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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海彬 马佳 本报记者 郝凌峰 文/图

寓意“成就成功、安康平安”的成安县，始建于春秋，得名于北
齐。成安县位于河北省南部，紧邻邯郸市主城区，境域面积 481.5
平方公里，辖5镇4乡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人口46万。

成安县在 2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众多的历史名人，
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编注《礼记》的戴德、戴圣叔侄出生于成
安；佛教禅宗二祖、中国禅宗第一人慧可曾在这里讲经说法并圆
寂于此，留下二祖寺、匡教寺等大量的人文景观；宋代名相寇准曾
在成安任县令3年。

成安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农业资源丰富，素有“冀南棉海”
之美誉。近年来，成安县通过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围绕“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坚定不
移强农业、美农村、富农民，补齐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弱项，努力实
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持续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走出了一条发展特色农业，繁荣农村经济的成功之路，乡村振兴
迸发出勃勃生机。

成安县委书记薛洪志说：“我们在加快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新
成安中，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着力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村环境、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全县的农
业农村全面转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产业兴农拓宽致富路

成安县通过大力实施“产业富农、品牌兴业”战略和“强乡富
村”工程，大力发展高效农业、特色农业，促进粮棉、果蔬、养殖规
模化、产业化发展，积极探索都市型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等新型业
态，积极推进传统农业结构调整升级，努力打造国家和省市农产
品品牌，让全县农民走上了一条特色农业增收路。

成安县属国家粮食主产区，素有“北方粮仓”“冀南棉海”之美
誉。该县发挥农业大县的作用，在粮棉生产方面，按照“稳面积、
提单产、增效益”的发展思路，着力落实惠农政策，统一优良品种，
推广轻型简化高效栽培、病虫害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等节本
增效技术，使农业生产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预
测与防控能力增强，粮棉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有所
提升，巩固了“粮棉生产大县”的优势地位，粮食生产稳中有增。
全县粮棉种植面积（复种）达 78万亩。其中，小麦播种面积 32万
亩，平均单产 503公斤左右；玉米播种面积 22万亩，平均亩产 570
公斤；棉花播种面积15万亩，皮棉平均亩产100公斤。

该县率先建成了“吨粮县”，先后被评为全国棉花生产百强
县、全国优质棉基地县、全国蔬菜产业重点县、全国全程机械化示
范县，并被确定为全国主要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在特色农业种植发展上，该县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
发展格局，持续加大特色农业的种植。该县草莓种植已有36年的
历史，特有的地形地貌，肥沃的潮褐土，丰富优质的地下水，良好
的生态环境以及完善的技术推广体系，成就了草莓独特的优良品
质和特征，草莓产业已成为全县主导产业之一。

该县草莓苗木组培中心，年可繁育优质草莓苗 60万株，全县
种植草莓面积达 3万余亩，草莓种植农户 3万余户，年产鲜果 7万
余吨，产值实现 3.66亿元。全县建成草莓销售市场 10余个，产品
销往北京、上海、天津等各大城市，速冻草莓远销美国、澳大利亚
和欧洲各国。该县被原河北省农业厅命名为“河北草莓之乡”，

“成安草莓”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成安县还大力推广其他特色产业。全县共有现代农业园区

12家，其中省级园区2家、市级园区5家、县级园区3家。主要以草
莓、果蔬、黄秋葵等特色种植为主导产业，年产值达 6亿元。各园
区农产品产业加工链条完整，种植设施现代化，应用技术先进，绿
色管控有力，其中葡萄、草莓、韭菜、扁豆、黄瓜、丝瓜、樱桃等25个
品种获得了“三品一标”认证证书。

蔬菜产业结构得到调整，该县把蔬菜产业作为加快农业结构
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突破口，不断提升科技含量，引进新技术、
新品种，生产效益显著增加，生产面积不断扩大，并着力推进基地
规模化、栽培设施化、生产标准化、品种特色化、产品绿色化、服务
社会化、经营产业化的集约发展。全县蔬菜种植面积 19万亩，总
产 79万吨。先后建成蔬菜产业基地 20余家，成安县原野蔬菜花
卉有限公司晋升为国家级蔬菜标准示范园，河北省春棵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邯郸市三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 5家企业被评为省级
蔬菜标准示范园，打造了“琅玉”“乾翔盛菇”“三信”“冀思源”“鑫
谷雨”“邯成”“玉豪胜菇”等14个蔬菜品牌。

宜居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成安县围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水平，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三年整治行动，特别是今年以来，以打造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全域示范县为契机，统筹推进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
容村貌“四项重点”任务，农村面貌得到显著改善。

在垃圾治理上，该县积极探索创新机制，以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将全县行政区域内所有乡、镇、村和省道、国道、县道，以及

