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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2018 年春，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的东风吹来，唤醒了山东烟台招远市金
岭镇这个传统农业乡镇。与多数地方类
似，先行先试、率先垂范，成为这里探索
乡村振兴路径的主要抓手。

在此背景下，以“大户陈家村这一强
村带动、辐射周边 12 个村庄”的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示范区应运而生。5 年实践
下来，该片区在山东省 2023年优秀示范
片区评比中高居榜首。

“第一片很重要，第二片更关键，要一
片跟着一片干，抓一片成一片，最终实现
乡村全面振兴。”在成绩面前，招远市副市
长李杰有着清晰的判断，“如果说第一片
区多数有一定的基础和资源优势，其经验
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那么抓好一个

‘基础相对薄弱、优势不太明显’的第二片
区，就成为实现‘从1到N’的关键一步。”

于是，承载着更多农民希望的第二
片区建设，于2023年在金岭镇启动。

学好用好“第一片”建设经验

2023 年的大寒时节，走进大户陈家
村示范片区，连片的设施葡萄种植园和
现代化果园、古朴典雅的传统村居和民
宿、现代化的果蔬加工厂和农民培训学
校等，诉说着这里的殷实与活力。国家
现代农业示范区核心区、全国农业物联
网示范基地、山东省农业“新六产”示范
主体等荣誉，则彰显着这里的成绩与
骄傲。

“大户陈家村片区能够取得眼下的
成绩，除了本身较好的基础条件和政府

优先支持等优势外，最关键的有两点。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推动跨村联建，创新
了示范片区的管理体制；二是优化统分
关系，盘活各类资源，推行‘统-分-统’
发展路径。”大户陈家村党委书记陈松海
这样总结。

第一个层面的“统”，就是由党委
领办合作社，推进土地规模化整合和
集约化经营，集体企业、流转土地村集
体、承包片区人才分别占股 51%、40%、
9%。第二个层面的“分”，就是在提升
基础设施后，将土地规划成 20-90 亩的
种植片区，再发包给乡土人才管理。
第三个层面的“统”，就是合作社实行
统购、统防、统治、统管、统销运作模
式，让社员共享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
节收益。

招远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农业农
村局局长刘治峰看来，是建好“第二片”
的基础：“既要学好用好党建联合、资源
整合、优化统分关系、完善利益联结等经
验，更要避免走上违规用地、盲目发展、
同质化竞争等老路。”

科学谋划“第二片”建设路径

“咱们新成立的联合党委，一定要舍
弃小账，多算大账，心往一块想，劲向一
处使，真正形成合力，才能抓住这片区建
设机遇。”“大户陈家村这几年发展得那
么好，大家伙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现
在片区建设到了咱这儿，咱要是干不好，
乡亲们可不答应。”“咱多出去看看大户
陈家村和其他片区，多参加镇上组织的
培训，好好学好好干，脚踏实地，少走弯
路。”……去年冬天以来，类似的座谈讨

论，逐渐在金岭镇“第二片”成为常态。
该片区涵盖了山里陈家村、山上李家村、
东店村、西店村 4个行政村，地处丘陵山
区，都是散弱小村，好在也有山水优势、
樱桃产业、金石文化、传统民俗等资源。

据金岭镇党委书记盛海翔介绍，在
该市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经过多次
学习和讨论，金岭“第二片”逐渐明晰了
一条“党建引领-村企合作-三产融合”
发展路径，打造“民俗康养结合型”示范
片区。

党建引领聚合力。实施跨村联建，
将示范片内现有的 4 个行政村，联建成
聚贤德新村联合党委，统筹推进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提档升级，打造“10 分钟”
联建村便民服务圈。村企合作共富裕。
推动联建村与辖区内的绿之源公司合
作，实施“九顶原乡中医药养生谷”项目，
打造集“康养基地、科普研学、金石博物
馆、特色民俗村”为一体的康养体验带。
三产融合赋新能。学习大户陈家村的

