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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五河县获批建立国家农村综
合性改革试点试验项目区Ǒ如今，三年期将
至，试点接近尾声，五河县交出了一份怎样
的答卷呢？

截至 2023 年底，试点试验区 GDP 年均
增长 12.5%，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平均 73.51 万
元，100 万元以上村占 61.5%，高于全县平均
水平 67 .2% ；区域内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532 元ǐ年均增长 12%，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27% ；实现试验区乡村治理数字平台全覆
盖ǐ电子商务全覆盖ǐ美丽乡村全覆盖Ǒ

试点试验期间，五河县坚持产业引领ǐ
数字赋能ǐ增收为本ǐ治理优化，创新Ā1+4+
Nā农村综合性改革模式，即Ā1ā，成立 1 个
专职领导小组，建立健全长效常态常抓机
制；Ā4ā，围绕Ā产业发展ǐ数字赋能ǐ农民增
收ǐ乡村治理ā四大机制，成立 4 个专班，专
抓具体工作；ĀNā，多部门协调，实施 N 个项
目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参与试点建设，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快推进农村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Ǒ

Ā1+4+Nā农村综合性改革模式的实践
推广，使得五河在乡村振兴上走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发展之路Ǒ

开车行驶至五河县家家乐畜禽养
殖专业合作社，车轮得先从消毒池里
过一遍ʪŽ做种猪繁育最怕感染病毒，
无论谁来都得先消个毒ʪ进去参观还
得穿好防护服才行，不然可不敢随便
让人进ʪž合作社负责人訾保球解释ʪ

位于五河县小圩镇的五河县家家
乐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是皖东北最
大种猪精液供应基地，常年为养殖户
提供优质的种猪ʩ仔猪ʩ饲料ʩ配种ʩ兽
医技术ʩ养猪场管理服务ʪ除向社会
提供优质二元母猪外，合作社还通过
生猪代养ʩ扶持农户ʪ

Ž我们现在主推的规模猪场数字
化应用技术ʩ动物疫病综合防控技术
和生猪良种繁育技术，做到生猪养殖
各环节科学化ʩ精细化ʩ规范化管理ʪž
訾保球拿出手机向记者解释，如何通
过科技实现养猪的远程化ʩ智能化和
可视化管控ʪŽ在手机屏幕上，可以清
楚地看到猪场各环节的温度ʩ湿度ʩ二
氧化碳气体含量等安全值的设定，还
可以按照每一头母猪的年龄ʩ怀孕期ʩ
哺乳期ʩ空怀期等不同的时间段所需
的营养，设定合理的喂料量，确保每一
头母猪生产性能稳定ʪž

通过强化科技投入ʩ设备建设，合
作社在提高养殖场生物安全防护水平
的同时，也成功避开非洲猪瘟等重大
动物疫病ʪ

五河县家家乐禽畜养殖专业合作
社以Ž公司+基地+农户ž模式，连续三
年以生猪代养的方式扶持农户 1100
余户，为当地农户增收 800 多万元ʪ
双忠庙镇养殖户孙善良便是受益者
之一ʪ

孙善良现有 100 多头存栏猪ʪŽ养
了这么多年，訾保球都是免费给我们
提供防疫ʩ技术知识，从猪苗到出栏，
有啥事他都问，只要我们有需求打个
电话过去，他马上就来ʪž孙善良说ʪ

2023 年以来，五河县家家乐畜禽
养殖专业合作社培训生猪规模场ʩ养
殖大户生猪繁育技术 200 人次，带动
小圩镇钟杨村ʩ大新镇韩台村集体经
济年均增收 2 万余元ʪ

作为五河县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
试验产业发展重点打造的 6 个项目之
一，五河县家家乐种猪繁育项目以村
集体发展资金入股企业的形式，为周
边 12 个村每年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50000 多元，先后被评为省级示范合
作社ʩ国家级示范合作社ʩ国家级示范
合作社 500 强ʪ今年入选 2023 年度
安徽省Ž万企兴万村ž行动典型项目

