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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昕 李媛

“这个周末，我和家人游览了坡
里暴动旧址、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战
役纪念园、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
馆……”近日，回味不已的市民朱建
国说，“阳谷是坚定红色信仰的一方
土地，每次踏足，破空而来的总有历
史的回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用好红
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山东省阳
谷县深入挖掘红色文旅资源，积极构
建红色文旅新格局，将红色资源融入
乡村振兴，红色文化优势正转化为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红色文旅资源
的积淀与挖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续航赋能。

红色基因滋养乡村文化

走进寿张镇沙河崖村，一条南北
街道穿过村庄，路边一座历经沧桑而
保存完整的青砖院落，正是刘邓大军
渡河指挥部旧址。它与扩建的刘邓大
军强渡黄河战役纪念馆、渡河广场，共
同组成了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战役纪念
园，纪念当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那段
气势恢宏、彪炳史册的光辉历史。

阳谷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红
色基因在此熠熠生辉。近年来，阳谷
县文化和旅游局以党建为引领，积极
开展对革命文物的挖掘保护、建设提
升，推送了十余处具有较高价值的红

色 革 命 旧 址 ，申 报 省 、市 革 命 文 物
名录。

“扩建的纪念园，真的让我大开眼
界，参观完后，深感震撼。”近日，来自
济南的自驾车友黄立感叹道。黄立感
慨的背后，是阳谷县积极挖掘红色基
因，滋养县域文化特别是广大乡村文
化的不懈努力。

近年来，阳谷依托红色革命旧址、
原址，重点打造了3处红色革命教育基
地：刘邓大军渡河指挥部旧址已扩建
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战役纪念园，是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革命教育
基地；在中共九都杨支部原址，建设了
占地 1.5 万平方米的九都杨鲁西第一
个党支部纪念馆，成为鲁西弘扬革命
传统、开展党性教育的重要基地；依托
革命历史，建设坡里暴动教育基地，已
对外开放。

阳谷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訾
士勇说：“通过对红色革命旧址的不断
打造提升，逐步形成红色文化集群效
应，构建辐射广大农村的县域红色文
化品牌。”

红色文化引领文明新风

走进郭屯镇九都杨村，笔直的公
路、干净的街道、红色的标语，一切都
营造着肃穆庄严的氛围。从2020年11
月开始，阳谷县陆续投资2000余万元，
建成了鲁西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去
年6月30日，正式开馆，丰富了聊城“平
原红色文化长廊”的内涵。

这 是 一 种 不 忘 初 心 下 的 心 心
呼应！

“纪念馆的建成，成为村民引以为
傲的大事，本村及周围村镇的党员可
以在‘家门口’接受红色教育，这也成
为村‘两委’班子的精神食粮，进一步
激发出党员为老百姓办实事、致力乡
村振兴的责任感。”九都杨村党支部书
记杨福文说，“开馆不到 1 年，已经有 5
万余人在这里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

在挖掘当地红色旅游资源的同
时，阳谷县不忘追溯红色资源背后的
感人故事，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进
一步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
调动起广大群众投身乡村振兴的积
极性。

一座红色教育基地的拔地而起，
不仅提高了村民的精神高度，还让昔
日脏乱差的小村庄，摇身一变，成为活
力秀美的红色旅游村。

走在定水镇坡里村，佳木林立，花
草长满公路两旁。一排排房屋披着深
棕色“外衣”，与蔚蓝天空交相辉映。

“以前这里是个大坑，充满垃圾、
污水，臭气熏天，村民都绕着走。”76岁
的坡里村村民丁士栋站在坡里暴动教
育基地前的广场上说，“现在大坑成了
文体广场，我们经常在这里健身。”

訾士勇表示，随着一座座红色教
育基地的建成，村风民风也不一样了，
村民素质提升了。以前，简单的一个
项目都很难在村里推进，现在，村里同
时进行多个项目，村民都积极配合。

