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32022年8月4日 星期四

编辑：刘远 张萌 校对：李鹏 新闻热线：01084395091 E-mail：zbs2250@263.net

广告

日前，在喜庆夏粮丰收之际，以“黄
河岸边寻麦香、大国农匠促振兴”为主题
的“邮储银行杯”2022大国农匠·面花制
作大赛暨第二届运城小麦文化节在山西
运城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是邮储银行助力乡村振
兴，支持农业特色化发展，支持农民多
渠道增收的一面缩影。活动期间，以

“金融助农，为美丽乡村赋能添色”为
题对邮储银行金融助农服务进行了云
直播。

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副行长狄亚军
表示，邮储银行山西省分行充分发挥网
络优势，扎根三晋大地，厚植为民情怀，
践行使命担当，坚持以实际行动助力农

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
安宁。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邮储银行山西
省分行与运城市政府正式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在文旅产业、新型城镇化建
设、落实惠农惠民政策等领域开展全面
合作，为运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创
造良好的政策和融资环境。与此同时，
邮储银行运城市分行与中国农业电影电
视中心、运城市农业农村局、运城学院、
北京工美共同成立“大国农匠·面花制作
产学研基地”，并为运城学院现场授牌。
活动期间，为 5 名种粮大户、种业人物、
面 花 制 作 技 艺 传 承 人 现 场 授 信 162
万元。

“邮储银行杯”2022大国农匠·
面花制作大赛举办

□□ 郭沛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山东省诸城市是一片具有创新基因
的热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创
造出商品经济大合唱、贸工农一体化、农
业产业化、农村社区化等改革创新经验，
并形成了享誉全国的“诸城模式”。

如今，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下，诸城
这个在三农领域具有标杆意义的县级
市，没有停下奋进的脚步，继续在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的进程中主
动担当、创新作为。

诸城市委书记张建伟介绍：“诸城
充分发挥农业产业化、农村社区化两大
优势，探索出以新型农村社区和现代农
业园区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形成了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
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高质量
答好创新提升‘诸城模式’的乡村振兴
答卷。”

从农业产业化到农村社
区化，从农业兼业化到生产园
区化，“诸城模式”一路创新
升级

走进昌城镇得利斯村，只见联体小
别墅错落有致，宽阔笔直的沥青路两侧
人来人往，绿化带四季常青，街心公园
景点遍布……“俺村能有今天，是靠
1986 年开始村集体办起面粉厂，后来
是肉制品厂，这才有了现在的得利斯集
团和得利斯村。”年逾古稀的村民郑刚
烈说。

据诸城市长王浩介绍，彼时的诸城
农民，勇立市场化改革的潮头，推动了
以“确立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布局，依靠
龙头带动，实现规模经营”为主要内容

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路径，推动形成了以
种养业为基础的两大产业链。同时，农
业产业化发展的积累和培养的人才等，
又为诸城的工业腾飞奠定了基础。
2021年，诸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64.2
亿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

工农业企业多，城镇化率高，带动
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诸城很早就显现
村庄散弱且空心化、人才流失且老龄
化、农业分散且兼业化等难题。基于上
述问题，2007年 6月，诸城按照规模适
度、方便群众的原则，把1249个村庄规
划为 208 个农村社区，并逐渐推进以

“多村一社区”为特点的农村管理体制
改革：一是以社区为中心，实现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等资源的下移，建成乡村

“两公里服务圈”；二是以社区为平台，
集聚土地、人才、资金等资源，建设现代
农业生产园区。

此后，诸城农村社区化发展一路升
级：坚持产业为要，围绕产业振兴和人
才振兴建设生产园区，推进农业规模化
经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坚持宜居为本，围绕组织振兴、生态振
兴和文化振兴提升生活社区，深化基层
治理创新，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

以生产园区为平台，坚持
以“村社一体”为核心，带领农
民在产业链上多元增收

当前，一方面是农村空心化、农民
老龄化、农业产业化等趋势加速演化；
另一方面是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不容
有失，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也重任在
肩。如何破解？

在诸城市委副书记王琪华看来，就
是要瞄准农村以土地为主的资源过于
分散这一突出矛盾，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挥党支
部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通过互调、
流转、托管、入股等手段，做好土地整合
文章，发展规模化种养园区，进而聚合
各类资源要素。

