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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楚汉文化、淮河文化重要

发源地的宿州，是全国重要的粮食

主产区，拥有最大的连片水果产

区。近年来，在当地党委政府带动

下，宿州市立足自身、谋实举措，不

断推动农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加快建设宜业宜居和美乡村，积极

探索出一条富有特色的乡村振兴之

路。9月25日至28日，《拂晓报》创

刊85周年座谈会暨“金秋党媒宿州

行”采风活动在宿州举行。本报记

者跟随采风团先后前往宿州市区、

萧县、砀山县、灵璧县、泗县等地，走

进工厂车间、田间地头、文旅基地、

艺术场馆，切身感受宿州市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巨大变化，

所见所闻，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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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璧县安徽蕈苑生物科技公司培育菌菇
母株的生产车间。

走进砀山县良梨镇马庄村，秋色迷人。
只见道路两旁绿树成荫，庭院错落有致，游客
漫步其中，观百年梨树，赏皖北农耕文化展览
馆，一幅美丽乡村画卷呈现眼前。

马庄村位于砀山县东部，境内文家河沿
线旅游观光带基础设施完善，是酥梨小镇规
划的“河岸休闲观光带”与“文化休闲体验区”
空间交汇点，也是酥梨小镇的南入口。

“马庄村附近有砀山县著名旅游景点‘梨
树王’和‘葛花滩’，慕名游览的游客络绎不
绝。2020年马庄村入选安徽省首批特色旅
游名村，是远近闻名的旅游休闲好去处。”9
月26日，马庄村党总支书记陈正权向记者介
绍道。

砀山梨真是名不虚传！正值金秋，梨树

王风景区内硕果累累，成了一望无际的果海
绿洲。景区内尤以一棵300岁“高龄”的古
树，高大健美、姿态非凡、遗世独立的风姿被
叫“梨树王”，素有“北有梨树王，南有黄山松”
之美誉。漫步景区，满目古树金珠，铁干嶙
峋，乌麟斑驳，金光闪闪，酥脆欲滴，令人食欲
大开。

2018年，马庄村抓住省美丽乡村建设示
范村的契机，决定在魏寨中心村建设集休闲、
度假、农事体验于一体的城郊乡村旅游景
区。2019年，马庄村打造民宿“听荷书屋”，
成功入围安徽省百家精品民宿、入选首批安
徽省级休闲旅游示范点。

“听荷书屋”的成功运营让马庄村干群决
心大力发展民宿旅游经济。经过几年的努
力，魏寨中心村成功打造13家民宿，它们风
格迥异，颇具匠心，已成为网红新的“打卡
地”。

“2021年，我们村吸引本村返乡创业人员
谢龙回村创办了‘葛花滩·梦幻梨缘’风景区，
开创了企业开发、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入股参与
分红的合作模式。”

陈正权说，2022年马庄村集体经济收入
超过30万元。今年“梨花节”和“五一”期间，
景区创收近120万元。

当前，马庄村正在逐步实现由农业生产
为主向以乡村旅游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在
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让农民得到实
实在在的利益，真正做到“农业有干头、农村
有看头、农民有甜头”。

近年来，砀山县不断加大乡村旅游资源
开发力度，投资近亿元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新建旅游道路60公里，开通4条旅游专
线，建成5处游客服务接待中心，规划了良梨
镇、唐寨镇、葛集镇等一批特色小镇，一幅风
光旖旎的田园画卷正徐徐展开。

梨香深处有人家

9月27日，在位于奇石之乡、钟馗故里
灵璧县的安徽蕈苑生物科技公司，记者在公
司生产经理杨天山带领下步入菌种培育区
块，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长数十米的白色走
廊，走廊一侧是培育菌菇母株的生产车间，
各个车间按照菌种培育流程的顺序进行布
局，其中运用了包括液体菌种发酵和净化风
淋技术在内的多个国内外先进的菌种菌棒
培育技术。

