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胡立刚 见习记者 黄熙春

11月20日，为期三天的第十八届江苏名特优
农产品（上海）交易会在上海市农业展览馆开幕，
除了展示展销350家农产品企业带来的15大类千
余种独具江苏特色的名特优农产品外，特别推出
包括品牌推介、招商洽谈等在内的 8 场专项活
动。同时首次组织的江苏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招商
说明会也吸引了不少上海资本关注。

据江苏省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江苏省
委、省政府作出决策，抓重大项目扩大农业农村有
效投资，着力高质量项目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年
活动。为此，江苏省政府出台《关于扩大农业农村
有效投资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突出短板的实施意
见》，组织编制江苏省“十四五”农业农村重大项目

投资规划。在交易会期间开展农业农村重大项目
招商活动的目的是想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优
势，展示江苏农业农村发展方向、目标和优势，开门
迎客、招“财”纳“贤”。

江苏农业农村重大项目上海招商说明会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重点介绍江苏农业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储备情况，以
及招商政策和营商服务优化措施，招引长三角乃
至全国知名企业、投资机构来苏扩大投资，更大力
度推动江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江苏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招商说明会期间还
举行了“长三角乡村振兴政府投资基金联盟”成立
仪式，同时发布了联盟宣言。

参加联盟的基金管理人表示，将以长三角乡村
振兴政府投资基金联盟成立为契机，推动乡村振兴
领域政府投资基金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

以真金白银、真情实意、真抓实干加大对农业农村
投资力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另外几场专场推荐活动中，“水韵苏米”专
场推荐会拔得头筹，有5家苏米核心企业上台推
荐了自己的核心产品。在2017年举办的第十五
届上海农交会上，苏米品牌创建工作正式启动。
2018年以来，苏米品牌建设连续三年被列为江苏
省政府十大任务百项重点工作，在省内8个千亿
级农业特色产业规划项目中列第一位。

三年以来，江苏确立了苏米品牌打造目标；构建
了苏米品牌管理制度体系；完善了苏米品牌文化内
涵；注册了苏米品牌集体商标；组织专家评审并发布
了50家苏米核心企业和省内十大区域品牌；举办了首
届“好吃苏米”品鉴大赛，遴选出一批能够代表江苏稻
米优秀品质的“金牌产品”。与此同时，苏米先后在首

届国际稻米博览会、第十七届和第十八届国际粮油精
品展上获得金奖，在第九届和第十届中国粮油榜上，
苏米品牌被评为“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

随着内在品质的不断提升和美誉度的持续提高，
江苏大米在上海市场的占有率也持续提升。20日上
午交易会开幕之后，江苏省副省长赵世勇在参观

“水韵苏米”展台时表示，苏米好吃、产量不错，要把
“水韵苏米”的品牌做大做强，既要为江苏的父老乡
亲服务，也要为上海人民服务，并希望下一步一定
要把“水韵苏米”宣传好。

本届交易会以“绿色、生态、融合、创新”为主
题，由江苏名特优农产品交易会组委会主办，江苏
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承办。
迄今为止，江苏名特优农产品（上海）交易会已成
功举办了十七届，已成为上海农产品品牌展会中
规模大、效果好、影响广的展会。

展现风采 招“财”纳“贤”

江苏千余种名特优农产品闪亮申城

山东聊城开发区北城街道办事处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
式，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农产品初加工等扶贫项目，通过一二三产
融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不仅带动临近的大瓜元、常楼、邱张、辛
闸等20余个村集体经济增收，还带动周边80多户贫困户及400多
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年增收1300余万元。图为游客在北城
街道办事处扶贫大棚采摘。 赵霆 摄

近年来，山西省乡宁县昌宁镇党委从镇域层面进行整体谋划，
走出一条破解单村空间制约、全镇整体推进、联村合力发展的路子。

据了解，昌宁镇结合各村发展实际，综合考量地理区位、资源
禀赋、历史沿革、经济基础等因素后，整合多个村集体的资产、资源
等发展要素，将产品变商品、资源变资本，共同壮大集体经济。

