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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农优品牌 振兴先锋
广告

武汉农博会展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壹 邓卫哲

蓝天白云，曲径通幽，三两好友，在
别致的院落里喝咖啡、品美食、聊天看
书……一幅美丽乡村、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画面呈现在眼前。这是记者近日在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水蛟村看到的
景象。

近年来，水蛟村坚持党建引领，充分
发挥村级党组织作用，不断统筹服务资
源，有效盘活各类资源，探索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新打法”，逐步实现了村庄美、产
业丰、人民生活富裕的美好新图景。

头雁领航 书记带头干

水蛟村位于天涯区中南部，距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约3公里，辖区面积约17.2
平方公里，共 1099户 12887人，辖区内有
12个自然村，14个村民小组，是一个黎族
聚居的少数民族村庄。

长期以来，村庄由于资源匮乏，村集
体经济非常薄弱。直到近两年，庭院经
济的崛起，让这个长期经济发展乏力的
村庄重新焕发了生机。

“我们主要充分利用水蛟村内的温
泉资源和自然田园资源，发展乡村休闲
旅游，开发配套餐饮、商业、住宿服务，凸
显三亚本土生活体验。”水蛟村党支部书
记董国效给出了村里发展的方向。

1987年出生的董国效在成都上大学
时看到了当地打造美丽庭院的一些做
法，受到了启发。2020年，董国效回村发
展并成为水蛟村的负责人时，依托发展
庭院经济打造美丽乡村的想法再次浮现
在脑海。

虽然自己上大学时在成都当地学到
了一些经验，但是三亚和成都的资源禀
赋、自然环境和人文风俗等都有很大差
异，没有可以直接借鉴套用的经验，只能
慢慢摸索。

“赔钱算我的，赚钱就算给村民打个
样。”2021 年，董国效正式成为村党支部
书记后，决定从自家开始实践探索，摸索
发展庭院经济的模式和做法，给村民作
一个示范。

万事开头难。说服家里人后，董国
效和自己的哥哥姐姐联合开始装修自家
的庭院。

“最开始，大家都不理解，以为我们
家大搞装修是为了住得更舒适。后来知
道我的用意后，大家都开始观望。”董国
效说。

说干就干。从 2022年 3月开始装修
到 2023 年 1 月开始运营，董国效家的庭
院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如今，该
庭院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
地”，吃饭的卡座从最开始的 6 个扩展到
如今的10多个。

村民加入 集群效益高

董国效家的庭院经济取得成功后，
很快就带动了村民也行动起来。

村民积极性调动起来后，接下来需
要政策的鼓励与支持。为鼓励村民利用
自有院落空间及资源资产，大力发展庭
院经济，天涯区也出台了促进庭院经济
发展扶持政策，村民纷纷行动起来，利用
自家庭院改造建设水蛟小院。

这样的发展势头也吸引了在外工作
的人回到村里工作，返乡创业的浦文星
就是其中一员。

“在广州做食品外贸生意多好，每
月还有五六千元工资，为何非要回来开
个咖啡小院，再说离市区这么远，能有
人来吗？”浦文星清楚记得，2023 年 1 月
初，当他决定将自家小院改造为一家咖
啡小院时，父母极力反对，亲戚朋友百
般不解。

“原来废弃小院经过改造后这么漂
亮！”父母看到浦文星结合时下年轻人喜
爱的露营主题，将自家闲置土地改造成
咖啡小院后，住起来的心情也比以前舒
畅多了，钱袋子也更鼓了。

看到每天都有客人来小院喝咖啡、
放空、休闲后，浦文星父母从最开始的

“担心”变成了如今的“骄傲”，逢人便夸
赞儿子，感慨“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想法就
是不一样”。如今，浦文星的咖啡店平均
每个月都能有万余元的收入。

随着越来越多村民加入庭院经济
发展的队伍中，2023年 3月，村里成立了
水蛟村庭院经济协会及党支部，随后党
员和返乡大学生等陆续开设了宠物驿
站、卫凯小院、漫时间·露营咖啡等，截
至目前，已经有 88 户村民加入庭院经济
协会。

2022 年，水蛟村村集体经济收入已
突破 10 万元大关，成功摘掉了薄弱村帽
子。“我们定期组织村里考出去的大学生
集体座谈，集思广益，共同为村庭院经济
发展作贡献。”董国效说。

目前，返乡青年、大学生、乡村致富
能手等纷纷在水蛟小院开展庭院经济发
展沙龙活动，探索“一庭一景”模式，分享
经验、探索方法、解决问题、共谋发展，将

“方寸地”变身为“致富园”。2023 年，水
蛟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深挖潜力 产业促共富