“统-分-统”经验，通过土地调整和资源
整合，做强大樱桃和桑蚕种植等一产，拓
展收储加工等二产，推动樱花栈道、休闲
采摘、精品民宿、东莱金石博物馆、凤阙
书社等串点成线，打响“岭上风情”乡村
旅游品牌。

重在找到“更多片”建设信心

金岭镇如火如荼的第二片区建设，
是山东省奋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
缩影。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刘振
杰介绍：“经过 5 年奋斗，山东乡村振兴
自 2023 年起进入片区化推进阶段。片

区把多个位置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
融的村庄连在一起，能够打破‘大省小
农’‘村庄各自为战’的局面，形成既能
更大范围内盘活资产资源，又能更好承
接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的新型单元
结构。”

在烟台市，在落实山东省安排的 5
个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建设任务
的基础上，2023 年 4 月启动了 13 个市
级片区建设。到了招远市，则将省市
县三级建设任务进行科学统筹，整合
为南部高效农业集聚型示范区、东部
和美乡村镇域推进型示范区、城北农
文旅融合赋能型示范区、西部民俗康
养结合型示范区，涉及 68 个村共 121.6
平方公里。

站在片区建设任务图前，刘治峰最
为关注的还是各镇和各街道的“第二片”
建设。“与金岭一样，各镇和各街道推进
的第二片区，避开了省市县选定的优势
片区，往往自身资源优势不明显，能整合
的外部资源也有限。在此条件下，通过
强化党建引领、合理整合资源、优化统分
关系、完善利益联结等共性路径推进建
设，其经验更具广适性，是建设‘更多片’
的信心来源。”刘治峰说。

有限资金如何放大效应，村企合作
如何带动农民，乡村旅游如何明晰特
色？诸多问题萦绕在山上李家村党支部
书记李伟光心头，也坚定了今年大干一
场的信心：“党员干部带头干，村民拧成
一股绳，联合党委把好关，合作社盘活资
源，企业、大户与农民搞好分工，共同团
结在建设更好家乡的征程上，没有理由
不成功。”

党员干部带头干 村民拧成一股绳
——看山东招远市金岭镇如何以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实习生 梁诗旖

近年来，新疆吉木萨尔县积极探索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新途径，有效盘活农村集
体经济资产，不断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济主体，农村集体经
济得到飞速发展。2023 年，全县 57 个村的
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 3600 万元，村集体经
济收入超过百万元的村有 11个，低于 10万
元的村实现了全部清零。

盘活旧资产，巧妙经营增活力

日前，在大有镇大有村里的连排温室
大棚内，人参果枝繁叶茂，植株上挂满了果
实。村民王明德在自家温室大棚种植了 4
亩人参果，作为一种在新疆市场上并不常
见的水果品种，他家种植的人参果不仅在
本地市场很受欢迎，还远销到了乌鲁木齐
等地。

“这一大棚人参果预计亩产 4 吨至 5
吨，每亩能有 4 万元左右的纯收入，今后我
还想再多种上40亩。”王明德告诉记者。

效益如此之好的温室大棚，在过去，
却 一 度 因 为 经 营 不 善 被 闲 置 ，成 了 摆
设。2021 年起，大有村引进企业，对老旧
的大棚进行了修缮，以村经济合作社入
股的形式，盘活 150 座大棚，种植人参果、
羊肚菌、花卉等经济效益高且在市场中
较为紧俏的作物。当年，种植的大棚作

物就开始产生效益。企业和承包户赚到
了钱，村集体也在由企业主导的巧妙经
营中，通过入股分红增加了收入。2023
年，被盘活的大棚已为大有村带来 44 万
元的村集体收入。

无独有偶，北庭镇东二畦村也通过盘
活玉米加工厂厂房的形式，增加了村集体
收入。东二畦村原本计划建设一座玉米
烘干加工厂，但又因缺乏资金购买设备而
未能投产。2023 年，东二畦村引入企业购
买了设备，烘干厂一下子运转了起来，而
且生意火爆。因为资金不足而未开工的
厂子活了，村里也获得了 25.4 万元的分红
收入。