（企业）名单ʪ
在试点试验过程中，五河县加大

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投
入，通过强化企业与农户合作，建立利
益共享机制，培育出亿元以上的农业
产业化企业 1 家以上，省级示范合作
社 4 个ʩ示范家庭农场 5 个等一批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沱湖乡大岗村荣获
全国Ž一村一品ž示范村，沱湖乡浍河
村，双忠庙镇訾湖村，小圩镇大王村ʩ
大圩村被命名为省级特色专业示范
村，初步形成生猪ʩ螃蟹ʩ稻渔综合种
养等优势农产品集群ʪ同时，依托绿
色食品产业园区ʩ省级现代农业示范
区，加快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推动
种养模式特色化ʩ农业产品品牌化ʩ产
业规模化ʪ

农业科技水平是衡量农业现代化
程度的重要标志ʪ五河县以大数据ʩ物
联网ʩ云计算等技术为支撑，深入推进
智能装备应用，在数字农业方面进行
探索，取得可喜成效ʪ

记者在申集镇黄李村数字农业示
范项目种植基地看到，基地正在推进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科技成果
转化ʪŽ我们融合应用物联网ʩ智慧农
机ʩ数字农业三个平台，精准指导水稻
标准化ʩ精细化种植管理，为农业种植
安上了科技Ż引擎żʪž申集镇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ʪ

黄李村数字农业项目面积约 1000
亩，建有四情（水情ʩ墒情ʩ虫情ʩ病情）
监控系统及终端设备ʩ北斗基站等技
术设备，重点打造稻田养甲鱼等综合
种养模式，实现Ž渔粮共赢žʪ

类似的数字技术应用，在五河远
不止一处ʪ

作为五河县数字农业技术示范项
目之一的小圩镇四陈村示范基地，配
有 35 个摄像头ʩ3 个北斗基站ʩ60 个杀
虫灯ʩ4 个气象站，以及增氧机ʩ水位监
测ʩ虫情测报等，做到农田种养生产信
息自动化感知ʩ监控预警ʩ远程诊断ʩ
指挥决策等，形成天空地一体ʩ测控管
协同的数字农业应用模式ʪ

向科技要发展，向创新要突破ʪ五河

县数字农业技术示范项目已形成完整的
稻渔ʩ稻虾优质高效精准化种植技术体
系ʩ尾水处理可持续发展运行机制ʪ建成
区劳动力用工成本下降 25% ，节约用水
20% ，减少肥料施用 10% ，单产提高 10%
以上，亩均增收 200 元以上ʪ

在加强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
应用，提升农业数字化ʩ规模化的同
时，五河县积极打造电商平台，拓展农
产品销售渠道ʪ

建设面积约 3000 平方米的沱湖农
村电子商务中心于 2022 年 4 月开始投
入运营ʪŽ电商中心不仅可以用来培育
本土直播电商人才，还吸纳了社会资
本投入运营ʪž沱湖农村电子商务中心
工作人员程旺告诉记者，截至 2023 年
底，已累计培训电商人才 200 多次，培
育农村电商带头人 100 多人ʪ

为数字乡村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五河县在试点试验过程中以Ž电商企
业+基地+合作社+农户ž运营模式，
建立Ž双线ž（线上+线下）促进企业农
民增收渠道ʪ同时，整合各方资源，构
建电商服务体系 ʩ电商人才培育体
系ʩ网销平台支撑体系的电商生态体
系，通过农村电子商务双向流通体系
促进一ʩ二ʩ三产业升级改造发展ʪ目
前，项目区 13 个村实现电商全覆盖，
1200 多农户通过网上销售实现增收ʪ

每隔一段时间，小圩镇四陈村里便
会来一些专家，这是怎么回事？2021
年，五河县依托山东农业大学田纪春教
授团队ʩ安徽省明天种业，成立五河县
农业科学研究院，设立博士科研工作
站，联合繁育新品种ʪ

Ž和田教授的合作打开了企业的增
值空间，也让我们从传统的农资销售转
入种子培育新赛道，目前公司已成长为
集科研ʩ生产ʩ加工ʩ销售于一体的现代
化种子企业ʪž安徽省明天种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黄国斌说ʪ

