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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李道忠

在今年 2月 25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新疆库车市阿拉哈格
镇党委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
号，让阿拉哈格镇的干部群众信心倍增，
继续以饱满的热情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阿拉哈格镇位于新疆库车市西南部，
总人口 4.56 万，耕地面积 11.5 万亩。过
去，因为人多地少、农业成本高、产业技术
落后等原因，全镇25个村中曾有6个被列
为深度贫困村。

在多年的脱贫攻坚中，阿拉哈格镇
的产业发展已全面步入快车道。自 2019
年底脱贫以来，阿拉哈格镇持续以“农牧
循环、绿色发展”为着力点，深入推进绿
色化、优质化、品牌化现代农业。目前，
全镇养殖业、林果业和新一轮“菜篮子”
工程的发展势头强劲，显现出了独特
优势。

促养殖实现产业持续增效

在脱贫攻坚中，阿拉哈格镇先后把比
苏特村、墩吕克村打造成为实施养牛育肥
工程的主阵地，形成了具有规模化、集约
化的两个万头牛养殖基地。

养殖基地实行“科研机构+龙头企
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绿色养殖模
式，发展绿色优质牛肉产业。在全镇5万
亩高标准农田中种植的大量绿色秸秆和
饲草料，就近提供给养殖基地。

比苏特村养牛基地建成于 2020 年 7
月。记者在基地看到，西蒙塔尔牛正在悠
闲地吃草。集中管理后，在镇兽医站常驻
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日常管理变得更加科
学，优良品种得到推广，疫病防治水平提
升，母牛受孕率也大幅提高。到今年，阿
拉哈格镇已成立 7 家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共有存栏牛2.8万头。

优质的饲草料和科学的管理，使全镇
牛的日均增长可以保持在 1.8公斤左右，
母牛大多数可以 1年生产 1胎。2月龄西
蒙塔尔牛犊在市面上就可以卖 2 万元。
基地肉牛量大质优，对附近酒店、食堂以
及牛肉批发商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在市场
上广受欢迎。

为促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得到资源化
利用，阿拉哈格镇引进了有机肥无害化处
理技术。在比苏特村，来自养牛基地的牛
粪全部成排堆积在专门开辟的有机肥沤
肥场内。在杀灭草籽、去除重金属、添加
益生菌进行发酵后，即可在蔬菜和林果等
有机作物田地中使用。一次性可有机化

处理牛粪300吨。今年，全镇可生产有机
肥1.5万吨，为当地及周边乡镇的林果、有
机蔬菜实现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

强林果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在脱贫攻坚中，阿拉哈格镇强力推进
林果产业由传统粗放型向集约高效型转
变的模式，描绘了走发展特色优质林果的
路线图。

借助政策和资金倾斜的有利时机，全
镇已建成以红枣、香梨、杏、核桃为主的
6.2万亩特色林果基地。在保林果促增收
的同时，阿拉哈格镇全面落实“大改型，强
拉枝，巧施肥，无公害”4项关键技术，5年
内使技术迅速辐射所有挂果园，防雹网、
杀虫灯、果树枝粉碎还田等绿色生产技术
也得到了普遍应用。

形成了以博孜村、墩吕克村、铁热
克艾日克村为重点的香梨、杏基地，以
铁提尔其村、排孜巴格村、喀拉尕奇艾
日克村、乔喀博斯坦村为主的红枣、核
桃基地。经过经心培育，墩吕克村的香
梨已销往全国各地。随着林果品质的
不断提高和品牌效应持续增强，预计今
年林果业带给全镇果农的增收额还能
进一步提高。

兴菜篮降低生活成本

在阿拉哈格镇吐格曼拜什村的一座
蔬菜大棚里，西红柿藤上挂满果实。西红
柿行间套种的甘蓝也个个长势喜人。种植
户吾休·阿尤甫告诉记者，去年承包大棚以
来，他种的油白菜已于今年1月上市，总共
卖了5000元。大棚中，每年可产西红柿3
茬，加上套种作物，1年的毛收入可以达到
30万元以上。蔬菜在育苗、栽苗、搭架、采
摘、分拣等过程中，都需要雇工。附近的许
多村民都因此获得了就业机会。

在当地，过去会种植蔬菜的农民很
少。2020年，阿拉哈格镇采取“企业+基
地（合作社）+农户”模式，把吐格曼拜什
村、希望村等5个村建成连片绿色蔬菜产
业带。目前，已建立蔬菜大棚 200 余座。
通过产业带带动，其他 20 个村蔬菜种植
工作也得到快速发展，全镇绿色蔬菜面积
达到1500亩。