“红色引擎”赋能农民增收

红色基地有“学头”，美丽乡村有
“看头”，田园情结有“逛头”……红色

资源孕育了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浸润
着广大乡村。依托红色资源，坡里村、
沙河崖村、九都杨村的红色旅游、红色
研学、党性教育培训等红色产业形态，
正逐步形成。

强基固本，红色引领，农民增收途
径越来越广。沙河崖村在村党支部引
领下，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
土地 300 余亩，重点发展果木种植、玫
瑰培育，帮助本村和邻村 200 余村民
就业。

在去年的 52 亩扶贫大棚的基础
上，今年 6 月，坡里村成立坡里红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养鱼种藕，实现了 260
余万元的收入。游客前来接受红色教
育的同时，垂钓旅游，带动了当地特色
产品的销售，近来，每天都有上百人游
客前来，四个月下来，已过万人次。

“如何为乡村振兴塑形铸魂？”訾
士勇一直思考着。

“九都杨”酒、“九都杨”酱菜……
九都杨村积极注册商标，打造“九都
杨”系列文化创意产品。“我们在利用
红色文化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是
通过各种途径，扩大红色文化的影响
力……”该村党支部书记杨福文说。

昔与今，旧与新，作为“大运河文
化旅游带”与“黄河文化旅游带”的交
汇点城市，“两河明珠 英雄阳谷”从县
城到乡村，红色文化氛围日益浓厚，进
一步丰富了聊城“两河交汇 明珠城
市”的内涵。阳谷县正积极推动党的
二十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以昂扬
阔 步 的 姿 态 加 速 向“ 六 个 新 聊 城 ”
迈进。

红色资源催生乡村振兴之花
——山东阳谷县加快构建红色文旅发展新格局

聚焦第五届进博会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钟欣）
记者从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以下简
称进博会）上了解到，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化）与来自沙特阿拉
伯、科威特、日本、新加坡、阿联酋、马来西亚
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50 余家客户签订合
作协议，采购高品质的能源化工产品，并在科
技研发、生产数字化等方面开展合作，采购总
额超过110亿美元。

同时，作为全球布局、国际化运营的企
业，中国中化组织旗下瑞士先正达、法国安迪
苏、挪威埃肯及德国克劳斯玛菲等4家海外企
业参展，为中国市场和消费者带来全球领先
的种子、数字农业、动物营养、新材料、智能装
备等创新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在本届进
博会上，中国中化旗下海外企业与国内客户

签订多笔供货协议，销售总额超16亿美元。
中国中化相关负责人表示，参加第五届

进博会，一方面，能够进一步加大从全球引入
高品质能源化工产品的力度，对持续深化与
国际能源企业之间的合作、保障我国进口资
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将有效满足国内企
业的能源化工原料供应；另一方面，通过组织
旗下4家海外企业参展，能够把海外优势资源
与国内市场相结合，给国内各行业带来世界
一流的产品和技术，有效提升国内企业科技
创新能力，助力产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
中国中化致力于发挥全球布局、国际化运营
的优势，坚持对外开放合作，持续引进优质产
品和技术，与全球企业共享“中国机遇”，携手
构建产业链共同体，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稳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中化进博会采购金额超百亿美元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砾星 赵炜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广西南宁武鸣区双
桥镇伊岭村的 3000 亩火龙果种植基地，公司
技术总监廖祥松告诉记者：“基地采取工业化
的种植管理模式，195个标准化田块均采用统
一的设施栽培技术，配套‘水肥一体化’喷滴
灌系统，抑草膜、物理防虫灯等标准化设施。
这样的模式下，一对夫妻可以轻松管理 30 多
亩地，千亩基地只需一个负责人就能完成全
部协调工作。”

武鸣伊岭火龙果种植基地的现状，是近
年来广西火龙果产业高速发展的缩影。2021
年，我国火龙果种植面积突破 100 万亩，赶超
越南，跃居世界第一。其中，广西火龙果种植
面积超30万亩，产量、产值均占全国1/3以上。