“灵璧是农业大县、畜牧强县，每年产生
的大量农作物秸秆及禽畜粪便是优质的食
用菌生产原材料，而且食用菌在灵璧县生产
历史悠久，可以说食用菌种植的技术与资源
我们都具备，很有优势。”杨天山说。

杨天山结合工厂生产实际情况和行业
先进生产技术向采风团讲解菌种发酵过程，
并引导采风团深入生产车间，透过玻璃现场
观看菌种发酵。

“菌种成长区块采用了双侧长廊的结
构，一共有14个车间，每个车间内储藏着不
同培育时期的菌种，菌种会在每个车间内培

育4天，然后被转移到下一个车间，直到完
成为期56天的培育接种过程。”杨天山介
绍，这些区块是菌菇生长的主要场所，设有
恒温、湿度和通风等控制设备，以提供最适
宜的环境条件促进菌菇的生长。

据了解，依托粮食生产大县和畜禽养
殖大县资源优势，2020年灵璧县委、县政府
确立把食用菌产业作为“十四五”期间重点
培育扶持的特色主导产业优先发展。截至
目前，灵璧县食用菌栽培面积160万平方
米，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2.5亿元，带动
近2万人居家就业和发展产业，人均年增收
万元以上。

近年来，灵璧县按照“大食物观”和“绿
色循环”发展理念，以食用菌为枢纽，打造植
物、动物和菌物“三物循环”发展模式，构建
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实现乡村产业可持续
发展，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在灵璧县杨疃镇食用菌生产示范区，采风人
员纷纷感叹：小蘑菇成了大产业，助力乡村
振兴写出大文章！

小蘑菇做出大文章

秋分时节，萧县各地农作物果实满满，瓜果
飘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无核浓甜的浪漫红颜、饱满爽口的阳光玫
瑰、果肉紧实的夏黑……9月26日，记者来到萧
县白土镇张村现代农业示范园，只见葡萄大棚
里，青绿、紫红、蓝黑等各种颜色葡萄一应俱全，
一串串葡萄垂吊在绿叶之中，让人垂涎欲滴。

葡萄架下，上百张大幅精美照片，汇聚成萧
县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成果展示长廊，以光影形
式呈现出萧县的“五彩”农业和田园风光，吸引
着过往游客拍照“打卡”。

“前不久，这里举办了宿州市2023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启动仪式暨萧县庆丰收活动，期间，
游客们成群结队走进不同的葡萄种植区，在欢
庆的‘丰收歌’音乐陪伴中亲自体验采摘游玩乐
趣。”张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童
星介绍，张村“葡堤原乡”种植优质大棚葡萄
300余亩，20多个品种。

“这里原是一大片低洼盐碱地，闲置多年，
杂草丛生。村集体没有规模产业，经济收入基
本为零。”童星介绍，近年来，张村积极争取县政
府和省帮扶单位资金支持，通过改良土壤、建设
大棚，不断挖掘农业多重功能，村里将这处废弃
地打造成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示范
园，不仅带动了农民就近就业创业，也增加了村
集体经济收入。

“‘浪漫红颜’果实形似爱心，味道鲜甜，可
是俺这儿的宝贝，一串能卖200块钱呢!”农户
郑进说，他种了10亩葡萄，一亩地大概能产
3500斤，去年他家就增收了八九万块钱。现在
家庭条件越来越好，生活越过越滋润。

农户入园联营是张村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
途径之一。园区提供场地、种子、肥料等，农户
负责管理，村里统一定价、统一销售，还会定期
邀请农业专家指导种植。

近年来，萧县厚植“三农”情怀、深耕“三农”
事业，着力调优产业结构、调绿生产方式、调顺
经营体系，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实现了该县“粮
仓”稳产保质、“五彩”农业蓬勃发展，展现了农
业提质、农民致富、农村增色的美好图景，为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强
大动力。

葡萄香里唱丰年

（本版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采风团在萧县张村现代农业示范园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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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县张村现代农业示范园里的葡萄园萧县张村现代农业示范园里的葡萄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