与此同时，阿拉哈格镇以统筹推进新
一轮“菜篮子”工程为主线，大力推行冬季
蔬菜储备菜窖建设行动。根据各村蔬菜
种植具体情况，修建了大菜窖18座、小菜
窖 5000 座。到今年，反季节蔬菜储备可
达 1.2 万吨，有效解决了当地冬季“吃菜
难、吃菜贵”等问题。

促养殖 强林果 兴菜篮
——脱贫后的新疆阿拉哈格镇持续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近日，浙江省临海市上盘镇翼龙蔬菜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线上，工作人员正忙着清洗西蓝花。近年来，临海市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目前，全市种植西蓝花面积达6万亩，已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销体系。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王子涵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郝凌峰

青山环绿水，万里皆春耕。站在春意
盎然的胶东大地上，举目四望，绿色盈野
的庄稼地，鳞次栉比的大棚，各种类型的
试验田，正在忙碌的农民……一幅田园画
卷正在徐徐展开。这样的景色，离不开山
东青岛胶州市针对产业振兴进行的一系
列项目建设。

近年来，胶州市围绕项目建设，推进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一二三产业融
合，不断推动产业振兴和农业提质增效，
促进农民增收，发展成果已慢慢显现。

特色农业规模化发展，半
岛田园带动集体增收

“一斤胶州大樱桃能卖到二三百块
钱，不仅果子可以卖，树也可以带回家，
现摘现吃！”现在胶州大樱桃的“名号”越
来越响，已经逐渐成为胶州地区一个新
的地理标志产品。在出产大樱桃的胶州
洋河镇，从传统方式到数字樱桃种植基
地，要从胶州引进金禾天润数字樱桃种
植开始。

记者来到洋河镇，路边是一眼望不到
边的数字化樱桃大棚，临近中午，依然有
不少农民正在忙碌。半岛田园项目 2019
年10月正式开工建设，计划总投资约23.7
亿元，总占地面积 2 万余亩，由现代数字
农业示范区、智慧农业产业集群、乡村文
化农旅康养区三大功能区组成。项目开
工建设至今，带动周边 5 个村集体增收
498 万元，帮助周边群众通过务工增收
2000多万元。

为了深入了解特色数字樱桃大棚，记
者进入大棚内部，刚进去便可以感受到温
度和湿度的瞬间改变。技术人员介绍，大
樱桃种植从土壤、气温、湿度都有明确标
准，工作人员只要在操作间按照规定标准
操作即可。“工作人员一般是当地农民，经
过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

南官庄村过去因为土地贫瘠、地块
小、机械化作业难等原因，一度陷入贫困，
村子里年轻人想要赚钱只能外出务工。
半岛田园综合体项目启动后，盘活了南官
庄村及周边片区上万亩土地。南官庄村
党支部书记相仕清算了笔账：“全村人均2
亩地，一个 5 口之家，可取得土地流转费
9000 元，土地入股分红 1700 元。”集体增
收后，官庄片区探索了土地流转费、劳务
佣金等多种利益分配机制。

农产品加工大项目带动，
区域产业链条升级完善

除了规模化种植，胶州还把眼光放在加
工产业方面，大力扶植大项目对区域产业的
推进作用。2018年，洋河镇引进建设益海
嘉里（青岛）食品工业园项目，次年项目正式
开工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投产，项目计
划总投资60亿元，项目占地1000亩。

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产业园花
生年加工量约 38 万吨，可消耗带动周边
120 万亩花生种植；小麦年加工量约 80
万吨，可消耗带动周边约 200 万亩小麦
种植。”项目意义不止于此，作为区域农
产品加工产业的龙头项目，益海嘉里更
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区域产业链的整体
带动提升。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休
闲农业新路径渐显

加快产业融合、推动休闲农业、文旅
农业等新农业业态也是胶州发力的重点。

“春天味道”是胶州市里岔镇三产融
合示范区一家以生产红薯干为主的企业，
企业基本完成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订
单种植、收购散户红薯，帮助种植户解决
销售问题。

为提高生产效率、深化农户参与程
度，企业探索建成了存储产业链条和加工
产业链条，即采取“分散式初加工+工厂集
中精细加工”模式，由各合作社对红薯进
行初级加工，带动村民就业，再转入生产
线提高工作效率，最后通过电商平台进行
销售。