探索新途径，不断找到金点子

日前，位于二工镇董家湾村的吉木萨
尔县西域疆果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炒货生产
线上，工人正忙着生产原味瓜子。随着炒
货机、分选机、筛床、包装机等全自动机器
的运转，生瓜子最终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包
装精美的瓜子礼盒。据介绍，合作社每天
可以生产瓜子成品10吨。

吉木萨尔县西域疆果农业专业合作社
是董家湾村成立的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村集体和村民分别占股 60%和 40%。2023
年，合作社前往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富
蕴县，流转土地种植了 3300 亩地的食用型
向日葵，因为管理得当，亩均产量达到了
230 公斤，仅此一项就为村集体增收 100

万元。
董家湾村并未满足于此。“把种出来的

瓜子卖给炒货商，还不如自己也开一家炒货
厂。”在村“两委”的商讨中，已有办厂经验的
董家湾村村干部碰撞出了金点子。利用100
多万元的援疆项目资金，村里很快买来了生
产线设备。村中有一座800多平方米的配肥
厂厂房，使用率一直不高，于是就作为炒货
厂的厂房利用了起来。2023年12月刚刚开
工，炒货厂就迎来了开门红，接到了首批
1500个春节礼盒订单。

今年年初，东二畦村村集体也通过腌
酸菜，提高了大白菜的附加值。大白菜受
市场供需的影响，有时价格波动会很大。
根据 2022 年白菜 1.1 元/公斤的良好行情，
全北庭镇 2023 年种植了 500 亩大白菜，没
想到却一下子出现了 0.2元/公斤仍然滞销
的情况。在此情况下，东二畦村经济合作
社组织村民腌酸菜，村民搬来家里的腌菜
缸，党员义务劳动，洗缸、洗菜，买来辣椒、
茴香等，让第一批菜很快腌进了缸中。村
民齐心协力，通过口耳相传、发微信朋友圈
的方式，小商贩、小区住户、餐厅厨师都成
了该村的酸菜客户。既增加了村集体收
入，也缓解了村民大白菜的销售问题，村经
济合作社新发展起来的酸菜产业受到了村
民的欢迎。

培育新主体，发展壮大动力足

村经济合作社独资开办或者与其他村

联合开办企业盈利的例子在吉木萨尔县有
很多。2022年5月，二工镇六户地村和头工
街西村、头工街东村、大泉湖村与六户地村
的雪玲合作社共同出资，成立了玉亩良田
农生态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主要提供农业
生产托管、农资销售、农机租赁等服务，效
益一直很好。

六户地村村党支部书记余雷说：“现在
各村基本都完成了高标准农田改造，大家
都需要农资、农机，都需要统一管理，提高
种植效率，那我们几个村就一起办一个企
业，专干这个活。”

在合作社和村办企业的共同努力下，
2023 年六户地村集体收入达到 679.49 万
元，创下了全吉木萨尔县的最高纪录。

为促进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
合作社，以及村办企业的飞速发展，吉木萨
尔县在新疆率先成立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服务中心、村集体资产核算中心、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和农村产权流转中心四
大中心，由县农经中心负责管理，帮助乡镇
各村办理对应的业务。

“2023年，吉木萨尔县农村集体经济收
入总量实现了比上年增长76%。今年，随着
全县农村改革工作的深化推进，各新型经
营主体的活力还将持续释放，村集体经济
还将进一步发展壮大，不断发挥联农带农
的作用，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
的贡献。”吉木萨尔县副县长巴合达提·霍
加合买提说。

新疆吉木萨尔县：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活力涌现

北京市昌平区依托自然资
源禀赋及丰富文旅业态，以春季
出游踏青为契机，串联全区优质
文旅资源，推出赏春花、观民俗、
品美食、玩采摘等春季旅游“大
餐”，近期将举办南口镇“第一届
居庸花海头雁市集”活动，全国
各地特色农产品将在现场展销，
供游客挑选。图为近日，在居庸
关长城脚下，一辆列车从漫山桃
花中鸣笛缓慢驶过。