诸城已在实践中立足主导产业特
点，打出了“组合拳”：

——北部90万亩平原坚定扛牢粮
食安全责任。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服务组织+农户”模式，实现“保底收
益+二次分红+工资性收入”的收入结构
变革。连片经营面积达500亩以上的，
政府每亩奖补60元；山东农担“粮食规
模种植贷”支持100万-300万元……

——南部山区推动十多万亩果茶
产业转型升级。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企业/服务组织/强村贷”等模式，
建设现代化果茶产业园区。创新“强村
贷”产品，最高额度300万元，最长可贷
10年，前 4年享受财政贴息，且市财政
每亩茶叶、果树每年补贴1000元……

——推进养殖业向现代化、园区化
转型。引进新希望六和生猪、仙坛白羽
肉鸡等项目，建成485处畜禽规模化生
产基地，培育 18 家省级以上重点龙头
企业，年出栏生猪 112万头、肉鸡 7000
多万只，入选全国生猪全产业链典型
县、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国首批畜牧
业绿色发展示范县。

——推进食品加工产业向高端化、
融合化转型。抢抓预制菜产业发展新
机遇，推动成立了全国首个省级预制菜
产业联盟，着力打造500亿级预制菜产
业集聚区。培育起预制菜加工企业
556家，A股预制菜板块上市企业 2家，
年综合加工能力600万吨，畅销30多个
国家和地区。

建设和谐生活社区，让农
民就业在园区、生活在社区、
休闲在景区

8年前，在传统农村生活了40多年

的张祚庆，主动认购了社区服务中心东
侧盖起来的二层联体小别墅，自此过上
了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俺在国信橡胶
干，媳妇在服装厂干，工资高的时候一个
月能挣1万多元。这两个厂就在社区工
业园里，骑车上下班也就十来分钟。”

龙都街道大源社区，则将社区建设
成为诸城西南区域的“天然氧吧”，17
处旅游景点全部免费开放，成为社区农
民的“家庭花园”。“以前都向往着搬到
城里去住，现在是城里人想到咱这儿找
寻田园生活。”居民梁启义笑言。

“让新型生活社区成为优美生态景
区，让农民就业在园区、生活在社区、休
闲在景区，就近过上‘市民化’生活，筑
牢乡村振兴的底座。”诸城市副市长王
楷说。

提升三种能力，建设和谐生活社
区。提升精细化治理服务能力。诸城
将259个城乡社区划分为1690个网格，
选聘网格员 5000 多名，推动党的工作
落到支部、治理工作沉到网格、服务工
作送到居户。提升党组织引领发展能
力。大力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
社区公司，深化城乡党组织联建，引领
乡村振兴跑出发展加速度。提升集体
经济造血能力。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
促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实现社员和集体“双增收”。

落实三个深化，建设优美生态景
区。深化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建设，多方
筹措资金近 11 亿元，成为山东省最早
全面完成“户户通”的县级市，建成省级
美丽乡村 27 个，创建美丽庭院示范户
2.9 万余户。深化全域生态化建设。
2021 年完成成片造林 3919 亩，建设环
村生态林带示范村 200 个，被评为“全
国森林旅游示范县”。深化生态环境保
护。探索实施农村生活污水进管网、建
污水站、建湿地等 5种治理模式，累计
完成487个村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被
评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山东诸城：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8月2日，参加夏令营的小朋友参与障碍穿越训练。暑假期间，小朋友们来到重庆市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箱子村，参与国
学智慧、户外拓展、农耕文化等夏令营活动，度过一个丰富多彩的假期。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宁夏灵武：“银农直连”
打通村级财务“阳光通道”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
日前，记者在宁夏灵武市梧桐树乡财经服务中
心看到，会计正在教各村的报账员学习“灵武市
农经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系统的操作方法，尤其
是平台的“银农直连”系统模块，得到了大家的
高度肯定。

此举标志着灵武农村商业银行“农E通-银
农直连”支付系统在全市 8 个乡镇全面投入运
行，为灵武农村“三资”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让“三资”管理插上信息化翅膀。

