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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失失
遗失张瑞冰《安徽

省检察机关工作证》，单
位：安徽省凤阳县人民
检 察 院 ，证 件 编 号 ：
008864，声明作废。

遗失王克曼《安徽
省检察机关工作证》，单
位：安徽省凤阳县人民
检 察 院 ，证 件 编 号 ：
008831，声明作废。

遗失刘圣付（身份
证 号 码 ：
342324196204032819）位
于安徽省全椒县武岗镇
沿河村长刘祖 22号的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证 件 编 号 ：
34112410420317003J，声
明作废。

遗 失 凤 阳 县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办公室《开户许可证》
原 件 一 份 ，核 准 号 ：
J3756000958502，编 号 ：
3610-01948356，声 明
作废。

遗 失 周 锦 磊（身
份 证 号 ：
331022200308310577）
滁 州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生 证 ， 学 号 ：
2021405140503 ， 声 明
作废。

遗 失 崔 志 祥（身
份 证 号 ：
340721200303043636）
滁 州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生 证 ， 学 号 ：
2021101110220 ， 声 明
作废。

遗失安徽三超药业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13411827285386044）公
章、财务专用章及法人
章（孙逸国），声明作废。

为扎实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 加快建设彰显徽风皖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意见》决策部署，我市积极响应、大力推进“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围绕走好

质量兴农、城乡融合、绿色发展、文化兴盛、乡村善治、共同富裕“六个之路”，聚焦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振兴”，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为主线，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精品示范村、省级中心村和乡村旅游重点村，加快形成“千村引领、万村升级”乡村建设新格局，努力推进滁州乡村振兴走在前列、争创一流。

下面，市委农办专职副主任、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卢书祥带您一起详细了解“千万工程”。

问：“千万工程”作为我市接下来在乡村振兴方面推
进的重要项目之一，其主要工作目标是什么？

卢书祥：“千万工程”聚焦江淮分水岭风景道35个乡

镇和12个文旅康养集聚区，坚持串珠成线、以线带面，到

2027年，实现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乡村人才活力迸发，乡

村文化日益兴盛，乡村生态环境优美，乡村组织保障有

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水平显

著提升。优先围绕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沿线镇、村布局省

级中心村和精品示范村，在现有517个省级中心村建设的

基础上，全市每年再建设50个左右省级中心村、总数达到

800个左右；每年建设20个左右精品示范村、总数达100

个左右；打造徽风皖韵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县2个。

问：“千万工程”涉及农业农村的方方面面，规划从哪
些方面着手推进实施？

卢书祥：我们按照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规划实施乡

村产业增效行动、乡村人才促进行动、乡村文化赋能行

动、乡村生态提质行动、乡村治理创新行动等五大行动，

保障“千万工程”有实效、见成效、增质效，努力打造全省

和美乡村建设“滁州样板”。

问：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接下来，
将从哪些方面实施乡村产业增效行动助推乡村振兴？

卢书祥：乡村产业增效行动是“千万工程”的重要一

环，计划从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

游、加快发展现代乡村服务业、持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等

四个方面来具体实施。

在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方面，围绕省实施的“千亿

斤江淮粮仓建设”、“秸秆变肉”暨肉牛振兴计划、皖北高

端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发展、十大千亿级绿色产业等重点

任务，下更大功夫做好“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

尾”增值文章。大力推动垦地合作，通过订单生产、股份

合作等方式，推进产业链延伸，确保增值收益更多地留在

乡村、留给农民。围绕“土特产”，大力推进天长芡实、定

远猪、凤阳贡米、全椒龙虾、南谯麻栎菇“一县一业（特）”

全产业链建设，建成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

应基地50个。聚焦高端食品产业“头部”企业和细分领域

领军企业，大力开展双招双引，招引一批延链补链固链强

链项目，推进优质农产品全产业链发展。推进以滁州经

开区为核心区域，以天长汊涧、凤阳小岗、来安汊河、定远

西卅店为重点区域的“1+4+N”的农产品加工园区发展，

争创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个、农业产业强镇3个、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10个。大力实施农产品流通业提档