宋建国 农 民 日 报·中 国
农网记者 芦晓春 摄

新华社海南博鳌3月26日电（记者
赵叶苹 周慧敏）博鳌亚洲论坛 2024 年年
会 3月 26日开始在海南博鳌举行，博鳌亚
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在年会举行的首场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今年年会的主题是

“亚洲与世界：共同的挑战，共同的责
任”。当前全球面临的难题纷繁复杂，只
有国际社会共同迎接挑战，共同肩负责
任，切实加强合作，才能推动世界继续走
上和平与繁荣的轨道。

年会设置了“世界经济”“科技创新”
“社会发展”“国际合作”等板块议题，从不
同领域入手，深入分析当前亚洲与世界面
临的挑战与机遇，探讨世界发展中的共同
利益和共同责任。“共迎挑战”板块则从不
同的嘉宾视角出发，探讨如何加强合作、
共迎挑战，将举行一系列的双边对话会和
企业家圆桌会。

李保东表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世界
各国的共同利益，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的
共同责任。他强调，当前世界经济增速表
现疲软，国际形势变乱交织，自然灾害和
极端天气频发，全球治理需求日益紧迫，
世界发展和安全面临诸多挑战，但世界经
济正在逐步走出疫情的阴霾，科技创新带
来了新的增长动力。希望通过此次年会
的讨论，凝结各方智慧，团结亚洲与世界
的力量，携手向前，攻坚克难，共创未来。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博鳌亚洲
论坛2024年年会为期4天，将有来自6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0 名代表和来自约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100 余名记者参会。
大会设置了包括开幕式、企业家对话会、
分论坛、圆桌会、报告发布会等活动，为各
方展开深入交流、开展广泛合作提供了高
层次对话平台。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举办首场新闻发布会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日前，记者从云南省召开的咖啡产
业现场推进会上获悉，云南目前已有超过
60 万咖农从中受益，人均增收 3000 多元。
这一“土特产”正在迸发出巨大的能量。

写好“土特产”文章，究竟有多大作
用？云南咖啡或许能给你想要的答案。
从出台“咖六条”政策，到打造精品咖啡庄
园，再到聚焦精品率和精深加工率提升，
云南正在将更多咖啡产业增值收益留在
当地、留给咖农。

咖啡已成为了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版
图中的独特存在。从国内看，云南省咖啡
接近130万亩的种植面积，11.36万吨的总
产量，占比均超过全国的 98%，综合产值
418亿元；从国际看，云南咖啡总产量虽只
占全球的 1%，但并不影响雀巢、星巴克等
企业对其的青睐。

2021年以来，云南省持续加大对咖啡
产业的发展支持、投入力度，加快产业集
群建设，全面推进咖啡精深加工，建设精
品咖啡庄园，打造“云咖”品牌，探索不同
的联农带农形式，形成相对稳定的利益联
结方式，目的正是不断做大产业“蛋糕”，
把更多的增值收益分享给咖农。

据悉，咖啡豆精深加工后，价格可达

生咖啡豆的 10 到 20 倍。为此，云南制定
了“咖六条”支持延链补链强链，一些企
业还开发了创意体验、休闲度假等增值
项目。

近几年，普洱市孟连县下功夫提升咖
啡精品率，目前已超过56%，在云南省咖啡
产区遥遥领先，并且依托咖啡庄园推进

“旅游+咖啡”模式，讲好“孟连咖啡”故事，
建成了一条“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
条，创造了 3400 多个就地就近岗位，有效
带动 1.6 万余户 7 万咖农户均年收入 2 万
多元，实现村集体经济年均收入20万元。

在保山市，当地着力在精品率、精深加
工率和延伸产业上做文章，其新寨、比顿、佐
园、高晟、益嘉园、清咖6家企业被认定为“云
南省精品咖啡庄园”，一年多来已累计接待
游客20万人次，旅游收入1.2亿元，带动农户
1.42万人实现稳定增收。同时，推广“村党
支部+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带动咖农5万余人，人均增收4000元。