该行负责人员介绍，银农直连支付系统是
灵武农经综合信息管理平台中最重要的一个功
能模块，可实现村集体资金线上支付、转账、代
发、统计、查询等功能，支付人员通过线上支付
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往返跑路，同时也能
节约财务成本。该系统在灵武各乡镇全面投入
运行，是服务地方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同
时也是稳存增存工作的重要措施。

今年以来，灵武农村商业银行积极发挥金融
支农主力银行的作用，通过信息化平台建设，提
高金融业对全市“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会
计电算化的支持和服务水平，不断优化农村“三
资”管理服务，致力于打造利于监督、公开透明、
规范高效的农村财务服务平台。为灵武市乡村
振兴以及经济发展提供更加高效和优质的服务。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
凯）花开江城，光影未来。7月 28日至 30日，
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系列活动在
湖北省武汉市举办。来自全国的 101名观众
评委组成终评委员会，在现场投票表决，评选
出本届百花奖各奖项获奖者。

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长津湖》，摘得本
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你好，李焕英》获优秀
影片奖；最佳导演奖颁给《奇迹·笨小孩》的青
年导演文牧野，8岁的陈哈琳凭借该片获最佳
新人奖，该片聚焦普通人物的喜怒哀乐，彰显
中国人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扬名立万》获
得最佳编剧奖；张译凭借《悬崖之上》获最佳
男主角奖；袁泉凭借抗疫题材电影《中国医
生》获最佳女主角奖；侯勇和朱媛媛分别凭借

《守岛人》和《我的姐姐》，获最佳男配角奖和
最佳女配角奖。

2022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适逢大众电影百花奖
创立60周年。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大众
电影百花奖，被称为中国电影的“观众奖”。获
奖电影人表示，观众的喜爱是对创作者最大的
鼓励，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由观众一票一票投出
来的，对电影人非常重要，未来会继续认真对
待创作，期待中国电影越来越好。

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中国

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俞峰表示，大众电影百
花奖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电影评奖，从
人民中来，又到人民中去。60年来，它不仅记
录了中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历程，更
是承载着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电影和中国电
影人的支持与喜爱。

江城武汉，与中国电影有着百年不解之
缘，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1905年，武汉籍京剧大师谭鑫培主演了中国
电影的开山之作《定军山》；1911年武昌起义
爆发，中国最早的纪录片之一《武汉战争》诞
生；新中国成立以后，《洪湖赤卫队》获首届百
花奖最佳音乐奖。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让武汉经历一段不平凡的时光，也催生
出一批现实主义创作影片，承载全国人民共
同记忆的抗疫史诗。

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系列活动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影家协会、
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在为期 3天的活
动中，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先后举办
了开幕式暨百花奖论坛、产业论坛、电影艺术
家下基层、大众电影百花奖60周年主题展、提
名者表彰仪式、红毯仪式、颁奖典礼暨闭幕式
等活动。论坛发布相关报告显示，2021年，我
国电影市场各类电影片产量、票房、银幕数、
观影人次，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武汉举办

□□ 张梦迪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现在住在楼里头，能有这么一块地来让
我们耕种，心里特别高兴，种点自己想吃的小
菜，都是绿色有机的，以后能带着孩子体验一
下这农村生活，让他们也感受一下。”内蒙古
自治区兴安盟突泉县居民李鹏飞兴奋地说。

在工作的闲暇时耕作、享受生活，也是大
部分城市人的向往，日前，记者来到距城区不
到5分钟车程的“城市菜园”建设项目。现场，
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建造景观区，景区旁有
一片36亩的土地，一部分正在进行土地平整，
另一部分已经种植上蔬菜，满足了城市人口

“周末农忙”的农耕体验需求。
按照乡村振兴发展全域旅游的工作要

求，突泉县突泉镇南厢村依托近郊优势，打造
百亩“城市菜园”项目，以“果丰菜鲜”为主要
特点，以“一廊五园”为特色内容，积极助推

“市民下乡”，开发多种功能一体的生态休闲
之地，全面激发城乡发展活力。

“城市菜园”以“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为
主线，源于逐步兴起的“现代农耕体验型”休
闲方式，这种贴近自然的休闲娱乐生活方式
成为城镇居民的新需求。在保留传统农业生
产特色的基础上，“城市菜园”是一种集生产、

