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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推进，用心勾勒乡村振兴发展蓝图

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是依托全市地处江淮分水岭地区的

独特优势，整合利用区域内自然和人文资源，以长三角区域

为重点客源市场，以自驾游和乡村游为产品特色，统一规划

设计和专业打造的旅游风景道。风景道主线道路规划总长

约420公里，跨联全市8个县（市、区）35个乡镇，串联多个自

然村落、景区景点和乡村旅游点，是真正的景观道、休闲道、

产业道、富民道和振兴道。

谋定而后动。为加快推进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乡村振兴

示范创建，我市强化顶层设计，谋定目标任务，聚焦重点区域

推进，推动一批重大工程落地落实，把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打

造成为全市乃至全省乡村振兴的示范区。

聚焦重点区域。全市谋划了一批重点区域，计划通过三

年时间（2022—2024年），按照顶层设计、系统集成、资源整

合、示范引领、整体推进的总体思路，推动形成一批产业强、

生态美、乡风好、治理佳、百姓富的示范段，通过串珠成线、以

线带面方式，引领全市全域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力争到2024年，江淮分水岭风景道

重点村经营性收入超过50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超过3万元。

统筹部署，有力谋定示范创建工作打法

我市在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方面，初心

上坚定，观念上突破，标准上拉高，打法上创新，创建工作有

成效、见实效、增质效。

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切入点，夯实发展基础。我市坚持

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的主抓手，印发了

《江淮风景道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域化整体推进示范区建设方

案》等文件，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形成了全市

“一盘棋”格局。2022年至2023年，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已落实融资58.8亿元，重点向江淮风景道高标田建设倾

斜，计划建设面积52.59万亩，已投入17.5亿元，亩均投入

3327.6元（省定2022年标准2250元/亩）。

以村庄规划为引爆点，释放发展空间。我市在坚守永久

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结合江淮分水岭风景道

沿线村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状况及群众意愿等因素，

统筹考虑村庄分类和布局，深入谋划村庄生态、生活、生产

“三生空间”，体现村庄风貌、人文、产业等地区特色，焕发新

时代乡村活力。截至目前，119个村已初步完成规划编制。

以项目包装融资为撬动点，破解发展瓶颈。为进一步拓

展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大胆创新工作举措，引入金融“活水”，

包装融资项目。明光市、来安县、定远县主动以融资方式对

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沿线21.48万亩农田实施提质改造，融资

额7.48亿元；南谯区谋划包装全国第一单“金融+宅改”贷款，

融资6.3亿元。据悉，全市2023年谋划产业类、文旅类、基础

设施类等项目235个，总投资48.74亿元、融资需求18.17亿

元。其中5000万以上重大项目27个，总投资33.06亿元、融

资需求11.27亿元。上半年，全市235个项目已开工160个

（其中56个项目已完工），其中5000万以上重大项目已开工

18个（其中4个项目已完工）。

精准发力，主动出击集聚各类要素资源

全面推进江淮分水岭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需要真金白银

的投，需要真刀真枪的干。我市不断完善“要素跟着项目走”

的保障机制，强化资金支持、用地保障、改革赋能，确保江淮

分水岭风景道乡村振兴示范创建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强化资金支持。市财政部门从6个方面聚合财政资金，

推进风景道沿线乡村振兴项目早日落地见效，即市级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1亿元，市级衔接补助资金5000万元，市级

土地出让收入用于乡村振兴资金5000万元，市级债券资金，

市级其他涉农资金，争取上级涉农项目资金。各县（市、区）

参照市级层面做法，做好要素资源的集聚工作，推动各项财

政资金向江淮分水岭风景道聚合。

强化用地保障。用活土地政策，在规划编制、发展用地

保障等方面齐发力，持续推动宅基地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等方面优先向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倾斜。摸清

耕地后备资源潜力，各级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部门全

面梳理新增耕地、新增水田资源“家底”，经统计，2022年全市

库存新增耕地达19970.61亩，其中水田规模6540.747亩，指

标预计收益近22.5亿元。拓宽补充耕地来源途径，鼓励各地

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实施旱改水项目，截至目前，全市

新增水田市级验收15992.29亩。用好耕地指标有偿调剂费，

全市已交易耕地指标6379.4亩，其中水田4809.6亩，补充耕

地指标有偿调剂费共10.8亿元。

强化改革赋能。充分发挥改革赋能作用，在示范村持续

巩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加

快推动宅基地制度改革在示范片上率先突破，奋力打造一批

在全国全省拿得出手、立得住、叫得响的改革亮点和品牌。

扭住重点，奋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

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这首歌充分反映了南谯

区施集镇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

我市“串珠成链”打造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施集镇就是其

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风景道途经施集镇8个村，总里程32.38

公里，经悠乐谷田园综合体、九天峰、葡萄泉、井楠茗宿等多

个景点景区，串联孙岗村、施集社区、李集村3个美丽乡村建

设点。这里以风景道上龙蟠村为起点、以醉美茶香风景环线

为定位，谋划项目20余个，带动近2.2万农民增收致富。

推进乡村振兴，关键是要有引领、有示范、有带动。我市

聚焦“点”“线”“面”，通过串珠成线、以线带面方式，奋力打造

“4+8+4”乡村振兴示范样板矩阵。

精心打造4类示范村。我市立足乡村自然条件、资源禀

赋、产业发展、民俗文化等，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明确各示范

村的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发展路径，重点打造“产业带动型、

生态示范型、城郊游憩型、文旅资源型”等4个类型，具有突出

示范效果的各具特色、各美其美、文化深厚的宜居宜业美丽

乡村。

匠心打造8条示范段。聚焦提升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旅

游品质和游客体验度，打造8条示范段或精品线路，集中展现

我市乡村建设综合成效、游赏环境及服务配套水平、民俗传

承及文化氛围，通过示范带动的方式辐射其他路段，助力全

域精品路线创建。各县（市、区）立足本地自然、生态、文化等

资源，挖掘一批具有特色的旅游线路；建设一批展示乡村振

兴成果的网红打卡点；形成一批四季花海展示、农事生产体

验等新兴业态；打造一批集民宿、餐饮、休闲、农产品深加工

（销售）和旅游纪念品开发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潜心打造4个示范片区。聚力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高水平治理，聚合新业态、新模式、新路子，着力育产业、

促融合、树亮点、强保障，按照以村为点、串点连线、以线带

面、循序渐进、全面提升的思路，全力打造天长乡村振兴样板

区，来安、明光军旅融合特色区，定远、凤阳产业融合引领区，

全椒、琅琊、南谯城乡融合示范区等4个示范片区，形成集聚

示范效应，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江山如画，风景这边更好。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统一

思想，提高站位，加快推进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乡村振兴示范

创建，增强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的政治担当、责任担

当和使命担当。

滁州市加快推进农业强市系列报道一

全力打造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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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岭分江淮，一道看滁州。
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全长400多公里，在皖东滁州全域铺开。沿途，村庄和田野相互交错，山林与碧水相

互辉映，人文与产业相互交织，一幅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在风景道上徐徐绘就。

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让农民生活得更美好。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准确研判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乡村演变发展态势，依托江淮
分水岭风景道建设，全面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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