据了解，2023 年，云南咖啡精品率保
持在20%以上，远高于全球10%的水平，精
深加工率也提高到了54%。云南咖啡产业
行至当下，挖掘了“土”的基础，把住了

“特”的核心，找准了“产”的关键，也就找
对了助农增收的路子。

云 南 咖 啡 让 60 多 万 咖 农 受 益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所主办
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油菜产业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示范”部省联动项目推进会暨

“油菜＋”乡村产业发展现场观摩会，在湖
北省恩施州举行。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中
国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局、湖北省农业农
村厅、华中农业大学、西南大学、恩施州农
业农村局、恩施州农业科学院等相关单位
专家参会。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项目通过
技术研发和集成，形成的“油菜＋”产业发
展模式已成为山区乡村致富的新路径，为
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有力的科技
支撑。

项目负责人、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所
研究员梅德圣介绍，油菜是我国重要的油
料作物，特别是在武陵、秦巴山区有悠久
的种植习惯。项目组以油菜新品种及配
套生产技术为基础，集成油菜多功能开发
利用技术，结合当地地理、人文和科技优
势，大力推广“油菜＋”产业发展模式。培
育“油菜＋”经济，发展油菜花农旅融合产

业，亩增效千元以上；油菜“油蔬两用”技
术亩增收500元以上；开发出的油菜花粉、
油菜硒片等新产品经济效益更是可观。

会议现场观摩的恩施市屯堡乡田凤
坪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所多年持续
帮扶下，大力实施项目集成的“油菜＋”产
业发展模式，打造 2000 多亩峡谷“绝壁花
海”，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以油菜
衍生产业每年可带动村里增收 300 多
万元。

在距田凤坪村80公里外崔家坝镇斑竹
园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所新一轮驻村
帮扶点，通过应用项目集成的品种和技术
集成模式，1000亩“硒滋圆2号”产出的富硒
油菜薹远销武汉等市场，发展为村民利用
冬闲田增收百万元的“香饽饽”产业。恩施
州建始县采用中国农科院油料所选育的

“大地199”等高产高油油蔬两用新品种，进
行了“一菜两用”多功能开发模式示范应
用，实现了油菜与高粱、玉米、大豆、烟叶等
多种作物周年高值高效生产，全县油菜生
产新增经济效益2400多万元。

湖北恩施州：

“油菜＋”经济成为山区致富新路径

本报讯（张岩岩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刘伟林）连日来，邮储银行鸡西市分
行领导干部带头，走访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了解他们的资
金需求，帮助解决融资难题，全面支持春
耕备耕。目前，已走访辖内400余个村屯，
建立信用村 369 个，信用户 1.4 万户，放款
5.3亿元。

该行通过整村推进，全面开展信用户、
信用村信息采集和主动评级授信，实现线
上信息采集、系统自动审批、线上支用等数
字化金融服务，进一步扩大农村信用体系
建设覆盖面，增强金融服务的便捷便利。

据悉，许多农户卖完粮都开始计划以
后的生产，黑龙江省密山市太平乡种植户
迟慧说：“村里好的土地种植大户都盯着
呢，现在就得交订金了，晚了就包不上了，
贷款越快越好，邮储银行这种当天就能授

信下款的贷款太方便了，粮食没卖也有钱
交地租，解决了我的大难题。”

此外，该行大力支持农垦地区农户农业
生产的各类资金需求，2023年累计放款10.3
亿元，服务农垦地区农户3500多户。该行推
出的“农垦极速贷”“农垦产业贷”2款线上产
品，最高额度200万元，能够满足大部分种植
户的资金需求，根据客户土地种植亩数，自
动测算贷款额度，手续简便，线上审批，线上
放款，大大提高了贷款的办理效率。

种植大户魏宝财成功申请到99万元农
户贷款，用于缴纳土地流转费和购买农资，
能够一次备齐备耕资金。他说：“我想再多
承包一些地，资金上还是有些紧张的，正好
邮储银行来我们农场走访了解资金需求，
全程使用手机操作，一会儿资金就到账了，
现在有了这笔贷款，土地流转费、农资化肥
的订金也都能交上了，真是及时雨啊。”

邮储银行鸡西市分行：

金融支农助春耕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