以明天种业为代表，通过Ž院企协
作ž方式引育人才，博士科研工作站现
吸引博士以上人才 20 多人，开展新品
种研发ʩ高品质育种，培育水稻ʩ小麦等
新品种 30 多个，打造Ž科技赋能农业ž
绿色示范平台 ，水稻亩均增幅 1 5%
以上ʪ

技术有了，人才有了，如何普及造
福更多百姓？

位于沱湖岸边的沱湖乡浍河村是
个实打实的Ž无土地ʩ无水面ʩ无资源ž
Ž三无渔业村žʪŽ退网还湖后，渔业村无
耕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困难，较多渔
民无法就业ʪž浍河村党总支书记ʩ村委
会主任刘建贵说，2021 年，我们立足村
情 ，发动党员群众 ，创办了村办企
业ŸŸ五河县浍河渔业服务有限公司ʪ

刘建贵介绍，以往渔民上岸后，在
沱湖允许范围内进行捕捞都是请外地
人来，Ž他们对五河水域不熟悉ʩ不了

解，捕捞量一直不高ʪž在征求老党员ʩ
离任村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后，村Ž两委ž
一致同意要发挥自身捕鱼本领特长，承
接沱湖捕捞工作ʪ

2021 年 10 月，五河县兴五生态公
司与浍河渔业服务公司签订沱湖大水
面捕捞协议，按照捕捞量折算渔业捕捞
服务费用ʪ近两年时间，浍河渔业捕捞
近九百万斤鱼虾蟹，创收产值近五千万
元，稳定带动当地渔民就业 30 人，年人
均增收 2 万元，村集体创收近三百万
元，除去劳务成本，利润在 50% 以上ʪ

2022 年以来，浍河村用村集体经
济收益为 80 岁以上老年人代缴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 40 人，为所有脱贫户ʩ监测
户代缴防贫保 57 户 132 人，新购置篮
球架ʩ翻新篮球场ʩ健身广场地面硬化ʩ
改造提升下水管道ʩ停车场等ʪ

从Ž三无ž到Ž跨越式ž发展，浍河村
充分利用沱湖当地水产养殖优势，通过
Ž资源+技能ž模式，为渔业村集体经济
发展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路径ʪ

加强与科研院校的合作，引进高端
人才；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和优势，发展
特色产业，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创新
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引导农民以承包土
地入股ʩ闲置宅基地盘活等形式与企业
进行合作，提高农民资产性收益；加强
职业农民培训，培育农村电商人才ʩ文
化旅游人才ʩ农业科技人才等，提高农
民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ƀƀ

统计数据显示，试验区三年共培训

变模式ʩ改机制ʩ育人才ʩ促增收，
当然还有农村风貌的改变与更新ʪ截
至 2023 年底，综改区 13 个村实现美
丽乡村全覆盖，其中沱湖乡大岗村入
选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ʪ五河县列为
全省乡村治理试点县ʪ

试点试验以来，五河县以加强和
创新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为重
点，在项目区内全面推行Ž一组一会ž
制度，构建村党组织ʩ网格党支部（小
组）ʩ党员中心户三级Ž红色网格ž体
系，创新推行Ž专职理事长žŽ三事分
流ž制度，探索Ž数字乡村ž建设，提升
村民自治能力ʪ

依托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
验项目建设和运行载体，利用五河县
绿色数字农业技术中心ʩ申集镇黄李
村数字中心ʩ双忠庙镇訾湖村大数据
服务中心等，通过构建农业农村大数
据体系，运用数字化平台，建立Ž文明
积分超市ž，以量化考核ʩ线上审核ʩ公
开公示等方式，实现Ž一月一评ʩ一户
一档ž，有效提升乡村治理的精细化ʩ
科学化ʩ透明化ʩ规范化水平ʪ

沱湖乡大岗村的Ž文明礼堂ž+

Ž积分超市ž模式，将村民集中在乡村
大礼堂操办婚丧宴席，不收取费用，
采用平价套餐，消除村民攀比心理；
以户为单位，将环境整治ʩ移风易俗
等量化为积分，将村民使用率高的生
活用品列为兑换奖品，得到了村民的
认可ʪ