加工、旅游、休闲娱乐于一体而形成农业、农
村、城市协调发展和相互兼容的模式，提升居
民在“城市菜园”的参与感、幸福感、获得感与
价值感。

突泉县突泉镇在“农地姓农”用途许可范
围内，探索近郊农用地发展路径，增强农用地
服务县城的“菜篮子”功能，用农艺景观展现
农耕文化，通过“菜地认领”“我家果树”等方
式，吸引市民参与农事生产，增加“林下酒吧”

“户外烤吧”等服务内容，开展田间拓展项目，
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田园休闲处，城
市微景观”。据了解，该项目投资190万元，建
设特色主题菜园 36亩、集体果园 65亩，特色
主题菜园项目总体规划概括为“一廊五园”，
即红色教育长廊、麦香葵园、多彩田园、城市
菜园、童趣乐园、篝火游园。

近年来，突泉县转变发展思路，深挖“生态
绿”概念，做足绿水青山文章，大力发展农旅产
业，依托“城市菜园”累积游客基础，探索体验
式旅游概念，让一三产业多层次融合。

“我们通过‘城市菜园’建设，打造城市微
景观，田园休闲处，用农艺农耕文化展现农业
特色，让市民感受到农艺之乐、田园之美，让
我们的城市用乡村农耕文化扮得更亮、更
美。”突泉镇党委书记王英群说。

内蒙古突泉县：打造百亩“城市菜园”激活乡村活力

本报讯“在这学着也可快，老师都专门教
俺咋弄，学会了就可以带回家干活，后期还能学
习如何电商直播，一点儿也不耽误照顾家里
……”8月2日，河南省宝丰县石桥镇豆芽直播基
地，正在专心学习组装线组的赵红阳说。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宝丰县
石桥镇以提升工作能力、锻造优良作风为重
点，坚持主动“走出去”，真诚“请进来”，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推送和服务保障，灵活
运用亲情招商、乡情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
商等措施，吸引更多的返乡创业项目在“大美
石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豆芽直播平台的
入驻就是该镇亲情招商的一个典型案例。

据了解，线组组装是豆芽直播培训基地
前期开展的主要内容，生手的话每天保底可

收入 30元，熟练操作后每天收入可达 80元。
截至目前，已培训线组操作员 30余名。后期
将进行渔具直播培训，构造渔具电商产业链
高速发展新格局。

此刻，坐落于宝丰县石桥镇的休闲垂钓
基地碧波荡漾、杨柳依依。豆芽直播基地的
正式运行将渔具电商的产业链上下游打通，
实现了从制作产品到直播销售的产销结合，
为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渔具加工产业提供了良
好开端。“我镇以优化营商环境为落脚点，主
动靠前,做好企业‘保姆’，提供一站式贴心服
务，助力企业发展加速度，确保企业引进来、
留得住、发展好，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就业，助
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宝丰县石桥镇党委
书记马中奎表示。 牛俊红 窦传阳

河南省宝丰县石桥镇：

贴心服务零距离 电商发展加速度

（上接第一版）几日前，他造访临安一村，
惊喜发现当地墙绘颇具新意，这让蒋顺国
心生妙计，便邀姚云前来商量对策。

58岁的蒋顺国当了14年村党支部书
记，办过造纸厂，脑瓜灵光又不失品位，从
家中装修可见一斑。他是个“细节狂魔”，
绿化用啥苗、石头咋排布、墙头砌多高，隐
隐约约有感，可具体还得设计师落地呈
现。一来一回，两人合作已入佳境。姚云
心领神会后，总能大放异彩。

据了解，与过去做个门楼上百万元，
动辄铺大草坪、盖大亭子不同，富阳此次
打造未来乡村标杆点，明确不过度偏重于
建设类项目，而将资金重点用于整治类。
对此，该区制定了“十不允许”负面清单，
杜绝破山开矿、砌石围塘、城景进村、硬装
护栏等行为。

