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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祖爽 文/图

盛夏时节，沿着广东省博罗县柏塘
镇小洞村入村的柏油路一路前行，约 10
分钟后，一幅诗意盎然的山水画卷出现
在眼前，一座现代设计感与自然风格完
美融合的民宿掩映在绿树间，穿过民宿
前的林间栈道，满目苍翠的草坪绿地让
人心旷神怡，与远处的山峦相映成趣。
池塘边，家长和孩子们搭起幕布帐篷，笑
声此起彼伏……

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
芜，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常住人口只有
200 人的小村庄通过整合零散资源、盘活
存量资产，村集体经济收入由 3万多元增
长至如今的112万元。

通过创新模式、因村制宜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的案例在博罗县比比皆
是。位于福田镇的百年古村落徐田村引
入社会力量支持，进一步挖掘和传承古
村落文化，通过文旅融合让徐田古村焕
发新生机；而石坝镇乌坭湖村通过大力
发展三黄胡须鸡养殖产业，在当地龙头
企业的带动下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带动
农户致富。

博罗县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该县全
力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2023年已实
现9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超1000万元，48个
村超100万元，300个村突破20万元，全县
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4.12亿元。近日，
记者前往博罗县多个村庄，探索其联农带
农、壮大村集体经济背后的故事。

让闲置资源“活”起来

柏油村道平坦干净、特色墙绘栩栩如
生、古建筑群游人如织……罗浮山下，徐
田河畔，山清水秀的徐田村正在成为社交
媒体上的新晋文旅打卡点。这座有着300
余年历史的古村曾经一度空心化，如今却
焕发新生。

从空心村到典型村，得益于博罗县和
福田镇把徐田村作为罗浮山下的特色文
旅典型村打造。“徐田村名气比较大的就
是客家围屋风格的古建筑，有五经魁、四
德堂以及徐兆麟故居等，300 多年间培育
出了 17位武官。福田镇虽然有很多村都
还保留着这些古建筑，但是徐田村的古建
筑群是现状保存较好，规模较大，而且历
史底蕴比较厚重的。”副镇长梁保军介绍。

不过，历经岁月变迁，仍有一些建筑
出现破败和坍塌的情况。与此同时，由于
背靠经济较为发达的新圩镇，很多村民都
选择了外出打工，村里出现了空心化的情
况，这一度愁坏了梁保军。

为了让资源“活”起来，为村集体和村

民增加一份收入，徐田村与泰康集团开展
村企合作，投入了 600多万元对古建筑进
行修缮和再利用。“你看，这就是维修时在
屋顶青砖缝间发现的！”梁保军指着现场
展示的两份宣纸手抄笔墨房契说。五经
魁经过修缮，已经成为乡村文化“博物
馆”，每年吸引不少人前来参观，带动了乡
村旅游和农家乐等业态发展。

与此同时，徐田村又引进了罗浮山经
营公司，双方以民房盘活租赁等形式合作
开发民宿项目，探索“政府引导+集体为
主+企业运营”的整村经营模式。徐田村
委整合兰门小组的闲置房屋后，上述公司
在镇交易平台统一租用，房屋被改造成罗
浮山下·兰门村精品民宿，每年给徐田村
交付租金16万元。

而在小洞村，无人居住的民房同样也
被盘活。“全村有 7 个村民小组 268 户共
1090 人，但常住人口只有 200 人，且都是
老人和儿童，有一些农房无人居住。2021
年，我们村引入了悠居·谷也民宿，民宿经
营方租赁了闲置农房进行改造，闲置资源
的盘活给农民带来了流转租金、固定分
红、入股分红等多种收益。”小洞村党支部
书记练惠衡表示。

悠居·谷也民宿店长姚江南告诉记
者，民宿共 16 间房，除了可以住宿外，还
可进行亲子娱乐、烧烤露营等活动，暑假
期间一房难求，客单价在1000元以上。

让特色产业强起来

不同于徐田村和小洞村，乌坭湖村壮
大村集体经济依靠的是发展当地特色产
业——三黄胡须鸡养殖业。

三黄胡须鸡因其嘴黄、脚黄、毛黄、颔
下有须而得名，肉质嫩滑不腻、皮脆适口，
味道鲜美。乌坭湖村养鸡历史悠久，当地
山地林地广沃，可以为三黄胡须鸡生长提
供自然生态的山野环境。近年来，乌坭湖
村开始走规模化、集约化养殖道路，构建

