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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企“联姻”产业生金
——“万企兴万村”的黄山实践

□ 本报记者 李晓洁

盛夏时节，徽州区潜口镇东山村莲藕基地
内，密密层层的荷叶铺展开来与天相接，数不清
的荷花绽放在蓝天之下，迎风摇曳，与粉墙黛瓦
的徽派民居形成一幅美不胜收的新安山居图。

“黄山市徽州区多彩东山集体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以龙海口和上祠堂片区为核心，通过流
转闲置土地种植食用莲藕，并辅之观赏性莲藕，
打造农旅一体莲藕种植园。2022 年莲藕销售
收入近 60 万元，打响了‘花开半夏·藕遇东山’
乡村旅游品牌。”东山村第一书记潘必强说。

以东山村为代表，“村企联姻”推动项目、资
金、人才、技术等向乡村流动，走出了一条村企
共兴共赢、利益共享的乡村振兴之路。我市在
这一实践中不断创新内生机制，让一个又一个
秀美乡村绽放生长。

我市在开展“万企兴万村”
行动中，以乡村振兴项目为引
领，采取“一帮一”“多帮一”等
方式，充分发挥龙头民营企业
的优势，聚焦乡村整体发展，建
立村企联结机制，激活乡村振
兴新引擎。

黄山市德盛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7 年，年产葡萄
7.5 万公斤，黄桃、猕猴桃等其
他水果 18 万公斤以上，玉米、地
瓜、蔬菜等 50 万公斤，鱼类 1.5
万公斤、鸡鸭鹅 3 万只以上，是
我市农业科普示范基地，也是

我市首批“万企兴万村”行动示
范项目和基地。 2022 年 8 月，
公司与屯溪区阳湖镇紫阜村结
对。

“首先，公司围绕美丽乡村
建设，先后投入资金 200 万元用
于道路建设和绿化；其次承租
抛荒农田 400 余亩发展种植养
殖业，每年可为村民增加固定
收入 20 余万元。除此之外，公
司每年还无偿为村民开展蔬菜
瓜果种植技术培训，解决村民
就业 17 人，临时工 30 余人。”公
司总经理周其恩说。

休宁县天润发超市有限公
司和休宁县璜尖乡璜尖村成功
结对，公司董事长王朋当选为璜
尖村名誉村委会主任。他积极
帮助璜尖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
干笋加工业，并将笋干引入超市
销售，在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的
同时，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截至今年 5 月底，全市共有
851 家 企 业 和 商 协 会 帮 扶 448
个村，实施兴村项目数 1139 个，
我市正努力形成“大中企业龙
头引领、小微企业遍地开花”配
套发展的乡村产业发展格局。

“公司对祁门县柏溪、凫峰、平里等乡镇的
荒山、低产茶园进行流转，创建茶叶生产基地。
这样，一方面村民可以从流转土地中获得租金，
另一方面公司以基地为示范，辐射带动有能力的
农户发展种植生产、初制加工基地，与公司形成
供销联结体。”安徽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品
管部副经理范文翰说，通过“龙头企业+产业联合
体+基地+农户”的模式，企业与乡村形成了同
发展、共致富的纽带。

谢裕大茶博园依托黄山毛峰原生态自然
环境，通过“公司 +基地 +农户”联合体新型经
营模式，实现茶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同时加强了与农户紧密的利益联结，带动茶
农增收。“公司还构建了‘公司+合作社+茶农’
的农残控制利益共同体，2022 年公司凭茶园
绿色防控卡收购 2755 吨茶叶鲜叶，收购价格
上 浮 10% 左 右 ，订 单 茶 农 户 均 增 收 近 2000
元。”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
煜霖表示。

黄山赏友花业有限公司通过“企业+基地+
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形成优势产业种植
带，带动周边农户 2000 余户。2022 年，公司收
购鲜花 200 吨，带动农户人均增收 1000 元，其中
200 多名村民在公司自有基地的务工收入占家
庭收入的一半以上。

