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32023年3月27日 星期一

见习编辑：胡锦雯 新闻热线：01084395091 E-mail：zbs2250@263.net

武汉农博会展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农优品牌 振兴先锋

广告

□□ 常晓宁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初春时节，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毛
庄镇“樱桃小镇”项目基地里，晴空下横
排纵列的日光温室犹如银色浪波。棚室
内，即将成熟的大樱桃缀满枝头。“我们
在这儿边打工边学技术，到时候自己单
干！”正在调控温湿度的公官营北村村民
康春玲说。

“既为村集体增收，又让更多村民实
现家门口就业，还将助力地方农业产业
提档升级，这正是我们建设‘樱桃小镇’
项目的意义所在。”据毛庄镇党委书记朱
永红介绍，该镇采取联村抱团、集中连片
模式，先后争取上级扶持壮大村集体经
济专项资金 800 万元，流转土地 165 亩，
分批分期建设大樱桃温室大棚 32座，为
涉及项目的16个村庄每村每年至少带来
3.5万元的收益。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
振兴的重要一环。对此，乐亭县将其作为
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重要抓手，借助上级出台扶持集体
经济项目政策的东风，有效盘活本地资源
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截至目前，全县共争取省级扶持项目145
个、项目资金1.08亿元。

眼下，大相各庄镇西翟各庄村新建
成的恒温库前，装卸白菜的车辆来来往
往。“这个恒温库给集体带来租赁收益的
同时，也带动大家将应季白菜错季销售、
提高收益。”针对该村多年从事白菜种植
的优势，村党支部书记李俊杰力主将上
级专项资金用于建设恒温库，进一步增
强农产品初加工能力，延伸产业链，助力
传统白菜产业做大做强。

高树靡阴，独木不林，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从来不是靠单打独斗。据乐亭县
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李雪松介绍，该县
引导各村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村庄区
位、产业发展等因素，将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与推进农业现代化、深化农村改
革、建设美丽乡村等进行有机衔接，实行
良性互动、融合发力，现已逐渐形成联合
抱团型、资源利用型、有偿服务型、资产
盘活型、筑巢引凤型、入股分红型等多种
发展模式。目前全县村集体经济收入20
万元以上的村庄，达到42%以上。

这段时间，正是全县春耕备耕关键
期，这可忙坏了马头营镇南赵庄子村党
支部书记李军。自从村里带头成立全县
第一个村级供销合作社，他的心就没踏
实过。如何将流转的180亩土地耕种好、
经营好，如何让以土地入股的 78家股民
有更多分红，如何为其他农户提供生产

性服务……李军不断遇到问题，又逐一
解决问题。3万元、6万元、8万元……随
着村集体收入的增加，该村“党支部+供
销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渐入佳境，
发展势头良好。

“以前村里没钱，群众实际问题解决
不了，现在有了收入，村民有盼头，我们
干工作也有底气！”李军说，他将集体的
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除必要投入外，
其余全部反哺村里公益事业发展和改善
村容村貌、帮扶困难群众等民生需求方
面，让群众共享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

“下一步，我想继续扩大供销合作社经营
规模，延伸流转范围，盘活更多闲置土
地，让土地生出更多‘金子’！”谈及未来，
李军信心十足。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关键在人。
近年来，乐亭县注重选优育强引领乡村发
展的“领头雁”，积极推动像李军这样有经
济头脑和致富本领的能人能手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此外，还选派乡镇科级干部及
业务骨干分赴行政村担任第一书记，选派
近百名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
术指导，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一渠活水润三田，集体经济
唱新歌。全县由此发生的变化是，农村党
支部更加具有凝聚力，村庄更加富有精气
神，村民更加拥有归属感。

本报讯（王长海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刘伟林 见习记者 岳海兴）日前，黑
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坚持“抗灾害、抢农时、
提标准、保春种、夺全苗”总体要求，有力
有序推进备春耕工作。今年，全市粮食作
物计划种植面积3700万亩。

坚持政策导向和市场方向，通过召开
恳谈会、手机平台等形式，指导合作社、家
庭农场、种植大户等种植主体合理确定种
植意向，提早将种植计划落到地块。今
年，全市粮食作物计划种植面积 3700 万
亩，其中玉米 1580万亩，水稻 620万亩，大
豆稳定在 1430万亩，马铃薯、杂粮杂豆等
作物70万亩。