在火龙果产量方面，广西为何能在全国
火龙果种植区中脱颖而出？成就的取得离不
开广东省的鼎力支持。以武鸣伊岭火龙果种
植基为例，“基地实现规模化种植、机械化作
业、智能化管理，靠的是大项目、大资金的强

势支撑，在此过程中，广东省的对口帮扶助推
了基地种植水平实现质的飞跃。”廖祥松说。

据了解，在粤桂两省区农业农村部门的
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粤桂协作乡村振兴
的各项投入不断加大。今年以来，广东已向
广西拨付财政帮扶资金 16.956 亿元，县均投
入 5138 万元。产业合作方面，新增引导落地
投产企业130个，实际到位投资额24.99亿元；
消费帮扶方面，累计帮助采购、销售广西农畜
产品和特色手工艺产品 101.15 亿元，广西累
计向广东出售农产品55.86亿元。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大
湾区是一个大市场，消费能力很强，每年的数
字农业大会、食博会、农博会等，为产销对接
提供了广阔的交流平台，广西火龙果正是粤
桂资金、技术、市场等协作下结出的“硕果”之
一。下一步，广东将继续发挥地方优势，加快
全产业链项目发展步伐，加强项目联农带农
富农效果，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聚焦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推动新阶段粤桂协作走深走实。

粤桂协作助力火龙果产业“加速超车”

□□ 陈金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早些年种子价格还能接受，可近年来种
子价格快速上涨，每亩胡萝卜种子费用需
2000 元到 5000 元，占了种植成本的 1/3 左
右。”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梓源农场创始人刘
建家告诉记者，胡萝卜种植最大的“麻烦”是
种子长期依赖进口。

“种子被称作农业的‘芯片’，科技含量
高，洋种子已经成为制约胡萝卜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卡脖子’难题。农户面临成本高、风
险大、低议价权、市场价格波动大等诸多困
境。”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福
建“科技特派员”庄飞云说。

能不能打破这个瓶颈，给胡萝卜装上“中
国芯”？2019年，庄飞云带领胡萝卜遗传育种
团队，携带选育近 20 年的国产胡萝卜种子来
到梓源农场，进行胡萝卜新品的培育和试种，
从100多种试种的品种中优选出“禧红202”进
行推广。

“该品种已连续 3 年在闽南地区 60 多个
不同地点进行试验和示范种植，在品质和产
量方面都取得了很好效果。胡萝卜种植户还
总结出一套符合本地种植的配套技术，形成
了区域标准化种植模式。”福建省福禧种子公
司总经理彭雪娟表示，经历了 3 年试验的“禧
红 202”胡萝卜综合性状表现优异，10 万粒一
罐的种子市场售价只要 1500 元，大大低于进
口种子价格。彭雪娟表示，未来 3 年至 5 年
内，力争该品种在国内推广种植面积达到5万
亩以上。

“国产种子‘禧红202’的推广将为东石镇
规模化农业产业发展增添‘加速器’。”东石镇
党委书记洪建立表示，作为晋江市重要胡萝
卜种植地，东石镇年种植面积近 2 万亩，年产
量保持在13万吨左右，平均年产值5.2亿元以
上，下一步，将依托胡萝卜推介交易中心、院
士工作站，加强与科研单位对接，研发、引进、
试种胡萝卜新品种，逐渐摆脱对进口胡萝卜
品种的依赖。

庄飞云，给胡萝卜装上了“中国芯”

本报讯（张世超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朱一鸣）连日来，河南省宁陵县先进制
造业开发区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深入学
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畅谈学习体会和贯彻落
实设想。大家纷纷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鼓
舞人心、催人奋进，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企
服务的具体举措，以昂扬的姿态，把党的二十
大精神融入日常工作当中。

