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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党员返乡潮
人才回流“活水来”

枣巷镇现有流动党员 62 人，其中：省外 51 人，市
外 7 人，市内 4 人，摸排有回乡意愿 10 余人。今年以
来，枣巷镇积极搭建乡村创业平台，加大对回乡流动
党员的职业培训力度，截至 8 月底，开展人才技能培
训 3 次 53 人，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增强

他们在乡村发展中的竞争力。
同时还建立了回乡人才服务机制，设置专门的服务窗

口，为回乡人才提供就业创业咨询、项目对接、政策解读等
全方位的服务。3年以来，该镇共计吸收 3名流动党员为
村干部，7人进入后备干部队伍。

返乡青年茶话会
党建引领“俱欢颜”

作为枣巷镇的一个典型代表，张王村以打造党建示
范村为目标，吸引乡土人才回乡创业，为乡村振兴事业
贡献力量。张王村注重改善村庄环境，加快建设公共服
务设施，为回乡人才提供了宜居的生活环境和创业环
境。

同时，积极探索适应该村特点的乡村发展模式，发
展特色农业、水产、乡村旅游等产业，利用节日返乡热
潮，召开返乡人才“茶话会”，展示回乡人才的成功案例
和成就，鼓励人才回乡发展，共谋村内各项事业发展。
今年以来，召开“茶话会”3 人次，谋划项目 1 个，带动产
业发展 1 个，受益群众达百余人，每年为村内增加约 10
万集体经济收入。

校地合作促发展
乡村振兴“注新能”

人人都是可用之才。基于这样的认识，枣巷镇积极与
安徽科技学院深入合作，为乡土人才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
展机会。

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对接安徽科技学院高层次人
才和技术团队，每月两次到镇实地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
为黄咀村鲜食玉米等多个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持。

建立人才培训基地。加强与安徽科技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联系，为乡土人才共计 5人提供学历提升的机会，鼓
励他们继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的活力。

加强学地交流。枣巷镇与安徽科技学院水产学院建
立合作关系，在黄咀村、花园湖等村建立了“大学生实训基
地”，依托水产养殖特色，建立“小龙虾”育苗基地、水产品
特色养殖实训基地等，通过技术支持、市场拓展等方面的
合作，带动更多乡土人才返乡创业，不断推动乡村经济的
发展。

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开拓村党组织书记眼界，增强村
党组织书记实干能力，该镇根据中共凤阳县委组织部《关
于选派第二批优秀村党组织书记赴长三角地区强村名村
跟班锻炼的通知》要求，派出1名村支部书记前往浙江省嘉
兴市桐乡市湾里村跟班锻炼。据了解，本次选派的优秀党
组织书记跟班锻炼目的地为长三角地区强村名村，全县共
10名村党组织书记参加，通过2人1村，全面参与跟班村日
常工作，学习发展思路，汲取治理经验。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追赶发展的枣巷镇，呼唤人才、
成就人才，将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开
放的政策，不断激发乡土人才的活力，为乡土人才提供创
新平台，激发他们的创业能力、活力和动力，构建人才工作
大格局，激活乡村振兴发展的澎湃动力。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近年来，凤阳县枣巷镇坚持以人才为核心、创新为动力，通过一系列措施激发乡
土人才的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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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筑牢乡村振兴“压舱石”

乡村振兴，关键在党。近年来，大英镇以党建引领推
动乡村全面振兴，压实主体责任，突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和党员示范带动作用，以“党建+”筑牢乡村振兴“压舱
石”。

党建+产业，助力经济持续发展。着力打造党建引领
乡村产业振兴示范点，争取项目资金 1300余万元，建设智
慧农业，推动研学基地建设，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党建+人才，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完成3个高层次人
才引进，其中引进省农科院水稻所绿色香型水稻新品种研
发团队，开展绿色香型水稻新品种试验工作，选育出 2-3
个适宜本地种植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香型水稻新品种
品牌，进行示范推广。积极帮助研发团队申报来安县“新
苗计划”产业创新团队并成功入选。

党建+信用，促进乡风文明提升。深化党建引领信用
村建设工作，组建 13个民主评议小组，逐组逐户开展信用
数据采集及民主评议工作，全面完成数据采集、民主评议、
系统评信工作。

党建+信访，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打造党建引领乡村
网格治理信息平台，更高效开展网格化治理。落实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1+5+N”工作机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96件。
严格落实“1+1+7”信访工作效能管理，成功创建无访乡镇。