“龙头企业牵头，家庭农场和农户参与”的
机制，不仅实现产业发展联农带农，还带
动了村集体经济的增长。

“我们镇里有 6 家农业产业化省级
龙头企业，其中 4 家是我们村里‘养’出
来的！4 家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年
出栏鸡 1600 多万羽，三黄胡须鸡养殖产
业年产值达 6.8 亿元，带动农户 3000 多
户。”乌坭湖村党总支书记黄文辉自豪
地说。

博罗县石坝乌坭湖思源养殖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思源公司”）就是村里“养”
出来的企业之一，董事长黄文祥从事三黄
胡须鸡养殖已 30 余年。2020 年，思源公
司与省农科院合作，加强科技孵化养殖，
从种苗开始提升三黄胡须鸡的品质。

走进思源公司的种鸡室，公鸡高亢的
打鸣声和母鸡的“咯咯哒”声此起彼伏。

“我们要先进行配种，产下的种蛋经雾化
消毒后进入孵化室，需要经过 21 天才可
孵化出鸡苗。”思源公司技术总监郑桂平
娓娓道来。

孵化出的鸡苗被送到疫苗室，在这里
完成鸡苗断喙、注射疫苗等工作。“这是我
们花了 30 万元购买的全自动疫苗机，现
在给鸡苗注射疫苗已经基本实现自动
化。”郑桂平表示。完成上述工序后，成箱
的鸡苗被送上运输车，送到农户手中进行

后续养殖工作。
“这些企业的创办人，都是乌坭湖村

的养鸡能手，不断扩大养殖规模，最后发
展成公司。”黄文辉介绍，这些公司“产自”
乌坭湖村、总部在乌坭湖村，真正实现事
业从村里走出去、产业扎在村里头。如
今，乌坭湖村已是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
村，三黄胡须鸡已成为该村的一张“金名
片”。产业发展也壮大了村集体“钱袋
子”，2023 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约 51 万
元，预计今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可达 60
万元。

让农民钱包鼓起来

在进一步带动村集体经济迅速壮大
的同时，博罗县各村也在持续健全联农带
农利益联结机制，积极探索助农增收致富
新路径。

在乌坭湖村，随处可见的除了大大小
小的养鸡棚，还有拔地而起的一座座小洋
楼。“我们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其中
比较常见的一种模式是夫妻俩经营家庭
农场，流转村里的山地养鸡，两个人可以
管2万~3万只鸡。除此之外，一些养殖大
户也逐步扩大规模，建起养殖场，可以养
10万~30万只鸡。”黄文辉介绍。

“我和老伴以 200元一亩的价格租了
村里的山地养鸡。鸡苗由思源公司提
供，每只鸡苗 3.8 元。因为我们村本来就
有养鸡的传统，所以管理起来也不难，每
天去鸡棚喂两次饲料，还要定期观察鸡
有没有生病。”乌坭湖村村民老吴是经验
丰富的“养鸡好手”，靠着养殖三黄胡须
鸡，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还盖起了二层
小楼。

在小洞村的村委会门口，挂着 5 块
合作社的牌子。“除了成立小洞村经济发
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外，我们还分别成立
了乡村劳务、置业、资源开发服务和旅游
4个农民合作社。流转土地租金、合作社
入股分红、村企合作收入提取利润分红，
村民多了三笔收入，参与集体经济组织
改革动力足、积极性高。同时，小洞村把
引入的项目建设和运营创造的就业岗位
留给农民。”练惠衡表示。

源源不断的游客不仅带旺了相关产
业，也为徐田村的村民创造了更多就业
岗位。梁保军告诉记者，以民宿为例，目
前民宿的工作人员有 70%是周边的村
民，除了设置服务性岗位，采摘园还聘请
农民种植蔬菜，每个月工资为 4000 元。
该民宿还计划将当地农耕特色体验式场
景与农特产品结合，在旅游路线上设置
绿色超市，打通徐田村特色农产品的产
销渠道。

挖掘乡土资源 做强特色经济
——广东博罗县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探析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图为思源公司工人在进行“照蛋”工作，检查是否有坏蛋、空蛋。

