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3日，在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朱坝街道，
农民在采挖莲藕。连日来，当地农民忙碌在田间
地头和池塘，用劳动和收获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万震 摄 新华社发

冬季田不“闲”
农 户 冬 管 忙

多路径力促产兴业旺 实举措助推强村富民
黑龙江省绥化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张军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是发展的
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
长。”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重视三农工
作，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强调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擘画了新时代新征程
上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宏
伟蓝图。

黑龙江省绥化市是农业大市，是国
家重要商品粮基地、草食畜牧业基地、绿
色食品生产基地。几年来，在推进乡村
产业发展上，探索出一些符合基层实际、
促农增收效果明显的路径模式，为推动
绥化乡村产业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强化党建引领，集体经济依托
“头雁带动”。聚焦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
展，着力筑堡垒、强产业、育人才。全市
160个乡镇全部建立创业兴村党支部，带
动发展强村富民产业86个，累计增收4.4
亿元。指导 190个村发展绿色有机种养
业，带动集体增收 1600 余万元、群众增
收亿元以上。比较突出的典型模式有，

“组织联建+产业联育+发展联促”模
式。全市成立鲜食玉米、有机大米、富硒
大豆等产业联合党委 46个，吸纳链上龙
头企业和社会组织 150 家、乡村党组织
234个参加。肇东市成立鲜食玉米党建
联盟，打造“王老宝”黑色鲜食玉米品牌，
带动乡村发展订单农业，网络终端销售
量全省第一、全国前三。“支部+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通过入股
分红、租赁经营等，助推村级集体经济提
质增效。北林区整合水稻加工企业和社
会组织，通过这种有效方式，带动 1286
户农户增收2100万元。

——壮大主导产业，持续带动乡村
“水涨船高”。全市10个县（市、区）都有
特色鲜明的主导产业，对乡村产业发展
形成强力支撑。比较突出的典型模式
有，“公司+脱贫户”生猪代养模式。望
奎县生猪饲养量多年位居全省首位，先
后投资 1.14亿元，建设 11个年出栏万头
以上的生猪代养场，带动 3400户脱贫户
实现户均增收 1000 元以上。“企业+基
地+农户”鲜食玉米种加模式。青冈县
围绕“玉米百亿”产业发展目标，打造万

亩以上标准化生产基地，支持新型经营
主体、龙头企业加工鲜食玉米，安置就业
4000余人，年收入3500万元。

——推行规模经营，土地托管服务
“地中寻金”。绥化是黑龙江省唯一整市
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试点，土地托管
面积达到 1545.4 万亩，占播种面积的
54.6%。比较突出的典型模式有，“村集
体+合作社+农户”模式。绥棱县克音河
乡向荣村发挥村集体“统”的功能，推动
土地规模经营。村集体年收入达到 150
万元，集体积累 5000 万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 2.18 万元。“企业+合作社”模式。
庆安县洪光现代农机合作社与中国华粮
物流集团达成 1.5 万亩“托管+粮食银
行”合作协议，保证粮食收储和农民
收益。

——实施“菜园革命”，房前屋后结
出“金果银菜”。深入挖掘全市百万个
庭院、百万亩土地潜力，鼓励“多数人种
效益园”，全市已累计建设菜园经济示
范村 476 个。比较突出的典型模式有，

“企业+经纪人+农户+小菜园”模式。
兰西县把发展庭院经济作为农民增收
的新引擎，由企业提供种子、农药、种植
技术规程、蔬菜收购标准和保底收购
价，培育经纪人负责管理。目前全县小
菜园专业村发展到 47 个，参与农民
7100 户，面积 5080 亩，纯效益超过 2000
万元。“菜单式帮扶+私人定制”模式。
明水县推广“菜单式”帮扶、“园田地”私
人订制模式，制定果蔬、干菜、畜禽等帮
扶菜单，农户“点餐”、县里“下单”、部门

“炒菜”、帮扶干部“送餐”，带动 8411户
平均增收 500元。

——发展特色种养，激活多元增收
“动力源泉”。以稳定发展猪、牛、羊、禽
等基本畜禽为重点，积极构建多元化养
殖体系。比较突出的典型模式有，“种
植+特色养殖”多元共作模式。海伦市
东风镇仁东村发展冬季小龙虾、河蟹、林
蛙等特色养殖，实现村集体、农户收益
47 万元。大力推广“稻虾共作”立体种
养新模式，2022年稻田放养小龙虾15万
余只，可产优质绿色水稻2万多斤，实现