乡村振兴，民营企业要有
担当。我市在“万企兴万村”行
动中，鼓励引导企业发挥市场
开拓能力，畅通销售渠道，以消
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通过‘蔬菜盲盒’的方式，
2022 年，公司生鲜蔬菜销售收
入超 110 万元，现已链接 66 户
农户小菜园，并帮助销售其他
农 副 产 品 ，带 动 户 均 增 收 约
6000 元。”黄山拜年山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涛说。

“天润发超市全力支持并
积极参与‘田园徽州’公用品牌
打造工作，在门店最佳位置开
设‘田园徽州’销售专区，助力
东山莲藕、溪口柑橘等黄山生
态好物卖上好价，从根上解决
农产品销售难题，帮助更多乡
村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
入。”王朋说。据悉，黄山天润
发连锁超市每年帮助销售农产
品 4000 余万元。

2022 年 受 疫 情 等 因 素 影
响，歙县枇杷面临丰产滞销难
题，市工商联第一时间向广大
民营企业、直属商协会和异地
黄山（徽州）商会发出倡议，仅

一周时间就组织购买了价值达
343 万元的枇杷。

联建互补、互促共进，“村
企 发 展 一 盘 棋 ”的 新 路 径 实
现 村 企 同 频 共 振 ，发 挥 出 了

“1+1＞2”的效果。2022 年，我
市对首批 32 个示范项目和基地
进行命名授牌，据不完全统计，
该批示范项目和基地累计带动
5000 余名脱贫户和社员务工就
业 ，实 现 村 集 体 增 收 600 余 万
元。在今年全省“万企兴万村”

行动推进会上，东山村莲藕基
地等 8 个项目（企业）被授予安
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项
目（企业）称号。

筑 梦 田 垄 间 ，奋 斗 于 乡
野。一批又一批民营企业在黄
山的广袤乡村持续探索与奋斗
着，成为点亮乡村发展的“满天
星”。随着越来越多村企在合
作的道路上共享发展成果，我
们相信，黄山乡村振兴的美好
蓝图必将一步步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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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全市农
业农村系统大力实施“两强一
增”“六业千亿”“五微”行动，下
大功夫做好“粮头食尾”“畜头肉
尾”“农头工尾”增值大文章，推
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
定。“米袋子”扎得紧，截至 7 月
14 日，全市完成粮食播种面积
76.97 万 亩 ，占 任 务 面 积 的
100.05%。“菜篮子”装得满，1-7
月，全市蔬菜播种面积 17.5 万
亩、产量 23.7 万吨、产值 7.28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1.1%、1.59%、
3.6%，蔬菜供应及菜价总体保持

平稳。“土特产”规模持续扩大。
持续推进“六业千亿”计划，截至
6 月底，全市“六业千亿”综合产
值 达 537.94 亿 元 ，占 目 标 的
54.5%。做好“茶”文章，截至 7
月 20 日，全市茶叶产量 3.8 万吨，
同比增长 1.4%；一产产值 46.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0% ；综 合 产 值
178.7 亿元，同比增长 36.4%。做
强“花”经济，截至 7 月底，全市菊
花种植面积 10.02 万亩，同比增
长 5.7%。做大“草”产业，截至 7
月底，全市中药材种植面积 18.2
万亩，一产产值 8.2 亿元，分别同
比增长 3.7%、8.8%。

“农”墨重彩绘“丰”景
上半年我市农业农村发展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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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休宁县岭南乡三溪村，村
民王烈珠正在切菜、和浆、蒸汽，忙得不
亦乐乎。小河虾、新鲜辣椒等原料应有
尽有，大多是当地的特色食材，也可以
根据自己的口味另加入其他食材。

“干豆角、干笋、小米虾、小米辣，切
得细一点，越细越好，越细越入味。要
做出口味好的汽糕，‘酒引’是关键。首
先把捣碎的酒曲倒入冷米饭中，加上清
水，铺盖上保鲜膜，等待它慢慢发酵，制

成‘酒引’。”说起制作流程，王烈珠如数
家珍，“这个比例很重要，我们吃饭的籼
米 5 斤，三四颗酒曲丸子，这样做出来
的发糕才好吃。”