高铁沿线等所有区域的清扫保洁、洒水降尘、生活垃圾收集清运
等，全部交由成都三创公司进行管理，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垃圾处
理全域覆盖。目前，全县各乡村全部建立了“四有”保洁长效机
制，即有管理机构、有工作制度、有保洁队伍、有配套设施，共配备
保洁员1200余人、垃圾箱（桶）2万余个、保洁车900余辆。

在污水治理上，该县坚持试点先行、因地制宜、因村而异，积
极推进污水处理，有效解决污水乱排乱倒问题。目前，已完成120
个村污水处理，其中，22个村庄接入污水管网，纳入集中处理；8个
村铺设污水管网，建设了小型污水处理站；90个村通过“排水沟
槽+坑塘简易处理”的方式进行有效管控。

在改厕工作上，该县按照“规划先行、统筹协调、分类指导、重
点突破、精心实施”的原则，深入推进农村厕所改造，累计完成改
厕7万余座，主要类型为双瓮式无害化卫生厕所。2019年，县财政
专项列支 2000万元用于厕所改造，严格按照设计、招标、施工、验
收“四统一”工作流程，全力推进实施。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市
定改厕任务2.8万座，全县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5%以上。

在村容村貌上，该县坚持高起点谋划、大力度投入、严要求推
进，累计投入资金4亿元，出动作业车辆1.4万辆次，发动劳力6.6万
人次，共拆除违章建筑500余处，整治大小坑塘500余个，清理残垣
断壁 1000余处，清除垃圾杂物 10万余方，硬化路面路肩 4万平方
米，110个村对清理后的坑塘建设了小菜园、小果园、小游园，农村
面貌焕然一新。

在绿色农业发展上，该县成立了化肥减量增效工作领导小
组，深入宣传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并成立专家技术团队，就化肥减
量增效进行技术集成创新、模式创新，降低亩均化肥用量。同时，
该县还通过精准预警、精准用药、减量节药、推广应用先进植保药
械和绿色防控技术等方式，降低实现亩均农药使用量。该县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农膜回收率分别超过
了 80%、98%和 88.7%。通过推广节水抗旱品种和节水技术，灌溉
用水、化肥、农药使用总量进一步下降，全县农业废弃物基本实现
了资源化利用，生态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

科技助农提高生产效率

农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农业机械化是转变农业发展方
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
撑。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成安县把农业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农业，提
升农业竞争力，在全县积极推广农作物全程机械化作业。在生产
过程中，通过农机合作社或种粮大户的推广使用，生产效率大幅
度提高，省力、省工、降成本方面尤为突出。

耕、种、收环节机械化率得到巩固，其它薄弱环节得到了加强
与提高，采用喷灌技术，用水量从亩50-60立方米下降到20-30立
方米，亩用工费从50元下降到20元。

免耕播种技术的推广应用，有效清除水沟畦埂，节省土地
5%-10%；采用高效植保作业在减少常规用药量 20%情况下，农药
利用率在 50%-60%，高于人工手动喷雾器的 20%-30%，作业效率
提高 80倍以上。全程机械化成果已得到广大种植户的高度认可
并得以广泛应用。

为提升农业机械化普及率，该县在补贴政策上加大扶持力
度。今年争取农机购置补贴资金1415万元，补贴机具634台（套），
争取深松作业面积 12万亩，并不断加快农业机械化科技创新，积
极提高全县农业的发展水平。

在河北省小麦收割工作中，河北省第一镰开机仪式连续 7年
在成安召开。今年，该县机收工作以“互联网+农机服务”信息管
理为抓手，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质量，立足农机信息化，创建
农机直通车信息平台，确保小麦机播、机收水平达99%，玉米机播、
机收水平达到95%；全县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达90%。

截至2019年10月，全县农机总动力达到69万千瓦，粮食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90%以上，农机化呈现出良好的发
展态势，全程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被评为“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政策扶农增加收入

成安县通过创新农村治理机制，深入实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让广大农民群众享受政策红利。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围着百姓转。成安县致力于让群众
尽快享受改革成果，通过大力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颁证，把所有
农户的家庭承包合同进行捋顺完善。为规范农村承包地经营权
市场交易，该县注册成立了“成安县农村产权交易有限公司”的国
有独资公司，交易中心设在县政务服务中心，为集中有效的土地
流转提供政策咨询和交易服务。目前，该县按照“依法、自愿、有
偿”的原则，全县土地流转达20.9万亩，流转率达40.5%，进一步激
活了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市场。

清产核资基本完成。该县着力于推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
改革，先后完成了农村集体成员身份认定、清产核资等工作，各个
村的集体资产所有权全部确权到各自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

所有村的清产核资数据已准确完整地录入到清产核资管理系统，
完成了各村清产核资数据的审核、校验及上报。全县所有村庄成
立了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新成立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在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上发挥重要作用。