昌宁镇结合龙鼻、土门、宽井等行政村合并，围绕建设“张马紫
砂小镇”“葡萄酒特色小镇”的契机，先后设立了 3个党总支，并在
此基础上根据全镇资源分布、农业与工业承载力等具体情况，打造
包含龙鼻等村的城北垣转型区、包含宽井等村的张马工矿区、包含
土门等村的麦田农业区。以此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整合各片区资
源集中发力，更好适应市场，形成强强联合、强弱互补的集体经济
发展新格局。

在典型带动下，昌宁镇以葡萄酒特色小镇为龙头，以黄河特色
文化为依托，以城北垣葡萄产业为基础，持续加快推进北垣转型区
建设。转型区涵盖龙鼻等 4个村，以研学旅行为主导，生态休闲、
旅游度假为特色，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产业化与规模化经营，重
点推广生态有机蔬菜、绿色瓜果采摘等附加值高的农产品。同时
充分利用互联网营销手段，打造骑行、健步道等特色品牌，建设集
观光旅游、采摘和农家乐为一体的研学旅行示范点。

此外，以张马村为主体、辐射6个村的紫砂陶特色小镇建设正在
稳步推进，致力于打造集紫砂文创、加工营销、研学旅行为一体的综
合性产业园区；而在以土门村为带动、包含3个村的麦田农业区，围
绕林山流域重点做好农业综合项目区建设。充分发挥农业专业合
作社优势，开发苹果、核桃、连翘、花椒等特色产业，加速形成“一村
一品”“联村共建”的发展格局。 冀豪伟 张爽 本报记者 韩超

山西乡宁县昌宁镇
联村发展促集体经济“强筋壮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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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小虎 董涛

“现在村里不光环境好，老百姓还不用出远
门，家门口就能找个活干拿工资，日子那叫一个
红火。”日前，在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恒源街道
办事处乔家村石榴园里打理卫生的乔孝民颇为
自豪地说，乔家村的村民都过上了“好日子”。

近年来，恒源街道办事处不断完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整治回收农村闲散土地，引进现代
农业产业，发展种养产业园，最大程度唤醒村域

“沉睡资源”，盘活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想发展好村级集体经济，闲散土地必须要

利用起来。”临邑县恒源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许东刚说，今年来，恒源街道办事处借助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通过清理道路两侧闲置物、拆除私
搭乱建、回收闲散院落宅基地、废弃坑塘清淤等
工作，最大程度收回农村闲散土地。同时街道
通过智慧大喇叭、宣传车广泛宣传发动整治行
动意义，在美化环境的同时，既能够增加集体收
入，又能让群众得实惠，得到了各村村民的广泛
支持和认可，形成了干群联动的良好局面，为唤
醒“沉睡”碎片资源奠定基础。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关键还得看产业，看
怎么规划。”恒源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牛凯

说到，在各村闲散土地整合工作结束后，街道办
事处不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根据各村实际土
地位置、地质、水文等要素，量体裁衣，科学谋
划，一村一策，确保各村都有自己专属的“新花
样”：乔家石榴园、白玉兰种植基地、草寺村海
棠园、大孙村鲁丽苹果园……一个个特色现代
农业产业在恒源街道办事处各村集聚发展，不
仅为各村拉动了人气，也提高了集体经济收入，
更让村民务工有了新选择。这些闲散的“星火
资源”，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道路上已呈“燎原
之势”。

为更好地掌握各村闲散土地情况，街道通

过聘用第三方测量等方式，对辖区 18 个村庄实
地测量，每条街、每个胡同、每处闲散地逐一丈
量，落实面积，区别宅基地、闲散地等分类登记，
全部确权到村集体名下，一村一册，并将档案以
村为单位上报经管站留存备查。

截至目前，全街道 18 个村庄共整治闲散土
地1056.93余亩，收回土地750.61亩，其中用于发
展集体经济 279.71 亩，对外承包 304.27 亩，种植
花生、玉米、小麦等农作物240余亩，发展莲藕种
植、水产养殖50余亩，种植绿化苗木1万余棵，预
计增收高达60余万元。所有村庄均解决了集体
经济“空壳村”的问题，预计年底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收入全部突破5万元，极大程度解决了村级
组织想干事而又无钱干事的尴尬局面。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对各村闲散土地
的利用，不仅要将这片沉睡的资源真正唤醒，还
要不断发展壮大，走好这条强村富民之路。”许
东刚说。