近年来，开发区紧抓承接产业转移新机
遇，通过提升软硬件基础配套建设水平和服
务能力、推动惠企政策落地等手段打造一流
营商服务环境，助推涉农产业“聚变”，接续推

进农企强劲发展。
目前，已有史丹利复合肥等 16 家农资化

工企业以及福润食品、牧原400万头生猪屠宰
项目等15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和项目在开发区
建成投产，发展态势良好，对当地群众就业增
收带动效应日渐凸显。

据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朱勇介绍，下一
步，开发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
二十大精神上，为农企提供全方位、全过程
支持和服务。同时，做好电商等现代服务业
同现代农业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涉农企业做
大做强。

河南宁陵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深化营商环境 助推农企发展

□□ 吴园柯柯

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沉淀真情，俯下
身子与群众推心置腹拉家常，甩开膀子为
群众全心全意办实事，工作干在了平常最
实处，更落在了群众心坎儿上，这就是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包联驻村工作的
真实写照。农民群众纷纷表示，以前是我
们去村里找干部办事，现在是干部来家里
给我办事，隔三岔五给我打电话，真正做
到了干部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近年来，东胜区持续深入推进以“单
位包村、干部包户”“促村集体经济发展，
促村党支部组织力提升”为主要内容的包
联驻村工作，立足产业基础薄弱、矛盾纠
纷突出等情况及各村资源禀赋，在市直部
门向8个重点村派出驻村干部的基础上，
从区直包联单位中重新调整选派 31名政
治素质好、综合能力强、作风扎实、敢于担
当的年轻后备干部担任驻村干部，有序完
成工作交接，实现新一轮包联驻村全覆
盖。驻村干部全部脱产驻村，党组织关系
同步转入所在村党组织，用心践行党员联
系服务群众“六个一”工作机制，做到勤踏
群众家“门槛”、常到群众家“串门”，与群

众汗洒在一起、事干在一起、情融在一起，
全面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成为群众信赖
和满意的“主心骨”。

既“驻得下”，又“助得好”

面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任，驻
村干部迅速进入角色，主动适应基层工
作环境，争当“干将”不当“看客”，深入群
众家中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真正做到
身“住”基层、心“驻”基层切实为群众干
实事办好事。

罕台镇因早年旧镇区的村活动室拆
迁，导致永胜村一直没有党群活动阵地，
驻村干部了解情况后，积极与有关部门
协商，改扩建一处 366 平方米的活动阵
地，并由包联单位东胜区民政局争取专
项资金 70 万元进行阵地改造，融入了一
站式便捷的农民服务大厅，让村党群服
务中心更有温度、更聚人气。城梁村过
去村里路面坑洼不平，特别是下雨天，道
路泥泞不堪，给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不
便，在驻村第一书记帮助协调下修通了
4.8 公里柏油路，还在继续修建通村水泥
路。“道路修通后，村民出行环境将得到
极大改善，同时将带动村里牛羊猪鸡等

养殖业的发展，有效提升当地群众的生
产生活水平，进一步推动村民致富，助力
乡村振兴。”东胜区财政局派驻城梁村驻
村第一书记邓瑞清说。

既“服好务”，又“有收获”

农村工作琐碎繁杂，但基层蕴藏着
“大学问”，群众中到处有“大智慧”。从协
调邻里纠纷的“小事”到解决基础设施等
关系民生的“大事”，驻村干部在实践锻炼
中“补课”充电，在解决问题中提升能力，
使得驻村干部做事有了“灵气”，工作有了

“章法”。
泊尔江海子镇巴音敖包村位于东

胜区的最西端，过去村里一直没有像样
的产业。驻村干部经过反复考察研究，
依托本地独特的气候、土壤、地形等自
然条件，虚心求教农技专家和村里熟悉
耕种的老人，确定发展荞麦种植产业。
驻村干部帮助村集体种植荞麦 450 亩，
带领全村种植荞麦 1200 亩，并协助注册
了“老梁外”土特产品牌，不断延伸荞麦
深加工产业链条，让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看着丰收的荞麦田，村民一脸幸福
地说：“我们村里‘老梁外’品牌打响了，