“一田双收”“粮渔双赢”。
——加强光伏运管，不断增强发展

“续航能力”。全市累计建设“村级+联
村”电站351个，总装机容量238兆瓦，覆
盖 405个脱贫村，年均收益近 2亿元，成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阳光存
折”。比较突出的典型模式有，“专管队
伍+企业+村集体+脱贫户”光伏收益模
式。青冈县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 73.73
兆瓦，组建专职管理队伍，聘请电力安装
公司统一维护，累计实现收益1.12亿元，
带动全县脱贫户户均收益8110元。

——打造乡村旅游，田园特色谱写
“华彩乐章”。全市现有 24 个乡村旅游
景区，有国家和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8
个，旅游人数达 432万人次，创收 6.63亿
元。比较突出的典型模式有，“基层组
织+乡村民俗旅游”发展模式。海伦市
福民乡众福村以“四大坊民俗风情园”为
载体，由村集体领办，打造文化兴盛类村
庄，形成了集休闲观光、果蔬采摘、美食
品尝、农事体验、民俗风情、农产品营销
等于一体的农旅融合产业链条。

——扩大电商服务，农副产品插上
“网络翅膀”。全市有7个县（市）被评为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成电
子商务园区 10 个，有猛犸印象、悠土商
城等自建平台 8 个。域内企业依托淘
宝、拼多多等全国知名平台，开展线上合
作，建立活跃店铺2.5万个。比较突出的
典型模式有，“农产品+直播基地”模
式。肇东市昌五镇昌盛村是全省第一个
村级直播基地，带动 30 多人加入直播，
粉丝量达到 1.5万人。安达市创新实施

“直播小铺”带货模式，通过后台数据分
析、供应链产品对接、多平台集中数据转
换直播，助力农副产品销售。

通过对绥化乡村产业发展情况的调
查，着眼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从中得到
这样几点启示：

一是乡村产业发展离不开基层党建
引领和能人带动。必须牢固树立大人才
观，全力推进“人才兴绥”战略，在“育”上
做文章，实施“头雁提升”工程，培育本土
实用人才，锻造农村致富带头人队伍。

在“引”上抓突破，建好吸引人才的“桃花
源”，吸引各类人才向农业农村汇聚。

二是乡村产业发展离不开主导产业
支撑和联大靠强。围绕玉米、大豆、水稻
三大种植和“两牛一猪”养殖主导产业，
瞄准市场需求，发展立县产业。吸引国
内知名大企业进驻绥化，进一步延长产
业链、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链，辐射带
动乡村产业发展。

三是乡村产业发展离不开土地集中
连片和规模经营。没有土地资源支撑，
乡村产业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全市实行土地集中连片经营、推行
土地托管服务模式，既能有效解决流转
成本高、农机吃不饱等问题，又能产生

“规模效应”，让农民在土地增值溢价中
受益。

四是乡村产业发展离不开资金集中
使用和金融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离不开
资金的扶持。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
上，切忌“撒胡椒面”，最大限度地发挥资
金的使用效益，提高产业项目运行质量，
加强扶贫资产后续管护，切实保证收益
率。充分发挥金融“撬动”作用，积极创
新服务方式。市乡村振兴部门积极对接
农担公司、金融机构，搭建“兴银担”“兴
银信”金融服务平台，破解域内新型经营
主体在扶贫衔接资金建设的项目落地建
成后缺少运营流动资金难题的做法值得
总结推广。

五是乡村产业发展离不开品质品牌
打造和科技赋能。产品质量是产业发展
的关键。必须在科技赋能上做足文章，
抓好“生产端”，力促品种培优；抓好“加
工端”，力促品质提升；抓好“营销端”，力
促好产品卖上好价钱。深入实施品牌强
农战略，促进绥化拥有超 600 亿元价值

“寒地黑土品牌”的维护和升值，共同打
造寒地黑土产业“旗舰”。

党的二十大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自立自强、守正
创新，努力打造新时代乡村产业发展升
级版，加快推进绥化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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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彦云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近年来，新疆喀什地区集中力量补
短板、强弱项，打造集生产、加工、流通、
科技、服务、品牌为一体的棉花产业集
群。同时，不断优化棉花产业布局，推进
延链、补链、壮链、优链，加快构建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棉花产业化发展取得显著
成果，550万余亩棉花基本实现全产业链
发展。

作为喀什地区棉花种植大县，巴楚
县从一粒种子萌芽到棉花收获，聚焦聚
力全产业链，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向高端
化、品牌化发展，助力纺织业高质量发
展。这是喀什地区谋划全产业链农业，
建链、延链、优链、补链、强链的有力例
证，更是农业全产业链赋能乡村振兴的
生动实践。

庄稼好不好，种子是关键。在新疆
天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巴楚分公司良种
繁育基地，只见一排排厂房次第排开。