山东德州临邑县

特色产业让村民务工有了新选择

玉桂，又名肉桂，有“南方人参”之美誉，是广西贵港市市树。
据贵港市六陈镇镇长谭尉明介绍，六陈种桂可追溯到明朝，至今有
600多年历史。目前，全镇种植玉桂6万亩，玉桂加工企业30多家，
比较大的桂油厂2家，产值约1.2亿元。

“玉桂周身都是宝。”登塘村干部卢朝勇指着满山的玉桂说，清
明期间的桂叶绿得冒油，最合适制作桂油、桂丁，剥下桂皮后的桂
木则被卖到木片厂加工成木板。目前，该村 2600 多人种植玉桂
2858亩，其中 20多年以上的玉桂有 1859亩，玉桂收入占到家庭收
入的30%-40%。

中午时分，笔者来到大妙村六陈柱章玉桂种植专业合作社。
村民把一捆捆桂枝搬去过磅，理事长覃柱章随即过秤点钞，随收随
结。当天，覃柱章收上桂枝2000斤。他介绍，如果在旺季，每天收
桂枝近万斤，生桂枝则超万斤。在覃柱章斜对面，散户甘老板在路
边立了一块收桂皮的招牌，当天也收上两三百斤桂皮。

“一年收入 10万到 20万是有的。”覃柱章告诉笔者，大妙村有
6000多人，是六陈镇连片种植玉桂最集中的地方。这里不仅家家
户户种植玉桂，而且从事玉桂经营的人家超 1000 家，他们或者开
档口收桂皮，或者开桂油厂，又或直接上门收桂皮做二手生意，因

“桂”串起一个巨大的生产、加工、流通产业链。
据悉，为发展玉桂产业，今年六陈镇每亩补贴 400 元，扩种玉

桂1万多亩。“我们正在把玉桂打造成为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的支
柱产业，让玉桂飘香子孙后代。”谭尉明说。 张思

广西贵港六陈镇
发展玉桂产业 飘香子孙后代

近日，第十二届中国（北京）国际茶业及茶艺博览会（简称“北
京茶博会”）在北京开幕，八方茶友齐聚全国农业展览馆，共同参与
这一场京城盛会。本次茶博会由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中国
工商银行、北京马连道建设指挥部联合主办，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
进会茶产业委员会、北京京港环球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北京茶博会展览面积达 2万平方米，汇聚了全国 21个名茶产
区的 800 余家品牌茶企。贵州展团、云南展团、陕西安康展团、安
徽舒城展团、四川名山展团、湖北鹤峰展团、海南五指山展团等齐
聚，采花毛尖、大益、中茶普洱等名茶荟萃。除了品不完的佳茗，还
有淘不尽的雅器。景德镇陶瓷、源森竹木、龙泉青瓷等匠心巨作闪
亮登场，为前来参展的茶友们带来一场精妙绝伦的茶器视觉盛宴。

中国茶叶出口贸易论坛在茶博会现场举办。与会专家表示，
今年我国茶叶产销总体上是稳定的。今年18个主产省茶园面积约
4640万亩，春季干毛茶总产量133万吨，与上年相比基本持平。销售
方面，总体看鲜叶价格比上年略增，保证了茶农增收。尤其是521

“国际茶日”宣传效应、电商带货、消费扶贫等措施促进了茶叶销
售。据估算，全国春茶产值达到1700亿元左右，比上年略增。出口
方面预计今年茶叶出口量基本保持上年水平，出口额小幅上涨。

此外，北京茶博会还举办了精彩纷呈的茶事活动，迪拜世博
会中华文化馆全国茶区行启动仪式举行。据悉，中华文化促进
会以“文化·民心相通的桥梁”为主题组织建设的中华文化馆将
首次亮相 2020 迪拜世博会，这也是我国参展世博会以来首次建
设中华文化馆，中华文化馆以“一叶千年·与世界共享一杯中华
好茶”为主题专门成立“2020 年迪拜世博会中华茶文化（茶产业）
专项委员会”。 本报记者 毛晓雅