庭院经济的成功实践让水蛟村获得
巨大的发展信心。在三亚市和天涯区两
级部门的帮扶下，水蛟村深挖潜力，努力
探索创造共建共富的产业模式。

“目前，村里已经成功探索了‘科研
单位+公司’模式，引进三亚田舒乐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在三亚市林科院内建设
田舒乐共享农庄，唤醒‘沉睡的科研基
地’，拓宽兰花基地的研学参观功能，建
设研学基地；与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技
术研究院合作，将科研技术力量转化成
示范基地独具特色的农事体验产品，增
强创收功能。”董国效说。

此外，水蛟村还探索“村集体+国
企+公司”模式，将闲置的农田、宅基地、
农房或村小组活动室等资产整合到村委
会平台，再与企业合作建设民宿、经营场
所等发展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

2023年12月19日，天涯区举行水蛟
村庭院经济奖补颁发仪式，为天涯区水
蛟小院音乐烧烤吧、天涯悦庭一舍农产
品店等 7 家庭院经济主体共发放 25.1 万
元的奖补。同时，对巷里书屋、鹿城小吃
庭院等5家庭院建设标杆会员颁奖。

天涯区相关负责人称，该区首次对
庭院经济主体进行奖补，旨在树立先进
典型，发挥模范示范带头作用，充分调动
农户参与庭院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该区将以美丽乡村建设为
抓手，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加强沟通
协调，用心用情打造好庭院经济。同时，
大胆走出去，大力请进来，积极引进新业
态，吸引更多“新乡人”，把庭院经济做出
特色、做出亮点。

有“看头”也有“赚头”
——看海南三亚市天涯区水蛟村如何做大庭院经济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曹茸）1 月 20 日，记者从中储粮工作会议
上获悉，2024 年中储粮将积极服务乡村
全面振兴，助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
提升行动和国产大豆振兴计划，认真履
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职责，抓好
当前东北地区玉米收储，助力兜住农民
种粮卖得出的底线，统筹做好政策性收
购和市场化收购，发挥好储备轮换收购
引领带动市场主体收购的积极作用，促
进市场价格稳定，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据介绍，2023 年中储粮落实中央政
府储备建设任务，加快推进仓储基础设
施建设，跨地区平衡、跨周期调节能力
和应急保供水平进一步提升，储备服务
保障粮食安全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推
动在沿江沿海港口码头和重要产业园
形成多个粮食生态共同体，储备产业吸
附效应和辐射带动效应不断提升，“大
国 粮 仓 ”仓 储 设 施 保 障 能 力 进 一 步
增强。

中储粮积极服务国家粮食宏观调控
任务，高效执行国家强农惠农收购政策。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部署安排，及时在黑龙
江佳木斯等地区启动 2023 年中晚稻最低
收购价收购，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及时启
动国产大豆收储，有效保护农民种粮积极
性，全力服务国产大豆振兴计划。收购期
间，进一步优化提升为农服务水平，大力
推广“惠三农”综合服务平台，丰富预约收
购、上门服务等形式，售粮高峰期主动延
长收购时间，确保农民售贴心粮、暖心粮、
舒心粮。

此外，针对去年部分地区出现“烂场
雨”、洪涝和雨雪冰冻等突发自然灾害，中
储粮多措并举助农减损增收，积极利用进
博会等平台，拓展进口粮源多元化供给渠
道，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增强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

2023 年落实“技防技控”信息化建设
项目中储粮直属库全覆盖，实现粮食入库
环节自动扦样、质检、检斤以及全流程可
视监测和“穿透式”实时风险预警，有效避
免“擅自动用”“转圈粮”和安全生产问题，
实现粮食收储全过程、全链条、全覆盖信
息化监管。

中储粮：

抓好粮食收购助力农民增产增收

（上接第一版）

注重品质

近年来，水产品消费需求量持续增加，人们对
水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监利以推动全市水
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从生产各环节入手，多举
措严把品质关，不断提升水产品品质和质量，相关
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监利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水产业可持续发展
和生态保护工作，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快现代渔业发
展的意见》。2021年，在湖北省财政厅和省农业农村
厅的重视下，制定了《监利市渔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全市上下坚持“水稻种植保安全，水产养殖增
效益，品牌建设创价值，市场主体是关键”的综合发
展思路，水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

如何让水产品效益好、品质优、生态又绿色？监
利水产企业开展积极探索。“市场对水产品质量和安
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监利嘉润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杨永智介绍，合作社依托华中农业大学双水双绿
研究院、湖北洪山实验室技术支撑，在合兴村基地实
施“稻鸭虾”模式，实现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渔
药和精准投喂的“三不一精准”目标。

“品质是家家红龙虾永远的追求。”湖北家家红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玉国在朋友圈写
道。“要养好虾，养大虾。”张玉国向记者介绍，“我们
采用微孔增氧技术，增加水体溶氧栽种伊乐藻，改善
稻虾田水质，投喂高蛋白饲料颗粒，使得龙虾个体
大、产量高、品质优、价格好。”

