象监测站。

全力推动数字乡村一体化建设。依托镇综合指挥

中心平台，先行设计了乡村农厂、智慧农业、智慧旅游、

数字治理、惠民服务等主要板块，实现基础数据统一采

集、分析、管理、应用，构建农业农村及产业数字化发展。

完善监测机制强化困难群众帮扶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

线任务。为此，大柳镇完善监测机制，强化困难群众帮

扶工作。

完善监测机制。该镇通过干部定期排查、农户自

主申报、核实上级部门筛查预警等方式，将有返贫致贫

风险和突发严重困难的农户及时纳入监测对象，目前

完成4户13人的监测对象纳入工作，并已开展帮扶；

2022年以来各区直部门反馈预警信息共79条，均已完

成入户排查、资料归档工作；通过多形式宣传“安徽防

止返贫检测对象申报”小程序等政策。

压实镇村工作责任。2022年，大柳镇制定了《大柳

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领导体

制和工作机制》等制度并严格落实，进一步压实镇村工

作责任。重点推进特色产业项目发展、产业技术培训、

公益性岗位设置等帮扶政策落地见效。

文明常记在心乡风焕发美好生机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良好的乡风能

够起到凝聚力量、引领向善、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一

直以来，大柳镇以文明创建工作为主线，不断聚焦农村思

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文化生活，让乡风文明焕发新气象。

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工作，用贴近生活的文艺表

演形式让观众在喜闻乐见的活动中接受文明新风，推

动农村移风易俗建设。2022年5月，南谯民歌入选安

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发挥模范典型引领作用，倡导新时代社会文明新

风尚。2022年以来，该镇获评市级文明家庭1户，获评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月评十佳”典型2个，滁州

好人4人、区级好人6人，区级星级文明户3户，区级“新

乡贤”3人。

同时，广泛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等宣传，弘扬“雷锋精神”，坚持服务群众“零距

离”，累计开展各类宣传114次；开展诚信创建、教育、网

络文明进乡村、未成年人思想教育等活动，累计开展85

次；召开农业技能培训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

毒禁赌会、红白理事会，累计开展65次。

田畴织锦绣，沃野好风光。新的征程上，大柳镇将

聚焦南谯区“421”奋斗目标，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只

争朝夕的精气神投入到乡村振兴工作中，为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不断奋斗。

沐浴振兴的春风沐浴振兴的春风 筑梦希望的田野筑梦希望的田野
——南谯区大柳镇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纪实

张 俊 席锟

近年来，南谯区大柳镇坚持按照区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区委一号
文件工作部署要求，全面推进全镇乡村振兴工作。滁菊特色产业发展和
数字乡村工作重点推进，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配套设施、培育
龙头、改善环境，推动着多产业融合发展，辖区企业成功挂牌安徽省大学
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

广阔农村，大有作为。放眼奋进中的大柳，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党员志愿者开展党员志愿者开展““银杏树下话文明银杏树下话文明””主题宣讲主题宣讲

开展开展““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我是行动者””学雷锋主题活动学雷锋主题活动

区财政局深入大柳镇调研乡村振兴区财政局深入大柳镇调研乡村振兴

文艺汇演进校园

华严庵村芡实种植基地中农民采收华严庵村芡实种植基地中农民采收

2022年11月千亩滁菊基地喜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