升级行动；加快推进“北大荒”“小岗”品牌融合，着力培育

一批省级区域公用品牌，进一步提升“滁字号”产品市场

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

在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方面，围绕江淮地区彰显

错落有致，打造一批集休闲、采摘、体验为一体的农家乐

乡村旅游打卡地。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沿线为重点，大

力推进乡村旅游“十百千工程”，全域开展精品主题村、特

色美食村、精品民宿、后备箱工程基地等品牌创建工程，

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挖掘和整合全市各地文化、

生态、美食、度假、乡村等各类康养旅游资源，推动业态培

育和产品升级，通过龙头引领和串珠成链，着力打造一批

康养旅游集聚区和示范带。到2027年，培育省级以上乡

村旅游重点村20个，省级乡村旅游精品主题村5个、特色

美食村8个、后备箱工程基地8个。

在加快发展现代乡村服务业方面，深入实施“数商兴

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推动优质农村产

品上行。改造升级县、乡、村电子商务和农村物流配送体

系，加强其向风景道沿线布局。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

推动冷链物流服务网络和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向乡村下沉。

引导各类服务主体把服务网点延伸到乡村，发展农资供应、

餐饮购物、养老托幼、信息中介等生产生活服务。

在持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方面，聚焦处理好农民和

土地关系这条主线，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改革

试验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等3项“国字号”改革整市试

点为牵引，持续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发展新型合作经

济，更多地释放改革红利。支持村干部带头发展产业。

深入推进集体经济强村行动，深化村企联建，实施好扶持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程，用好用活集体经济专项补助资

金，支持发展农业园区、农产品初加工、设施农业、功能农

业、乡村旅游等联农带农富农项目，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实力。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县域交界区域为重点，探索

跨村域、镇域连片“组团”发展农文旅产业，积极引入有实

力的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培育“乡村运营师”，激发乡

村活力。到2027年，全市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占

比达60%以上。

问：“千万工程”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资金需
求量也很大，在资源保障方面如何规划？

卢书祥：在资金保障方面，计划从加大财政资金投

入、创新金融支持、纵深推进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四个方面，聚众力，办大事。

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方面，构建多元化投入体系，统

筹整合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土地出让收

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收入等各类资金，向省级中心

村和精品示范村建设聚焦。加强项目谋划，统筹做好市、

县两级农文旅专项债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申报。相关

部门在分配农业农村、交通运输、农村水利、农村电力、农

村文化、旅游发展、农村电商、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涉及

重点任务的相关项目资金时，向省级中心村和精品示范

村建设倾斜。

在创新金融支持方面，全面落实《加快金融下乡支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鼓励金融机构加强产品和

服务创新，为精品示范村和省级中心村建设提供定制化

金融产品。用好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引导机

构法人、业务在县域的农信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把资

金投向和美乡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

和运用，支持各级乡村振兴投资公司开展和美乡村建设

项目融资包装和实施，用活用好政策性金融资金。

在纵深推进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方面，依托省市一

体的“党建+信用”平台，做实乡风文明评议，鼓励参建金

融机构创新和优化专属金融产品与服务，发展线上信用

贷款等业务，拓展信用惠民清单，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入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农村群众向上向善。

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方面，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

将符合条件的项目打捆打包交由市场主体实施，支持社

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更多投向和美乡村建设。采取贷款

贴息、财政补助、以奖代补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以村企

共建、捐资助建等多种方式投入和美乡村建设。发展壮

大各级乡村振兴投资公司，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设立乡村

振兴基金，吸引市场力量参与，支持企业与村集体共建共

享，实现乡村运营活力提升。

蓝图已绘就，号角已吹响。下一步，我市将以“千万

工程”统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跑出城乡融合的新速

度、激发乡村产业的新动能、塑造乡风文明新气质、探索

共同富裕的新路径，全力打造乡村振兴“滁州样板”。

探索推进探索推进““千万工程千万工程””走出乡村振兴滁州之路走出乡村振兴滁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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