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壮大。成安县积极探索多种发展途径，深
入实施了“消零消薄”攻坚战，组织开展了“百企结百村”行动，不
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该县建立了涉农部门沟通联动机制，
积极探索“党建+特色产业”机制，加强对农村干部的教育培训、指
导帮扶，组织乡镇主管领导和村支部书记到外地参观学习，促使
广大乡村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该县结合农村当前实际情况，提
出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十条路径”，为富民强村和新农村建
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百企结百村”帮助村集体提高收入。为进一步加大扶持力
度，该县坚持“可行可靠、稳定持续”的理念，大力开展“百企结百
村”行动，选取100家企业和100个村结成帮扶对子，通过带思想、
带信息、带项目、带市场、带技术等多种途径，帮助农村壮大集体
经济，帮助农民拓宽致富门路。行动开展以来，企业累计投入帮
扶资金 1730万元，提供帮扶项目 230个，培训贫困群众 13500人。
通过切实有效的手段，在 2018年底，该县农村集体收入 5万元以
上村达到了 68%以上。今年，该县制定了 2019-2022年扶持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规划方案，开展集体经济“消薄”工程，力争通过4年
时间，基本消灭集体经济薄弱村。目前，全县87个集体经济收入5
万元以下薄弱村，已完成了48个村的消薄任务。全县集体经济收
入超5万元村达到200个，占全县总村数的84%。

为让农民群众得到最真切的实惠，该县还在农业产业特色化
上下功夫。随着观光农业的迅猛发展，成安县大力发展乡村游、
农家乐等集休闲、采摘、娱乐为一体的农业观光旅游业，着力培育
以草莓花卉蔬菜种植采摘、农业生态和红色文化观光旅游为主题
的田园综合体，把乡村游、农家乐培育成当地农民经济收入的新
增长点，通过“村集体合作社+村民入股”的形式，使越来越多的农
民走上了致富路，打出了一张绿色名片。目前，成安县组建各类
农民专业合作社106家，凭借特色种植，建成各类生态休闲观光农
业园 20余家，总产值达 10亿元，成为当地 4万多农民增收致富的
有效途径。成安县曲村农宅休闲观光旅游合作社等5家股份合作
制经济组织被评为河北省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发展示范组织，该
县也被评为河北省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发展示范县。

安全促农打造放心农产品

为提高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城乡居民的饮食安
全，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该县以开展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创建为契机，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建设，确保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突出源头治理。一是加大力度推行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全

面落实农业投入品禁限用制度；二是多部门协同联动进行市场
监督，加强农药、兽药、饲料、种子市场准入门槛，严格经营许可
和登记管理制度；三是直接到场、到户实施“瘦肉精”、农残、兽残
检测，避免劣质农业投入品进入市场；四是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全面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大力推广实施
农药化肥减量控害增效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化肥、农药使用。
开展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试验示范，多措施开展农膜回收，减少土
壤污染；五是以技术推广体系为依托，加快推广高效低毒农兽药
实用技术，普及测土配方施肥，加强秸秆还田、水肥一体化和新
型肥料应用技术，做到科学精准施肥，切实减少化肥用量和肥料
流失。

提升监管检测能力。为提升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能力，
投资300余万元建成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配备180套检测
设备。目前，全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已通过“双认证”，
具备检测蔬菜和水果类 15项农药残留检验检测参数的能力。依
托县农业农村局，建立 3个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配备了
239名村级协管员，确保每个行政村至少一名协管员，建立了县、
乡、村三级监管检测网络，实现县域内农产品监管检测全覆盖。

健全质量管控措施。农业园区、基地、标准园依据绿色、有机
农产品生产技术标准和质量管理制度，建立与产品相配套的质量
管理手册、操作规程、技术方案等技术文件，并全程实施按标生
产。规模以上生产主体按照统一产品标准、统一检测方法、统一
管理措施、统一施肥、统一用药“五统一”的农业标准化生产管理
措施进行生产。截至目前，全县绿色食品认证3个，有机食品认证
8个，认证国家级地理标志农产品1个。

提升农安监管能力。一是继续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充实监管
人员，加强业务知识培训，明确岗位职责；二是不断提升检测能
力，定期对检测人员进行业务知识培训，打造一支业务精通、作风
过硬的检测队伍；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全方位、多角度进行宣传，
大力营造人人关心、人人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社会氛围。

风正好发力，惠农正当时。成安县将继续抓好壮大农业产
业、促进农村改革、治理乡村环境、促进乡村旅游等，助推乡村实
现全面振兴。

成安种植草莓面积达成安种植草莓面积达33万余亩万余亩，，年产鲜果年产鲜果77万余吨万余吨。。

河北小麦第一镰开镰仪式河北小麦第一镰开镰仪式。。

河北成安：凝聚磅礴力量 助推新时代乡村振兴

成安蔬菜种植面积达成安蔬菜种植面积达1919万亩万亩，，总产约总产约7979万吨万吨。。

成安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安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面貌得到显著改善农村面貌得到显著改善。。

成安在全县积极推广农作物全程机械化作业成安在全县积极推广农作物全程机械化作业。。

成安棉花播种面积达15万亩，素有“冀南棉海”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