“去年，农民种植的棉花种子就是在这
里培育的，首批种子投放市场后，各乡
镇农民反映良好。”良种繁育基地总经

理刘晓伟说，“去年，我们已完成 2.4 万
亩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并力争用两到三
年时间培育出适宜南疆地区种植的农业
新品种。”

“过去需要 3 名工人管理的 100 亩棉
田现在只需 1名工人就能轻松打理好，成
本降低了、产量上去了、好种子派上了好
用场，每亩棉田增产量可达 50 公斤到 80
公斤，棉花不愁卖，种植多少销售多少。”
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克其克托帕村棉农
阿迪力·买买提高兴地说。

在巴楚县工业园区新疆新喜恒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车间，生产全部实现智能
化，只见洁白的面纱堆码如山，厂区外工
人正忙着装车。“这批生产的面纱和布匹
将运往江苏省，都是高端服装的原材
料。”该公司车间负责人说。

目前，巴楚县已有 3家织布企业。新
疆新喜恒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是该县规
模最大的织布企业。该公司采用国内织
布行业较为先进的机器设备生产纺织产
品，计划落地 1420台织布机，可带动附近
1000 余名富余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
业，昔日的“汗水农业”正朝着“智慧农
业”“全产业链农业”转变。

□□ 谭亚廷 刘亚钦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杰

天刚蒙蒙亮，河南省镇平县郭庄回
族乡团中村的马长聚就骑上电动车来到
离家不远的都丰蔬菜合作社，换上工作
服，到蔬菜大棚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以前，常年在外打工，一年到头除
去吃喝开销落不了几个钱，不光远离家
人还整天让家里人操心。在村里的蔬菜
合作社上班，收入也不比在外打工少，还
能 兼 顾 老 人 小 孩 和 地 里 的 活 。”马 长
聚说。

产业建在家门口，群众就业不用
愁。都丰蔬菜合作社负责人马亚敏可是
个远近闻名的“乡村能人”。早些年，马
亚敏通过养牛赚得“第一桶金”后，就想
着再干点啥让乡亲们也跟着挣点钱。经
过一段时间考虑和外出考察学习，最终，
结合当地种菜优势，马亚敏决定成立都
丰蔬菜合作社，带领群众种菜增收致富。

近年来，镇平县立足县域实际，按照
“三产融合”理念，建立农村土专家人才
库，培优乡土实用人才；推行“实用人才+
特色产业”育才模式，聚焦食用菌、藤编、
苗木花卉、荷花莲藕、艾草等“一乡一
品”，培育红薯田秀才、蔬菜种植土专家、
金鱼养殖能手等“田秀才”“农能人”“乡
创客”2129 人，农业科技示范户 1000 余
户；校地联办“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定向
培训新型农业经营带头人 220 人。乡土
专家活跃在农村的广阔田野里，为乡亲
们的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动力。

眼下，手机直播这种“新农具”在镇
平县深受年轻人的喜爱。镇平县也为数
字手段助农发展开了“绿灯”。镇平县整
合专业机构资源，累计培训电商能人、电
商辅导员、农村电商带头人 1 万余人次，
实施电商创业致富奔小康、农特产品电
商直播带货行动，培育“萝卜姐”“红薯
哥”等网红主播 578 人，网店 2.2 万家，电
商企业 210 余家，淘宝村达到 12 个，农特
农产品借“触网上线”实现“进城出海”，
年电商交易额突破 260亿元，跨境电商年

交易突破 30亿元，农产品年网络零售超 5
亿元。

村村可闻琢玉声，户户可见玉生
辉。镇平县素有“中华玉都”的美誉，玉
雕产业也是镇平县的特色支柱产业之
一，玉雕加工遍布该县 16个乡镇 100多个
行政村。

满多是地地道道的镇平人，2016 年
创立了镇平县真玉天地电商创业孵化基
地，以电子商务发展为主线，整合当地玉
雕加工企业，以新业态电商销售端倒推
玉雕产品创新，实现传统玉雕与新业态
电商的良性嫁接，推动了玉雕全行业的
转型升级。

2019 年，满多带领自己的电商团队
联合快手平台在镇平县成立直播基地，
2020年、通过积极沟通和努力，又联合抖
音在镇平县成立抖音直播基地和创新型
的质检物流一体化发货中心，极大地推
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镇平县还围绕“人人持证”，承办全
省玉石雕刻技能大赛，以赛代评，对包揽
前三名的镇平籍选手获“河南技术能手”
评选直通车资格。先后有 1人被授予“河
南省五一劳动奖章”，3人获评“河南技术
能手”，1人获评“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
家”，1 个工作室被批准成立省级技能大
师工作室。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镇平县实
施“镇平人建设新镇平”战略，吸纳各个
领域人才，搭建柔性引才平台，引进产业
领军人才、海归博士等科技创新人才。
截至目前，已签订校企校地合作协议 33
个,“中原学者工作站”落户想念面业公
司，依托“聚石智仓”宝玉石产业链数字
化集合平台引进 62名高层次人才。