从细微处入手，也就意味着，必须更
加用心，方能凸显质感。蒋家村是个历史
文化村落，至今留存着 20 多间明清时期
老台门，因此更讲究用材和方法。比如，

铺路的石材须得错落有致，排布有章；树
种选择，既要考虑经济实惠，又要照管方
便，还得与建筑相映成趣。

姚云是浙江农林大学园林设计院的
资深工程师，为了做好蒋家村这个项目，
前期光蹲点调研就三月有余，在他看来，
老台门资源诚可贵，但必须要与现代消费
者进行链接，将村中乡贤麦家的文学影视
品牌作为绝妙的载体，从而真正点亮和复
活老台门。

于是，利用“蒙太奇”手法，麦家谍战
小说中的场景元素，如“风声巷”“暗算弄”

“解密书屋”“谍战民宿”等与现实相互穿
插，做足沉浸式游览体验。光听“风吹草
动”“暗战浮沉”“隐秘无声”等节点名号，
就让人浮想联翩，心生向往。

“正因为前期对设计充分论证和考
量，后续又有区里专班督查指导，到了施
工阶段，往往能使标准很好落地，也相对
不容易走样。”蒋顺国对几本手册赞不绝
口。据介绍，针对拆整、设计、验收等，富
阳编制了建设指导手册、本土植物手册
等，并组建未来乡村专班，实行全过程监
管和督查，一发现问题就通知整改，避免
后期“翻烧饼”。

有了负面清单，加上督查指导，还有
轻建设、重整治、细处入手的理念，记者发
现，几乎每个村都有各自招牌，一看便与
众不同。像胥口镇的里坞村，地处崤山脚

下，这里是药材种植基地，于是房前屋后
所栽绿植尽是草药，无需多加介绍，进村
就仿佛置身药谷。

运营：不止颜值，更具产值

去年，富阳启动城乡风貌整治提升之
初，区委书记吴玉凤便阐述了“场景与人
本”“项目和统筹”两对关系。在她看来，
未来乡村的风貌，不止于颜值，更要具备
产值，应注重空间选择、场景植入、产业导
入，坚持政府、社会、市场三方联动，在共
同富裕场景下进行统筹考量。

因此，蒋家村在设计与施工阶段，后
续经营方向便已清晰：一方面，打造整体
环境，突出个性特征，另一方面，只进行原
始样貌的修缮，内部并不多加装点，为后
续留白，可供产业配套。果然，还未及验
收，就有专注于剧本杀的团队上门“求
亲”，以期接手后续运营。

这个“五一”小长假，里山镇安顶村率
先一炮走红。据了解，一家专注于露营的
本土企业才与村里签下协议，“拎包入住”
没几日，便宣告启动试运营。前期收入五
五分成，后续酌情再调整。之所以无缝衔
接，与前期的清晰定位，以及成熟配套密
不可分。

安顶村位于安顶山，常年云雾缭绕，
令人心旷神怡。张叶青是天尚设计集团
富阳分公司的总经理，在她看来，茶园并

非安顶山独有，需有新的爆点，因此她敏
锐地捕捉到了露营风口，在规划与施工
时，便下意识地将风景最好的区块，建设
成营地，并配套各种设施。为打造吸引
物，村里还投入 100多万元，推出“天空之
境”景点，利用镜像形成天人合一之效。

此番建设，安顶村花在景观提升上仅
有三成，另外五成用于产业培育及配套，
剩余两成用于数字化赋能，一方面为高品
质的茶叶提供数字背书，游客扫码便知生
产全过程，另一方面提升消费体验，通过
手机小程序可将吃住游乐购一网打尽。
村党支部书记夏明达直呼，这些钱花得
值，别的不说，建完即运营便是最好例证。

记者看到，不仅仅是蒋家村、安顶村，
黄公望村的“公望两岸文创产业基地”如
今也有 20多家主体入驻。每个标杆点均

“筑好巢、等凤来”，因为主题鲜明、配套齐
全、方向对路，无一例外受到市场青睐，经
营势头顿起。目前，全区已有 20 个村启
动村庄经营试点。

值得一提的是，富阳还从机制和政策
上予以引导：鼓励采取村集体自主经营、
股份合作、租赁经营等方式，组建一批实
体公司，推进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转化。
区财政为此还推出“村庄经营创收奖”，每
年将视创收情况予以 10 万到 30 万元奖
励，并广招乡村职业经理人，财政连续三
年保障15万元底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