市县两级分别成立了党政主要领导
任“双组长”的大豆生产工作专班，县乡
村签订目标责任书，落实面积建账上
图，进一步压实大豆面积。采取新发包
机动地必须种大豆、水稻育秧大棚二次
利用种植大豆、村干部带头引领种植大
豆以及市县乡村干部包保到户压实任
务、坚持周二周五“一周两调度”推进落
实等措施，挖掘种豆潜力，确保扩豆工
作任务落实落细，目前全市已落实大豆
面积 98%。

组织农资经营单位提早调配货源，加

大农资调运储备，通过村集体代购、托管
团购等方式，加快春耕物资购进和下摆。
今年，全市三大作物种子需求 12.9 万吨，
已储备 106.2%，下摆 81.5%；化肥需求 73
万吨，已储备79.2%，下摆78.5%。

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资金投入力度，进
一步优化信贷服务，保障春耕生产需求。
同时，指导农民加强手中余粮保管，适时
销售手中余粮，加快余粮变现，提高农民
自我筹集资金能力。调度显示，全市备春
耕总需资金 143.7亿元，已筹措到位 127.2
亿元，其中农民自筹 88.7 亿元、金融贷款
38.5亿元。

持续保持农资打假高压态势，狠抓农
资市场监管，严查农资经营标签标注不规
范、经营门店备案信息是否完整真实、是
否存在未经备案开展销售、是否存在未审
先推、推广销售越区种植或已撤销审定品
种等违法行为。

进一步深化垦地合作，利用农垦投入
全市的5000万元农机装备，继续打造垦地
合作“三块地”，深入实施大垄规模经营壮
大村集体经济百村示范工程，全力推广大
垄规模经营、水肥一体化等先进种植技
术，开展吨粮田创建。目前，全市已落实
大垄规模经营面积523万亩。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粮食作物计划种植面积3700万亩

□□ 王磊 孙亮

春日暖阳下，枝头花争俏。走进安徽省
萧县丁庄村的车厘子联栋种植大棚内，车厘
子花竞相开放，一朵朵、一簇簇，素雅淡洁、
压满枝头，为小村庄增添了希望的色彩。

“设施大棚有效预防了霜冻，温度始终
控制在20度左右，加上科学精细化管控，5
月肯定能丰产。”“按目前市场行情价格每
斤平均能达50元，这给咱村增收不少。”说
起新兴产业的情况，村党支部书记郝朝永
和管理员曹树影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

丁庄村是周边地区远近闻名的“水果
村”，村民自上世纪80年代就已通过大面积
栽培水果获取高收益，但由于村集体缺乏
支柱产业，一度出现“民富村弱”的局面。
近年来，丁庄村村委会积极寻求发展机遇，
优化产业结构，将特色蔬果产业提质增效
作为乡村发展的切入点、发力点，逐步走出
一条产业兴旺、百姓富裕的乡村振兴之路。

“2021 年，村里在考察后试种少量特

色车厘子获得成功，村‘两委’干部随即联
合种植大户投资 40 余万元，购买 2000 余
株果树开始了规模化种植。”郝朝永边疏
果边介绍，为实现果树健康成长、顺利挂
果，村里择优选择了“美早”等品种的 5年
生大果树，还和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签订了
技术帮扶协议。

据了解，在推动特色车厘子产业兴旺
的过程中，丁庄村还探索了“合作社+种植
大户+农户”“基地务工+技术帮扶”的发展
模式，让村集体和种植大户成为股东，带
动村集体和村民发展。

“这段时间我在基地务工已挣了4000
元工资，还在施肥、修剪、疏果等过程中学
到了技术，条件成熟后我也准备种植车厘
子。”村民任君高兴地说。

“我们目前已谋划了农旅融合发展的
规划，明年将结合村内完备的基础设施和
电商等新业态营销体系发展乡村旅游，助
力农产品上行，更好地为乡村产业赋能。”
郝朝永信心满满。

车厘子树下话发展

春招火热进行
新洋丰青睐这些人才

本报讯 2023 年春季校园招聘正火热进
行。磷复肥行业龙头企业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早早对今年的春招进行了准备。农
学、化工化学、能源材料、电气自动化、机械设
备、矿物类等多个类别的招聘机会向 2023届的
大学生们伸出了橄榄枝。

伴随着新洋丰近两年的转型发展，公司正
由磷复肥单一主业向精细化工领域延伸，人才
引进方面也更加大刀阔斧。在地域范围上面向
全国，在专业领域上增加更多化工类岗位，在人
才引进上除了用硬实力吸引，也同时注重增强
软实力和企业文化的感召力。新洋丰作为一家
拥有 30多年历史的农资行业头部企业，近年来
依托母公司 5亿吨磷矿资源和在 9个省区建立
的 11个现代化生产基地，以及覆盖全国的营销
网络布局，主导产品连续多年产销量行业第一，
经营业绩健康稳步增长。