然后再将制成的“酒引”和早稻米
混合，用石磨或机器磨成米浆，经过数
小时的静置发酵即可。不同季节，气温
不同，发酵时间也不一样，冬天长一些，
夏天一般要 2-5 个小时。发酵的好坏，
直接决定了汽糕的口感，发酵不够汽糕

会硬，发酵过头汽糕会发酸。发酵好
后，加入已切好的配料菜肴，盖上锅盖，
烧大火蒸制。十几分钟后，粉嫩香甜的
汽糕便新鲜出炉。刚出炉的汽糕呈圆
饼形，晶莹剔透，表面镶嵌着小河虾、笋
干、豆角干等馅料，因此又被誉为“东方
披萨”。汽糕可以热着吃，在夏季更适
合凉后吃，更有嚼劲。

村民裘美英说：“汽糕是我们从小
吃到大的美食，每次吃时，都像是回到

了家，有了家的感觉和家的味道。”
据了解，汽糕在岭南地区有着悠久

的历史，流传甚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
做，也是休宁人最爱吃的美食之一。炎
炎夏日，吃一口汽糕，让乡愁在美味中
飘荡。 ·余影 戴稳笑·

夏日汽糕 浓浓乡愁

农 业 发 展 基 础 稳 步 夯 实 。
截至 7 月底，全市新建高标准农
田 3000 亩，完成改造提升 1.94
万亩，建设进度位居全省前列。
建成国家级中药材种质资源圃
1 个、稀缺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
1 个、道地药材种苗繁育基地 5
个。开展“三新”模式集成示范，
累计推广面积 10.17 万亩次。乡
村产业融合不断发展。产业化
水平持续提升，1-6 月，全市农
产品加工业总产值 140.43 亿元，
同比增 9.19%。全市休闲农业
和 乡 村 旅 游 接 待 人 数 预 计 达
2000 万人次，总收入 181 亿元，
均同比增长 100%。绿色食品产
业及“双招双引”走深走实，截至
6 月底，全市绿色食品产业新增
项目 93 个，金额 69.3 亿元。数
字农业发展成果明显。歙县在
首批国家级数字乡村试点终期
评估中得分位居全省（4 个）第 1
位、全国（118 个）第 14 位。1-6
月，全市农村产品网络零售额
21.07 亿元，同比增长 22.28%。

和 美 乡 村 建 设 成 绩 斐 然 。
今年 7 月，全省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现场会在我市举办，充分肯定
了我市乡村振兴工作的实践创
新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在全省
推广乡村振兴“五个三”“黄山经
验”。我市美丽乡村建设连续 9
年位居全省前列，2022 年度位

居全省第一，所有区县获全省美
丽乡村建设先进县。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持续扩面延伸，今年以
来，累计 15.3 万人次参与村庄清
洁行动，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
业生产废弃物 1634.3 吨，清理村
内沟塘 3453 个、沟渠 4153 公里，
清理乱搭乱建 7779 户，清理废
旧广告牌 4337 个，清理无功能
建筑 6.5 万平方米。

农 村 重 点 改 革 成 果 丰 硕 。
上半年，全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2905 元，同比增长
8.5%，绝对值位居全省第 4。出
台我市《关于开展农村“三变”改
革提升工程的实施意见》，全市
675 个村以股份合作形式开展

“三变”改革，占总村数的 98%。
持续推进乡村运营机制创新试
点改革，1-6 月，全市 532 个县乡
村三级运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956.2 万元，直接带动村集体增
收 1504.4 万元。推进歙县、休宁
县整县盘活利用闲置农房（宅基
地）省级试点，创新探索出村企
合作、村银合作、村组自营、村级
代管等 4 种盘活利用模式。今
年以来，全市已盘活闲置农房

（宅基地）219 宗、面积 4.26 万平
方米，带动农民就业 263 户，带
动农户增收 5645.9 万元，村集体
增收 398.2 万元。

·胡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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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 日，歙县桂林镇宋村村民郑春耀正在自家葡萄园里采摘葡萄。据
悉，宋村葡萄种植总面积约 2000亩，目前已全部进入盛采期。 吴建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