河南镇平县：

让人才为乡村振兴蓄能

新疆喀什地区：

以提质增效激发棉花全产业链发展

腊八一过，年味渐浓。近
日，在浙江省义乌市廿三里街
道，一场别开生面的麻糖节热闹
举行。当地李宅村是远近闻名
的“麻糖专业村”，如今，依靠网
络电商优势，麻糖香飘全国。当
天，义乌网上年货节同时拉开帷
幕，推出线下年货展销、年货节
直播带货、线上平台促销等系列
活动，给群众送去年味十足的购
物体验。图为义乌市民正在新
落成的“廿家”共富工坊选购年
货，体验糖画、糖烊、捏面人等非
遗文化。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摄

线上线下，年味渐浓

□□ 翟家胜 朱斌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现代科技发展迅速，给农业带来了哪些
改变？面对巨大的消费潜力和多变的市场
环境，新农人又有哪些应对之策？对此，云
南省富民县农业农村局日前组织开展高素
质农民培训。其间，参加培训的103名学员
穿梭在云南多个乡村产业项目间，全身心融
入课堂教学、团队建设、实践考察等课程。

在交流环节，大家认为，农产品销售存
在两大瓶颈，一是产品的特点不好挖掘，难
以定位目标消费人群，市场打不开；另一个
是销售渠道问题，电商平台较多，各具特
色，缺乏专业的对接人才。

“这次来培训，就是想搞清楚我家的荠
菜如何才能发展得更好？”富民县大营街道
办事处麦竜村委会小麦竜村村民屠凤
贵说。

屠凤贵是荠菜种植大户，从最开始的2
亩发展到现在的7亩，屠凤贵慢慢建起了22
个大棚，产量很高，一季下来荠菜产量在13
吨左右，市场效益良好。

“打理荠菜主要讲细活，枯枝和杂草
要及时薅掉，不能偷懒，保持适当的株距
才能成活。”谈起荠菜种植，屠凤贵滔滔不
绝，以前从未规模化种植过荠菜，这些看似
简单的种植技术，是平时从农业农村局组
织的很多技术培训中学到的。经过多年边
学边摸索，遇上难题就向懂技术的能手请
教，屠凤贵已经总结了一套实用荠菜种植
技术。

交流中，富民县德贵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富民县豌豆产业名副其实的
带头人邓德贵向大家介绍，合作社生产的豌
豆产品远销省内外，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要
重视销售地的消费习惯，比如合作社生产
的高淀粉“镰刀豌”主要是为湖南、四川、广

西等地方“量胃定制”，市场反响良好。
邓德贵还谈起自己的创业史，1998年，

他通过流转土地，种了40亩大白菜，自此开
启了“山野农夫”人生。2012年，他去台湾
旅游时，偶然间尝到一种美味的豌豆，当即
决定回家种植。然而，邓德贵在开始试种
豌豆时，并不是一帆风顺，因为技术不过
关，种的 4亩豆苗全都被水泡坏了，庆幸的
是在培训人员和技术能手的指导下，邓德
贵在第二年终于获得成功。如今，邓德贵
所在合作社种植的豌豆，一部分被销售到
周边县区，用作鲜食加工，另一部分被做成
加工品，市场前景很好。为了满足生产，合
作社不仅购买了自动化设备，还吸引社会
资本共同建设加工厂，走现代化路子。

经过多年的发展，邓德贵已打造出“邓
氏德贵”“菜小弟”等蔬菜品牌，成为了远近
闻名的种植大户。周边的不少农户都慕名
而来，向他请教种好豌豆的技术。从 2015

年成立至今，合作社由最初的5人发展到现
在的 300多人，豌豆收获时节，高峰期每天
要发出1000多吨。

“找到适合村情的产业，盘活家乡资
源，带领更多乡亲共奔富裕路，是我创业路
上的不竭动力。”邓德贵说。

施金雄是富民县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的负责人，原本从事生猪养殖的他流转
了142亩土地开种蔬菜。针对开发市场，施
金雄认为发展蔬菜产业的同时还要重视冷
库建设，同时要关注绿色食品认证，打造专
属于富民县的绿色“名片”。

“近年来，富民县以高素质农民培育为
抓手，不断增强农业科技服务能力和水平，
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效
果显著。接下来，我们将紧密结合农户实
际需求，提出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建议，
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富民县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说。

高素质农民共话致富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