□□ 高长安 康岳

7 月 23 日上午，河北省涿州市林屯
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中心建设现场，
机械轰鸣，工人正紧张作业。据涿州
市供销合作社理事会主任马浩介绍，
该服务中心是涿州市创新供销合作社
与农民合作社融合发展的重点项目，
由林屯供销合作社利用闲置大院吸纳
涿州市金三农农业技术专业社入社，
项目占地 10 亩，建筑面积 3700 平方
米，预计 9 月底完工并投入使用。该服
务中心建成后将逐步在涿州市对接农
业示范园区、家庭农场、农户，开展农
资直采直供、农机代耕代种、统防统
治、配方施肥、储运加工、粮食购销等
单环节、多环节及全程化土地托管服
务，加快构建综合性、规模化、可持续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近年来，涿州市大力推进供销合作
社与农民合作社“两社融合”发展，不断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该市供销合作社
立足当地实际，多举措支持领办创办农
民合作社，通过政策引领、产业带动、品
牌培育等方式，领办创办各类农民合作
社 111家，引导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增
强市场竞争和服务带动能力，带动小农
户融入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创建国家
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3 家，省级农民合
作社示范社 3 家，保定市级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 11 家，发展社（会）员 6000 余人，
辐射带动农户 1.8 万人，助农增收 8000
万元。

围绕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好
地”等问题，涿州市供销合作社结合当
地区域产业，积极推进“两社融合”发
展，组织当地基层供销合作社与农民合
作社开展“两社融合”，整合 235 台套各
类农机设备及各自优势资源，组建了区
域服务联盟，沿 107 国道和京白路沿线
打造了以土地托管、农资供应、配方施
肥、农机服务、农技推广为主业的两个
基层组织建设示范区，为农业产业示范
园区、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户等提
供土地托管、统防统治、农资供应、配方
施肥、农机服务等社会化服务，推动了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目前该市采取“基层供销合作社+
农民合作社+村两委+农户”的形式，
已开展玉米种植托管服务 5500 亩。去
年当地发生洪水灾害后，在“两社融
合”发展的机制基础上，快速调动 30 余
台大型农机设备在受灾乡镇街道开展
秸秆粉碎、土地深翻、旋耕作业 3.39 万
亩次，组织农民积极开展灾后复耕补
种，最大限度降低因灾损失。今年上
半年，涿州市供销合作社全系统农业
社会化服务面积达 45.24 万亩次，化肥
供应 1.23 万吨，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坚
强保障。

河北涿州市

“两社融合”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开新局

□□ 钟伟民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阮蓓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北部
的苍梧县沙头镇，是广西荔枝适栽区最
北缘地带，如今已迎来荔枝成熟期，因
其比广东、广西荔枝主产区迟熟 10～15
天，上市具有时序优势。“目前成熟的主
要有禾荔、桂味、鸡嘴荔、情人荔、仙进
奉、岭丰糯等 10 多个品种，早在两个月
前就被订购一空，主要销往广东、北京、
上海、浙江等地。”横江村股份经济合作
联合社负责人说。

近年来，苍梧县积极打造特色产业，
把迟熟荔枝种植作为带动经济的重要产
业之一，加快推进荔枝产业规模化、标准
化、绿色化、品牌化建设，着力抓好荔枝

“改低创高”工程，推广高接换种优质荔

枝基地 5000多亩，全县迟熟荔枝种植面
积达到 2.1 万亩，预期产值达到 2.4 亿
元。通过优化荔枝品种结构，提升荔枝
果品质量，打造生态荔枝基地，“苍梧沙
头迟熟荔枝”成功获评自治区四星级现
代农业示范区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同
时，该县积极推进生态休闲观光农业和
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聚力打好产业、科
技、品牌、文旅“四张牌”，通过举办荔枝
文化周、荔枝电商节，开展乡村游、采摘
游等活动，拓展荔枝产业链。

据苍梧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由于受去年暖冬低温天气不足、今春
开花期降雨偏多、荔枝“大小年”等诸多
因素影响，今年荔枝属于低产年，预计产
量 3700多吨。与此同时，荔枝价格较往
年提升了约 3倍，全县荔枝减产不减收，
带动果农增收3000元以上。