第十二届中国（北京）国际茶业
及茶艺博览会举行

□□ 本报记者 朱海洋

点、线、面，既是几何学中的基本元素，同
时也富含着哲学思想。如今，很多地方在推动
各项工作的过程中，也日益注重“点线面”结
合，通过区域与区域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主
体与主体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的高效协同，
来实现高质量发展。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的温州市，素来以敢为
人先的改革闻名于世。说这里富，缘于温商遍
布全球，整座城市的改革开放画卷，就是一部
民营经济的发展史；而道这里穷，全省五分之
一的低收入农户在温州，区域之间、区域内部
的不平衡现象相对突出。

最近几年，温州推出以西部生态休闲产业
带、乡村振兴示范带和美丽田园建设为内涵的

“两带一园”，作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
接的主平台。通过串点成线、以线带面，全市
乡村发展势头正劲。那么，在“点线面”结合
中，怎样来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温州有何门
道？记者就此展开实地采访。

发展围绕产业转

绕过十多个弯道，记者驱车抵达位于平阳
县水头镇的朝阳山深处。这里海拔 600多米，
常年云雾缭绕，林翠水秀，令人心旷神怡。陪
同采访的水头镇朝阳社区党委书记郑元楚告
诉记者，几年前，上山路仍很狭窄，如今一条柏
油马路直通各村，也打通了致富大道。

新联是朝阳社区的一个畲族村，遍布的茶
山种的都是“摇钱树”。村支书兰江平随即报
出一串数字来：全村茶园 3000多亩，去年茶叶
总产值 3200多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 2.4万多
元，有八成多比例来自平阳黄汤茶产业。

据了解，这里是平阳县重点打造的“黄汤
飘香”乡村振兴示范带，涉及水头和闹村两个
乡镇，既有美丽乡村样板村、休闲观光农业园，
也有康养基地、茶文化园，还包括了茶全产业
链提升工程。还别说，示范带上每个村都各显
神通，将“茶文章”做足做透。

平阳黄汤茶始制于清代，以干茶显黄、汤
色杏黄、叶底嫩黄之“三黄”而著称，曾为贡品，
美名远扬。后因多种原因停产，加工工艺随之
失传。2012年后，制茶古法终于挖掘恢复，也
惠及朝阳山这个发祥地，曾经的“穷山窝”端上
了“金饭碗”。

如今，新联 90%的村民从事茶生产，同时
借助平阳黄汤崛起之势，发力茶旅融合。郑元
楚介绍说，示范带的项目资金同样围绕产业
转，基本用于与之相关的旅游步道建设、民宿
开发，以及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体验等，不断完
善产业延伸的各种配套。

新联村以茶为基，而地处乐清市大荆镇的
下山头村，则以铁皮石斛为魂。这里地处雁荡

山北麓，三面环山，十年前，村集体收入仅2800
元。现在，一条 4 公里长的公路环村，几乎家
家盖起小别墅，户户开上小轿车。

“铁皮石斛就是我们村的超级 IP。”下山头
村党支部书记高秀明一路带着记者参观，这头
是铁皮石斛文创园，有石斛养生馆、石斛体验
馆和仿野生种植区等，那边是农耕文化园，提
供游、乐、购等服务，人气最旺的当属铁定溜溜
园，定位亲子主题乐园。

温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何莉平告诉记者，
乡村振兴示范带强化联动效应，西部生态休闲
产业带建设则突出产业带动，近两年里，累计
实施产业项目 278个，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额近
200亿元，其中涉及低收入农户增收项目就有
172个。去年，全市休闲旅游接待游客4486万

人，直接营业收入近26亿元。

利益联结促共赢

在下山头采访，记者偶遇村民金可迪。老
金今年 58岁，以前在临近的铸造厂上班，厂子
倒闭后，便到村里帮忙做统计工作。妻子刘玲
玲同样在家门口就业，从事村庄保洁，每个月
2400元。儿子金钏则在村里盘了个农庄，现在
游客多了，生意越来越好。

老金算了笔账，前两年，夫妇俩都买了失
地保险，妻子已能每月领上 600 元，加上两人
务工收入，一年有六七万，还能帮上儿子一

把。“每年，村里光发发工资就得 200 多万，让
很多低收入农户一下有了收入。”金可迪说。

高秀明坦言，下山头有“出头日”，靠的就
是方玉友这位大老板。方玉友是著名化妆品
企业“珀莱雅”的创始人，曾经还当过两届的村
主任，几年前，他回乡投资，用产业为村庄发展
注入“造血功能”。