产业兴旺 唱响乡村振兴“奋进曲”

走进安徽耘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机器轰隆、稻米飘
香，奏响了一支乡村振兴的“奋进曲”。

安徽耘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大英镇
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主体单位，公司加工的“北仔”

“青凤”“瑞福麟”三个品牌的香米、粳米产品2022年销售额
达 2.2 亿元。在做强绿色（有机）稻米生产、加工、销售同
时，该公司建设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研学基地，已获得
滁州市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滁州市中小学生研学
基地称号，年接待学生劳动教育实践、研学近 3万人次，收
入达 500万元。示范区先后荣获全国粮食安全科普基地、
全国绿色食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园区、省级优质稻米标
准化示范区项目建设基地等14个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基石。大英镇立足区
域特色资源，坚持以“强产业 树品牌 做示范 促发展”为目
标，通过项目扶持、人才支持、科技加持等引领大英镇有机
稻米、精品葡萄、特色牛蛙产业发展壮大，铺就了一条条致
富路。

特色产业兴旺发展。大英镇广佛村引进回创人员湛
成功回乡创业，2018年进行土地流转成立了来安县华航农
产品专业合作社，主要种植阳光玫瑰、超级女皇等高品质

葡萄。大英镇特色牛蛙产业主要依托滁州市徽江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如今产品直供南京、无
锡、滁州等地的蛙来哒、黄记煌门店，年销售收入近1000万
元。

新风拂面 绘就乡村振兴“美画卷”

大英“秧歌灯”历史悠久，是人民群众喜爱的一种民间
歌舞。2007年，“秧歌灯”被列为“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为了更好地传承延续创新该项民间艺术，大英镇
自 1996年起开始组织实施“非遗进校园”“非遗进乡村”等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近年来，又筹资20余万元重新打造非
遗展馆，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做好非遗传承的同时，大英镇敢于创新，依托大英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依据农村少年儿童的身心特点、兴趣
爱好以及地方特色，倾力打造“七彩课堂”，培育“七色课堂
七彩梦”志愿服务项目，建立志愿服务队，在寒暑假、节假
日，面向所有中小学生和学龄前儿童开放。2023年，该项
目已开课 60余次，参与活动的未成年人累计达到 800余人
次。

无论是大英“秧歌灯”还是“七彩课堂”，只是近年来大
英镇倡导文明新风的缩影。大英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

文化人、成风化俗为主题，筑牢基层思想文化阵地。
移风易俗，树立乡风文明新风尚。成立移风易俗工作

领导小组，修改完善《村规民约》，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
5个村全部成立红白理事会。通过村村通广播、微信群以
及入户走访等形式，采取“讲、学、唱”等方式，宣传身边的
移风易俗典型事迹。塑造“志愿红”服务品牌，全镇已组建

“传承非遗、点亮人生”“七彩课堂七彩梦”、红领巾等特色
志愿服务队 12支，志愿者们带头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
倡导广大群众转观念、破旧俗、立新风。

多点发力，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有广度。按照
“六有”标准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辖区内 5 个村均建立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2022 年投入 20 余万元着力打造五岔
村、广佛村、广洋村、大黄村星级文明实践站，提档升级
大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大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创建大英村、广洋村移风易俗示范村，建设五岔村沈
巷组、广洋村柳千组新时代文明实践角，设立“好人榜”，新
建“新风亭”。

活动丰富，党的声音入心入脑。围绕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利用乡村大喇叭、“一刻钟宣讲”“小板凳宣讲”等方式，广
泛开展理论宣讲志愿服务活动。以“学习二十大 践行新思
想 筑梦向未来”为主题，承办来安县2022年第四季度新时
代文明实践大讲堂；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
教育”等系列活动。

蓝图已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站在新的起点，大英
镇将以不胜不休的决心、久久为功的韧劲、舍我其谁的魄
力，砥砺前行，奏响乡村振兴的华美乐章。

乡间的机器声轰鸣不止，有机稻米、精品葡萄、特色牛蛙销往各地，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农家小院黛瓦
白墙，美丽乡村风景怡人，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绽放迷人光彩……一幅幅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美好图景正
徐徐展开，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正释放着乡村振兴的无限动能。

近年来，来安县大英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立足区域优势，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组织、聚人才、兴
产业、优治理，奋力推动乡村振兴工作，使广大乡村焕发新气象，呈现新面貌。

美丽乡村

大英镇广佛村华航农
产品专业合作社葡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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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耘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稻田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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