广西苍梧县

迟熟荔枝走俏市场 农户减产不减收

□□ 桂榕岭 滕佳洁 文/图

夏日里，走进河南省潢川县谈店乡
湘豫种植农场，只见碧绿的白玉丝瓜叶
生机盎然，黄灿灿的丝瓜花开得正艳，一
根根鲜嫩的丝瓜悬挂在枝丫上，散发着
香甜的气息。

“今年初次尝试种植，没想到迎来了
如此喜人的收益，销路完全不成问题，我
计划明年扩大种植规模。”谈店乡万营村
的白玉丝瓜种植户李士松满心欢喜地说。

白玉丝瓜，因其烹煮后色泽洁白如
玉而得名，眼下正是丝瓜收获上市的季
节，李士松经营的 20 余亩土地上，每日
产出约 400公斤的白玉丝瓜。这些新鲜
采摘、精心打包的丝瓜随即被迅速运往
长沙、株洲及广东省等地售卖，无须离开
地头便被抢购一空，20 亩白玉丝瓜今年
预计能增收20万元。

“目前，我们已带动谈店乡、隆古乡、
伞陂镇共 50 多家种植户，种植面积达
300 余亩。”湘豫种植农场的负责人徐德
见介绍，他不仅作为收购商活跃其中，还
亲自担任种植户的技术顾问。

“我们一小时工资是 12 块钱，一天
能挣百十块钱，够俺花了。”湘豫种植农
场的工人徐大姐笑着说。

下一步，谈店乡将继续扩大白玉丝
瓜种植面积，让农民既可以获得土地租

金，又能在发展特色产业中获得收入，真
正实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白玉丝瓜种植只是潢川县特色农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

潢川县是传统农业大县，素有“豫南
小苏州”“鱼米之乡”之称。近年来，潢川
县聚焦优势产业，坚持以“链式思维”抓
全产业链建设，形成了以优质稻米为主
导，水产、花木、畜禽等为特色的“1+3+
N”农业产业化体系，走出了独具特色的
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

做强“一只鸭”，依托华英农业这一
龙头企业，形成了集种鸭养殖孵化、商品
鸭养殖屠宰加工、饲料生产、熟食生产、
羽绒及羽绒制品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产
业链。

做优“一粒米”，糯米粉产业以黄国
粮业等企业为龙头，发展集稻米种植加
工、科研、贸易以及综合利用为一体的全
产业链。

做红“一尾虾”，小龙虾养殖从最初
的不足 2万亩，迅速发展到 38.2万亩，年
产值 41亿元。小龙虾产业形成了产销、
精深加工到出口创汇的全产业链，市场
规模在全省名列前茅。

这些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为
当地农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和增收
渠道，也为潢川县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活力。

河南潢川县

特色种养业蓬勃发展

图为农户采摘白玉丝瓜。

（上接第一版）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首次提
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而发
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和重要着力点，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
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核心要素。

东港市孤山镇大鹿岛被称为“中国北
方夏威夷”，这些年大鹿岛始终坚持可持续
发展。大鹿岛海域主要用于杂色蛤养殖，
为推动特色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大鹿岛
村与辽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大连海洋
大学成立“辽宁杂色蛤产业科技创新联
盟”，联合攻克杂色蛤苗种孵化及养殖中的
关键共性问题。

大鹿岛村党委书记张宗义告诉记者：
“在科技专家的支持下，蛤仔从育苗到收获
的全程机械化增养殖技术已经实现，生产成
本大大降低、产品质量快速提升，对滩涂影
响明显减小，在保护海岛生态环境的同时也
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

在鞍山的中国禾道君子兰花卉产业园，
一株小小君子兰发展成一个大产业，让记者
见识到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农业的推动作
用。园区将科技支撑作为园区发展的首要
因素，与省农业科学院合作建成新品种研发
中心，研发君子兰新品种、君子兰花茶等。
目前正在规划筹建现代农业技术研究推广
中心和君子兰育苗中心，以君子兰为点，以
点扩面促进成果快速转化和产业化。

目前，鞍山君子兰发展面积、种植规模、
种植档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均
居全国之首。鞍山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君子
兰产业基地，鞍山君子兰不仅成为一张亮丽
名片，更是鞍山花农勤劳致富的“摇钱树”、
幸福花。

辽宁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驱
动。辽宁省科技厅副厅长杨辉向记者介绍，
辽宁锚定打造重大技术创新策源地总目标，

以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
心为抓手，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
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开辟新
领域新赛道、培育发展新动能，构建具有辽
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把辽宁科
教资源的优势转化为振兴发展的胜势，以新
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铸好“大国重器”，扛牢“五大安全”