销路也打开了，农民种荞麦的积极性高
了，收成也好，钱包也更鼓了。”在服务
群众的过程中，干部汲取了群众的智
慧和方法、提高了工作能力、促进了作
风的转变，做到了驻村有所悟、驻村有
所得、驻村有所成。

既“心里安”，又“树口碑”

到基层一线是一段难得的人生阅历，
所有驻村干部十分珍惜机会，深入研究岗
位职责，积极发挥“服务员”作用，既做到
了服务基层群众问心无愧，又做到了不辜
负组织期望和群众期待。

“请大家排好队，注意脚下安全，小
心摔倒……”在出入口引导等候核酸检
测的驻村干部关切地说。在区域核酸检
测应急演练中，多了几位忙碌着的“大
白”，帮助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村民注册
鄂尔多斯市健康宝，对没有智能手机的
老年人，逐一录入信息，对患有疾病、行
动不便的老人等特殊群体，实施“敲门行
动”提供上门检测，确保不漏一人，全心
全意当好群众的“贴心人”。“勿以善小而
不为，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只要竭尽所
能，哪怕是极小的事情也是值得的。”驻
村干部感慨地说。

一次次入户走访，一回回嘘寒问暖，一
桩桩、一件件为民服务的“小事”筑起了驻
村干部和群众的“连心桥”，驻村干部成了
既能“锦上添花”，更能“雪中送炭”，群众身
边遇事用得上、感情上可托付的“贴心人”。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真蹲实驻解难题“驻”在群众心坎儿上

11月6日，工人在甘肃省兰州新区现代农业示范园采摘花卉。近年来，兰州新区引进先进种植设施设备、种植群体，改良花
卉品种选培，玫瑰、蝴蝶兰等高端花卉实现了全季节、全天候生产，年产鲜切花可达1亿枝，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远销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 摄

云南首个村民小组数字
乡村服务平台投入使用

本报讯（杨蓉 王虹萩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郜晋亮）近日，由农行云南省分行提供技
术支持的云南首个村民小组数字乡村服务平
台（“仙人洞”微信小程序）在云南省文山州丘
北县普者黑仙人洞村小组发布并投入使用。

据了解，该服务平台将智慧旅游、智慧停
车场、金融服务、云资源服务、农村电商、LED
大屏、村务管理等集成一体，既可以让游客轻
松获取票务、住宿、餐饮等信息，也为景区商
户带来了统一入账、精准核算分账的便利。

仙人洞村小组地处普者黑国家 AAAAA
级景区核心区。如何依靠互联网和大数据等
数字化手段，构建集旅游服务、金融服务、乡
村治理和党建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并
让游客、商户享受舒心便利服务，一直都是这
几年村小组干部思考、期待解决的问题。

村小组组长李福忠说：“‘仙人洞’小程序
的上线，让我们这个小山村也搭上了数字快
车。借助小程序，游客游玩更加方便快捷，还
能获得销售折扣优惠，而且我们的村务管理
也更高效，干部干着舒心，群众看着放心。”

目前，该平台已有多家精品民宿、优质餐
饮企业入驻。下一步，仙人洞村小组还将借
助该平台开展网红直播带货，把生态、优质的
特色产品卖到更远的地方。

（上接第一版）
谋定而动，推进项目更要靠实干。安庆

市财政局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党建
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将党课搬到田间地
头，把保粮保油作为政治任务，实现了“陷阱
田”机械化改造耕种目标，增加了粮食产量和
村集体收益，也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战斗力、感召力。

体元村干群表示，感谢驻村工作队帮扶，
接下来，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进一步

提高机械化耕种水平，提升农业综合效益，让
生活更富足。

改造农田 生活更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