以春天味道为代表的这些企业规模
虽不大，但却是积极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新农业模式道路上的助力源，未来
将会有更多企业在政府鼓励下，积极展开
探索产业融合的新农业模式。

“桃李春风”是胶州市首个启动“农
业+旅游+康养”的休闲农业田园综合体项
目，通过打造多功能、复合化的观光游，为
半岛地区提供周末、节假日休闲旅游场所，
多产业链带动休闲农业旅游发展。

“胶州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方面进行
的一些探索，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乡
村振兴的不同路径，诠释了现代农业发展
的新思维。目前胶州以项目带动农业产
业的路子已经开始抽穗发芽，收获果实只
是时间问题。”胶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姜
衍海对未来充满信心。

产业先行乡村兴 种桃种李种春风
——山东青岛胶州以项目建设促进乡村振兴纪实

“希望的田野——脱贫攻坚 共
享小康全国摄影展”亮相国博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者 施雨岑）
“希望的田野——脱贫攻坚 共享小康全国摄
影展”9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出的近
180幅摄影作品生动展现了脱贫攻坚战取得
的伟大成就。

据介绍，展览分为“攻坚”“圆梦”两个部
分，展览形式设计力图实现多元化、多维度的
视觉呈现，促进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融合。
这些摄影作品出自近 150 名摄影家之手，通
过新旧对比，直观生动地展现广大脱贫群众
生活的改变、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

本次展览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
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

（上接第一版）
“40多年前，这是一个穷困的小渔村，村民辛

勤耕作、出海捕鱼，勉强果腹充饥，而现在，这里
的村民都当上了房东，工作之余依靠租金过上
了富足的生活。”白石洲社区居民张晓明感叹。

白石洲村的变化只是深圳众多城中村的
缩影。“深圳城中村的形成是时代发展的产
物，也是深圳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在探索农村
集体产权改革中的独特创造。也可以说，城
中村体现了农民对城市化进程的贡献和牺
牲，没有城中村就没有今天的深圳。”深圳市
史办公室党史处处长毛剑锋表示。

深圳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村土地并没
有简单一征了之，而是照顾到了农民的生活
需要，给足了权益保障和照顾政策。1992年
起，深圳特区开始全面城市化，特区内的土地
国有化，农民不再拥有土地，各村成立股份公
司，农民变股民。

在城镇化的今天，城中村也因为与城市
化的不适配，而重新站在了时代的十字路
口。以白石洲为例，随着越来越多人口进入
深圳打拼，这里的楼也层层加高，高峰时，白石
洲这片0.6平方公里的土地涌入了15万住户。

“握手楼”等违章建筑被称为“城市的伤疤”。
愈演愈烈的城中村违建行为，挤压了深

圳未来的发展空间，城、乡发展又一次被放在
了对立的位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4年深
圳正式开始了深圳城中村的改造。2006年，
白石洲成立了深圳市白石洲投资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2009年底，沙河五村片区的14.69万
平方米工业用地中的8.16万平方米划归南山
区政府所有，南山区政府随即决定将相关土
地及资产交由白石洲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和收益。此后，直至 2018 年底，深圳市
规划国土委南山管理局对沙河五村城市更新
单元规划得到专项批复。

“若干年后，如果再故地重游，这里必然
是深圳最繁华的地段。‘握手楼’将成为历史，
拥有破旧楼房的村民们肯定都住进了高档的
小区里。”张晓明笑着说。

深圳对于城中村的改造并不仅限于简单
的“大拆大补大建”，十多年的城中村改造，深
圳的城中村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定位，除却
为外来人口临时住所，城中村演变出更丰富
的内涵。位于布吉的大芬村变成了全球最大
的油画生产和出口基地，水围村建设文化广
场每年举办美食节，南头古城被列入深圳市
文物保护计划，“城市的伤疤”逐渐变为城市
的风景，让深圳这座快速发展的城市有了更
多鲜活感。

六盘山中药公司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近年来，公司通过大
力发展中药材加工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图为公司员工正在加工黄芪。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凤羽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

邓小平同志曾说：中国的农村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
四川，一个是安徽。

1977年，四川广汉金鱼公社凉水井村 9队，悄悄把生产队
的田埂“分”了，社员拥有了田埂的经营权，且收成归自己。身
为9队队长的张德江一家7口人，分到了1.8亩田埂，小春和大
春各收了几十斤油菜和黄豆。当然，9队的各家各户都尝到了

“甜头”。就是这些勤劳朴实的农民，掀开了一场惠及数亿农
民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幕的一角，使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
成为我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之一。