作为我国重要工业基地，辽宁拥有一批
事关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
业。不仅是第一艘国产航母、航母舰载机、
跨音速风动主压缩机等“大国重器”的诞生
地，在高端装备、新能源、集成电路装备等领
域攻克一批“卡脖子”难题，“国和一号”屏蔽
电机主泵、“太行 110”重型燃气轮机等一大
批大国重器在辽宁相继问世。

在大连船舶重工集团的一个船坞内，记
者看到正在建造的首艘大型 LNG 运输船，
该船货舱总舱容17.5万立方米，一次满载运
输量能满足整个大连市一个半月的使用需
求，是世界上最主流的船型，可以停靠全球
绝大多数的大型 LNG 岸站，具有极佳的适
港性和船岸兼容性。

航空母舰、大型LNG运输船、豪华邮轮
被称为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这座大
坞已经见证了我国的第一艘航母和第一艘
国产航母的诞生，大型 LNG 运输船是其孕
育的第二颗明珠。

辽宁拥有众多优势战略资源，在党和国
家战略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在东北振
兴中举足轻重。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9
月 28日于沈阳召开的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
谈会上和 2023 年 9 月 7 日在哈尔滨召开的
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赋予东
北、辽宁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
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重要使命，强调
要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

在辽宁营口港记者看到，为保证“北粮
南运”的通畅，港口建设了专门运输粮食的

粮食码头。东北地区产粮占全国 1/5以上，
调出量占 1/3 以上，为确保粮食安全、端牢

“中国饭碗”作出很大贡献。然而“北粮南
运”最大的瓶颈就是运输难题，特别是一到
新粮上市，作为是距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四
盟最近的出海口，大量粮食运到营口港。为
此营口港挖潜扩容，增加港口中转库房储存
能力，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辽港控股（营口）有限公司粮食分公司
副总经理王树军告诉记者，港口将不断完善
集疏运体系，提高生产效率和作业质量，构
建一个良好的粮食贸易环境，以更高的政治
站位、更细致高效的工作去服务“北粮南运”
国家战略，确保南北粮食大通道的顺畅。

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上，辽宁具备明
显的优势和坚实的基础。一个个维护“五大
安全”的生动实践，诠释了全省上下坚决扛
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要使命，真抓实
干、锐意进取，以更大担当和作为，一步一个
脚印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擘画的全面
振兴蓝图变为现实。

培育新兴战略产业，增强发
展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
振兴座谈会上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
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增强发展新动能。”辽宁省委、省政府认真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推进科
技创新，做优做强实体经济。

光伏板已经成为中国出口的“新三样”
之一，殊不知光伏企业所用的生产线很大一
部分来自名不见经传的营口金辰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全国光伏组件设备的30%由它生
产。这家生产光伏电池装备的“小巨人”企
业，自主研发的高端智能装备广泛应用于新
能源、新材料行业，在光伏高效电池等领域
具有先发优势，产品备受国际市场青睐。

同处营口的康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的超薄“薄膜”新材料产品的厚度为4.5
微米，还不到头发丝直径的 1/10，却具备厚
度均匀性好、平整度高、强度大以及热转印
效果好等特点，广泛应用于电子、包装、医
疗、建筑等领域。

公司集聚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布局功能
性膜材料、高性能工程塑料、生物可降解材
料和锂电池隔膜四大种类业务图景，各项产
能规模位居行业前列。康辉公司总经理刘
建向记者介绍，公司瞄准国家产业升级需要
和高端新材料“卡脖子”领域突破瓶颈，超薄
薄膜等多项产品打破国外垄断，实现了国产
替代。

历时 10 年，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
司自主研发的二代长效促红素完成了Ⅲ期
临床试验，临床结果证实二代促红素实现了
长效作用，将每周三次的治疗周期调整为每
两周一次。目前三生制药在研品种 28 个，
近一半属国家1类新药。

三生制药正在沈阳投资建设北方药谷
德生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园，旨在发展以现代
生物药产业化为龙头，集生物制药、精准治
疗、生物制药原材料、生物技术药物孵化器
和高端生物工程装备于一体的产业集群形
式的五大基地，成为整个北方乃至全国的生
物医药产业重镇。

辽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集群，重点发展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集成电路装备、生物医药和先进医疗装备、
新能源等 10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立
由省领导牵头、省直部门推进的工作机制，
集群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

辽宁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母久深表示，
下一步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
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
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全力以赴
抓落实，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实现全面
振兴新突破蓄势增能，为打好打赢攻坚之年
攻坚之战提供有力支撑。

担当“国之重任”重振辽宁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