监利市敏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生产的龟鳖
深受广大消费者与水产商贩喜爱。敏发水产养殖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开金介绍：“龟鳖塘口价稳定
在每斤 40 元以上，养殖亩利润达到 1 万元以上。”

走进集生产、加工、贸易、研发、冷链物流等于
一体的监利市供销满堂红食品有限公司，只见货
车进进出出，工人正将一箱箱调味小龙虾预制菜
品从仓库搬上货车。“我们坚持‘诚信为品，质量为

牌’原则，力求让百姓餐桌更丰富更安全。”该公司
总经理罗跃新表示，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规定，执行 ISO9001、HACCP 质量
管理体系，实行封闭式管理，标准化生产。经过多
年努力，公司主打水产品预制菜畅销全国，年销售
达 5000 多吨。2021 年被评为全国十强小龙虾加工
企业。

“好田出好稻，好水养好虾。”“买吃龙虾到哪
里，量大质优在监利。”监利市农业农村局三级主任
科员李诗模表示，接下来，监利农业农村部门将持
续加大发展水产业力度，做活“水”文章，促进社会
经济高质量发展。

扩大影响

千人龙虾宴、发布公用品牌价值报告、《我为龙
虾狂》电音节……2023年5月下旬，第五届湖北·监利
小龙虾节举办，现场一派热闹景象。以监利龙虾、监
利大米、毛市佬面点为重点，吸引网上网下民众广泛

参与，着力将资源优势变为品牌优势，促进农民致
富、全民消费。

“要把监利小龙虾量大质优的特性推向全国，并
从小龙虾美食展示向互联网营销迈进。”监利市市长
聂良平介绍，近年来，监利大力发展生态种养，注重
品牌营销，通过举办节会活动等方式，为加速构建虾
稻全产业链“再添一把火”。

为补齐物流和深加工短板，监利构筑起由桐梓
湖、满堂红、欣名凯、哒哒水产、荣景虾仓、鲜东方、远
博水产等企业组成的虾稻产业联合体，逐步健全优
质虾稻市场营销网络、主动适应和引领产业链转型
升级。目前，监利小龙虾供应商已成为北京信良记、
深圳堕落虾、长沙文和友、武汉良品铺子等10多家知
名食品公司的深度合作伙伴。

品牌的建立，也推动了美食地标产品高质量发
展。“在当地政府和商家的共同努力下，‘监利龙虾’
品牌越来越响，来吃虾的外地顾客越来越多。”监利
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小龙虾本土连锁餐饮品牌“1号

虾铺”店主邹艳梅谈及近几年变化时说。
围绕强链补链延链同步优化，监利农业农村部

门也做出了不少尝试。“目前，全市从事小龙虾加工、
流通、餐饮的人员近10万人，小龙虾流通、渔需物资、
餐饮业等第三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小龙虾全产业
链综合产值达到 300 亿元。”监利市副市长石团方介
绍，近年来，监利加快推进华中商贸城项目，并在朱
河镇打造水产品、预制菜交易集散基地，重点扶持小
龙虾等预制菜产业，在新沟镇打造粮食交易集散基
地，不断完善加工、电商、物流等产业链，推动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全国水产先进县、中国小龙虾第一县、中国
黄鳝特色县、湖北省水产大县、中国龟鳖产业十
强县……一项项荣誉如一份份沉甸甸的责任。荆
州市副市长、监利市委书记韩旭表示：“监利将不断
提升水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益，提高监利特色水产品
品牌的知名度，推动监利农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采访组成员：何红卫 马艳霞 梁璟）

大力发展水产业 奏响振兴致富音

（上接第一版）
为此，该区广泛开展“开门纳谏”活

动，全区各级党组织开展建言献策活动
688 场次，参与人数达 7460 人，提出改进
意见建议 1258 条。同时，通过扫“码”征
求意见、刊发“开门纳谏”公告、公布热线
电话、设置民意信箱、下发征求意见表、
组织干部接访下访等方式不断扩大征求
意见范围，真正了解群众诉求、倾听群众
心声。

建设多巴医疗服务综合体，为周边20

余万居民就医持续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
医疗服务；建设拦隆口、海子沟马铃薯精
深加工项目，带动马铃薯相关产业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高标准建设高原美丽乡
村 36 个，1764 户农牧民居住条件得以改
善……一桩桩难事得以解决，一件件喜事
次第“开花”，湟中区着力解决“急难愁
盼”，各级党委全力推进10个方面30项民
生实事项目进度，切实解决了群众医疗卫
生、教育普及、就业服务、住房安全等方面
的问题。

办好老百姓的急事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