为啥庄稼比邻队好？队长给县委书记说了实话

金鱼公社凉水井 9 队“分”了田坎，上面不知情。但西
高公社悄悄搞“包产到组”却被撞破了。据《广汉文史资料》
记载，粉碎“四人帮”后，广汉县委一帮人想把农业搞上去。
但是，在“一大二公”体制和“大寨式公分”的 1977 年的一
天，时任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转到了西高乡五大队（现为
金光村），发现那儿生产相当好，水稻、玉米都比周边生产队
的长得茂盛些，高一些。他问田里的一个村民，这儿生产咋
搞得这么好？村民看着他，避开他的问话，只叫他问晒坝里
的队长。

常光南就去晒坝找到了队长，自我介绍说我是县委书记
常光南，是来学习的，来总结一下你们好的经验。队长说了实
话：他们把生产队分成了3个组，包产到组，人分了、土地分了、
任务分了，猪、牛都跟着组走。

“这次调研让常光南很受触动。”曾在广汉市委党史研
究室工作过的黄毅说，不难想象，分产到组打破了“吃大锅
饭”的局面，农民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更加努力干活，更
大程度解放了生产力。常光南默认和支持了农民的做法，
但他也清楚地知道，目前要自上而下发动改革的可能性不
大。因为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广汉的一些生产队就搞过
包产到组，但被认为是一种破坏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所
有制的倒退行为。

“摸着石头过河”，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

更弦改张的突破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到来
的。1978 年 3 月，广汉县委根据四川省委《关于目前农村经
济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的精神，联系广汉实际，从改进劳
动管理、经营管理着手，组织工作组，到金鱼公社（现为金鱼镇）进行“分组作
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试点。这一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粮食增产 250 万斤，农民人均增收 31.2 元，大大高于全
国平均增长率。

尝到“甜头”的社员又把这个“擦边球”往前推进一步，当年收了水稻后，金
鱼公社 9 队把土地一分为二，每户 1 分秧母田，4 分口粮田，余下的仍为生产队
集体的公田。社员对 4 分口粮田有说不完的疼爱。秋后算账，公田的亩产仍维
持二三百公斤，口粮田则陡增至三四百公斤。

当年年底，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了解到这一情况，及时派工作组到金鱼公社总结
经验，在全省推开。1979年 1月 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广汉金鱼公社实行农业生
产责任制的情况，将这一经验推广到全国。

1981年，金鱼公社 9队开始实施“包产到户”。“这突破了原来宪法中关于农村
土地产权和经营模式的规则。”黄毅说，回顾这段历史，说明农村改革既是自下而上
产生的，也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是从土地里艰难的“生长”出来的，是一场“摸着石头
过河”的伟大改革。

向阳悄悄摘牌，改革向政治体制深入

在“包产到组”冲破了人民公社经营体制后，1979年 7月，在省委支持下，广汉
县委派工作组到向阳公社试点，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1980年9月，广汉向
阳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牌子，以农工商联合公司作为乡的经济组织，把生
产队改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生产合作社。

据亲历者回忆，向阳摘牌是悄悄进行的，不敢庆祝，不敢放鞭炮，但却为向阳争
得了“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的美誉，在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改革
后来在全国推开,确立了我国农村基层政权新体制。

在这种改革创新精神的指引下，广汉农村的体制改革也随之由浅入深，由单
项的、局部的改革，发展成为综合的、比较协调配套的改革。各乡镇纷纷建立了
农业技术服务站，实行技术人员承包责任制，把科学种田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
乡、村、社干部经营管理的工作业绩也同个人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实行干部岗
位责任制。

1982年，广汉县委召开农村劳动致富经验交流会，大张旗鼓地表彰了劳动致富
的先进乡、村、社和典型户。当年全县以发展商品生产为主要特征的专业户、重点
户达到 2560户，占农户总数的 7.5%；同时，一大批农业劳动力向县内外建筑业、运
输业、服务行业等方面转移。以乡村企业为例，1978年从业人员 18839人，1982年
增加到31103人，增长65.10%。

1984年4月，全国农村改革先进县座谈会召开，有江苏的无锡，安徽的凤阳，吉
林的榆树，广东的新会，四川的广汉参会，被经济学家誉为“五朵金花”，广汉在会上
作了专题发言。

40 多年过去，广汉农村改革仍然在路上。近年来，更是承担起全国农田水
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护机制试点、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
以及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等工作，在先行先试中走出一
条具有“广汉特色”的农村改革综合试验区建设之路，为新一轮农村改革破题、
探路、积累新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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