此外，五河县还加快实现乡村善
治善管，推深做实Ž一组一会ʩ五治融
合（政治ʩ法治ʩ自治ʩ德治ʩ智治）ž社
会治理新模式，打通服务群众Ž最后一
米ž，深入开展数字化乡村治理试点，
总投资 500 万元建立项目区乡村综合
信息平台，加快推动农村厕所管护ʩ垃
圾清运等工作实现数字化ʪ

Ž通过出台相关考核办法，建立健
全考核激励体系，试验区内形成了集
农村电子商务ʩ特色种养ʩ品牌提升ʩ
休闲旅游ʩ数字农业ʩ农村治理ʩ美丽
乡村ʩ考核激励等八大重点工程ʪž五
河县委农业综合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刘
善远表示，以四大机制创新ʩ八大重点
工程统领，五河县实现试验区乡村治
理数字平台全覆盖ʩ电子商务全覆盖ʩ
美丽乡村全覆盖ʪ

发展产业，农民增收有盼头；科技
力量运用到农业之中，产业发展更时
尚ǐ更精准；从微小处着手乡村治理，
织牢基层服务网ĂĂ

2021 年 7 月，五河县获批建立国
家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项目区Ǒ
项目以Ā沱湖现代生态渔业示范区ā建
设为重点，选取环沱湖周边集中连片
的 4 个乡镇共 13 个行政村作为试点
试验区域，制定发展总体目标和分项
目标，计划用 3 年时间在乡村产业发
展机制ǐ数字乡村发展机制ǐ促进农民
增收机制ǐ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等 4 个
方面，形成可复制ǐ可推广的经验Ǒ该
项目总投资 5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

助 1.5 亿元，县级配套和筹集社会资本
3.5 亿元Ǒ

接下重任，目标清晰Ǒ
三年来，五河县紧扣Ā产业发展ǐ

数字赋能ǐ农民增收ǐ乡村治理ā目标，
创新Ā1+4+Nā农村综合性改革模式，
高起点ǐ高标准ǐ高水平实施农村综合
性改革试点试验项目，加快推进农村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激发农村
资源要素活力，以改革的实际成效推
动乡村振兴事业再上新台阶Ǒ

如今，这块Ā试验田ā里一批改革
落地见效结硕果üü投资建设一揽子
项目，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机制逐步健
全，乡村治理更加完善，农民增收渠道
愈发多元，农村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Ǒ

解题Ā农综改ā，五河县交出了一
张Ā科技支撑质量高ǐ农民增收有路
径ǐ生态文明环境美ǐ治理机制管长
远ā的改革Ā答卷ā，现代化美好五河建
设迈出更加坚实步伐Ǒ

Ā农综改ā五河农业农村变了样
ǃ庞贵军

解题农综改 看五河如何答卷
ʇ蚌报融媒体记者 王立春 通讯员 李向前 文/图

Ž五类人才ž950 人，经营管理型职业
农民 14 人ʩ技能服务型职业农民 5
人ʩ产业发展带头人 12 人，电商带头
人 60 人ʪ

育才是方式ʩ用才是目的，1000
多名经过培训的Ž三农ž建设主力军，
留在了当地，并涌现出养殖大户 25
个，家庭农场ʩ农民合作社等 70 余家，
创办企业 22 户，小微电商 300 多家，
平均增收 1 万元以上ʪ

科技兴农，人才振兴ʪ五河县在
试点试验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调动农

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ʩ主动性和创造
性，关注农民意识上ʩ理念上ʩ素质上
的升华，将过去的关注提高产量ʩ兴
建基础设施等，转变为科技成果转
化ʩ数字技术应用ʩ产销一体化等现
代农业综合性改革上来，把试点试验
工作落实到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点
上，把项目区经济发展ʩ居民增收ʩ乡
村人居环境改善等问题落到实处，推
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让老百姓享受到农村综合性改革的
成果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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