如何带动农户增收？村里百姓有“三
金”。高秀明娓娓道来：首先是租金，水田1000
元每亩，旱地 240 元每亩，隔五年递增 10%，流
转期为 30 年；其次是股金，村集体以土地入
股，企业负责具体经营，待盈利后，村里每年可
获33%的净利润分红；最后是薪金，眼下有200
多人在园区内务工，光打零工就有每天 200元
的收入。

在温州市农业农村局扶贫开发处处长
张文明看来，龙头企业带动，一来使得产业
能够按照市场化规律演进，确保有较强的市
场竞争和开拓能力，二来通过利益联结机制
的构建，既让企业发展有了保障，又能带动
低收入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三
方共赢。

同样在新联村，带动发展的“火车头”就是
著名茶企“子久公司”。公司与茶农签署订单
协议，农户按标生产管理，企业则承诺高于市
场价20%以上的价格收购茶青，大大解除了种
植户的后顾之忧，企业也有了稳定原料。

记者发现，“两带一园”的建设过程中，温
州除了着眼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更
强调产业项目建设，尤为注重发挥龙头企业的

带动作用，强化其与村集体、低收入农户的利
益联结，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为农民
创业创富提供了更好环境。

差异发展方致远

夜幕降临，楠溪江畔，丽水街沿街灯光亮
起，倒映在粼粼水面；街旁的酒吧，歌手正吟唱
民谣；步入一间工坊，眼前的手作艺人，或许是
某位业界大师……永嘉今年大力开发夜间文
娱项目，对全县服务业拉动超过30%。

据了解，“山水雁楠”跨区域精品示范带是
温州去年重点打造的 2条跨区域精品带之一，
途经乐清和永嘉。与乐清主打雁荡风情不同，
永嘉力推楠溪江景，沿江从上而下，风韵各具，
令人流连忘返。

楠溪江上游的源头村，用 1500 多年的舴
艋舟文化打招牌，复活船工文化；连接雁荡山
与楠溪江的“雁楠飞”最美公路，力捧畅意骑
行；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后裔的聚居地——
鹤盛镇鹤阳村，则突出诗书主题，重现历史
风光。

在另一条跨区域精品带“红都绿野”中，浙
南红都和瓯越粮仓两大区域串联后，同样各有
千秋：平阳县通过三条各具特色的示范带予以
拼构，包括名人故里、浙南红都和诗画碧溪；瑞
安段聚焦研学旅行、科普教育、文化创意、乡村
体验、高效农业为一体的农村新型产业。

记者发现，差异化发展理念在温州的“两
带一园”中随处可见。乐清境内的龙西乡与仙
溪镇地缘相邻、文化相亲、产业相通，组成“仙
溪怀古·康养雁北”乡村振兴示范带后，龙西乡
副乡长连新谦就认为，这样有效实现了优势互
补、差异发展，项目设置也更加有的放矢。

据了解，目前，温州实施乡村振兴示范带
建设项目 429 个，建成 51 条乡村振兴示范带，

“盆景”变“风景”，风景则各有风情。重点区域
529 个田块、46 万亩的田园环境整治后，形成
了 100 多个美丽田园样板田块和 30 个田园综
合体，可谓百花齐放。

有了大平台，温州各地乡村的扶贫增收驶
入快车道：平阳县凤卧镇建设凤东柚子谷，农
旅融合迈出加速度，凤东村民蔡翠儿在马路
边，就能卖光自家几千斤柚子；文成县谋划抱
团增收项目，目前参与的低收入农户共有9008
名，前 9 个月预计可分红 1037 万元；泰顺县推
出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十百千”计划，目标实
现户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

数据显示，自温州启动“两带一园”以来，
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覆盖 81 个乡镇，区域内
受益低收入农户占全市的 86.8%，带动低收入
群体就业 12.5 万人，预计人均可增收 4050
元。去年，温州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提
至 10973 元，今年前三季度则达到了 9975 元，
增速14.5%，位列全省第三。

浙江温州

“两带一园”成为农民创业创富平台

图为永嘉境内的嘉纳庄园，带动周边地区低收入农户人均年增收5000余元。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