余金涛是湖北工业大学 2018届的毕业生，
毕业后即来到新洋丰，目前已担任新洋丰工艺技
术部副部长。谈到入职公司 4年多来的感受时
说：“公司不仅给了我们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更
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学习提升机会。只要自
己有决心有信心努力做，就一定会有施展才华的
空间和舞台。”

新洋丰招聘工作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
的招聘与去年同期相比，专业技术方面的人才需
求显著增长。目前公司对工艺工程类、安全环保
类、材料类以及生产储备等方面人才加大了引进
力度。希望能够找到一批具有相关专长，同时愿
意在三农领域、精细化工方向长期发展的优秀毕
业生。 刘洋

□□ 彭美玉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现在政策好了，回老家发展产业，有资金支持，还
有技术指导，既能建设家乡，又能照顾家庭。”近日，贵州
省贵阳市息烽县永靖镇坪上村返乡创业青年高兴琴说
道。2017年，远嫁浙江的高兴琴回乡创业，在息烽县永
靖镇坪上村流转 130亩土地种植八月瓜，2022年高兴琴
将种植面积扩大到400亩，通过线上直播销售，销售额达
80余万元，帮助坪上村50余人解决就业问题。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近年来，息烽县聚焦高质
量发展需求，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扶持、示范带领，引领
青年返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政策支持，铺好返乡创业“路子”

一大早，息烽县流长镇四坪村皇帝柑种植基地一片
繁忙景象，在农技人员刘忠碧的指导下，村民正在有条
不紊地开展柑橘苗木管护。“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事做，既
有收入，也能照顾家。”村民周朝荣笑着说。2018年3月
以来，周朝荣一直在四坪村皇帝柑种植基地务工，年收
入3万余元。

“我们在四坪村发展了600多亩皇帝柑，政府还派了
农业专家帮助我们提高产量和产品品质，2022年销售额
达70万元，还解决当地8人稳定就业，带动100余人灵活
就业。”返乡创业青年周茂松向记者介绍。

2015年底，从东南沿海地区返乡后，周茂松嗅到发
展柑橘产业的商机，开始在自家的地里和亲戚的土地试
种了50亩柑橘，2018年实现挂果，当年销售额就达到30
余万元。为扩大规模，周茂松成立贵州千条红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与村里的其他50余户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
协议，开始成规模发展柑橘产业。如今，已经发展到
600余亩。

近年来，息烽县加大对返乡青年创业支持力度，从
政策给予支持，制定出台《息烽县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等文件，组建粮油高效生产、
植保土肥技术、畜牧水产养殖、动物疫病防控、经济作

物、农业机械化技术 6个专家服务工作组，精准匹配 97
名农技人才到产业链上，对接服务全县农业主体，聘请
5 名特聘农技人员，开展服务指导 3000 余次。为提升
创业者技能，2022 年培育农村实用人才 2600 余人，开
展乡村建筑工匠培训 3350 余人次，培育高素质农民
170余人。

资金扶持，激发返乡创业“动力”

“最近订单较多，各位兄弟姊妹，大家辛苦了，赶工
的同时要注意健康防护，我们做的是食品行业，大家在
包装的时候要认真细致，确保我们食品卫生安全，让消
费者吃得放心。”息烽县永阳街道幺哥豆制品加工坊老
板骆强说。

之前，骆强在外从事建筑行业，收入不稳定，其妻
子在家从事豆腐加工，因为规模较小，每天起早贪黑，
十分辛苦，效益也不是很好，骆强凭着在外打工多年的
见闻和经验，逐渐萌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2017年，骆
强毅然决然辞去工作，回乡和妻子一起从事豆腐加工
和销售。

“我家本来对豆腐加工有一定的基础经验，容易上
手，还能带领父老乡亲一起创收。”骆强说。但创业往往
都是一条曲折的艰辛路。在创业之初，只有骆强夫妻二
人一手包办，销路也打不开，营业额不太理想，想扩大规
模又缺乏资金。恰在此时，息烽县推出创业帮扶贷款政
策，帮助返乡创业青年渡过难关。骆强在街道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顺利申请到 15万元的小额无息贷款，有了
资金的骆强，开始扩大加工规模、丰富品种、拓宽销售
渠道、创立公司品牌等，他的豆制品加工坊里还带动 16
人就业。

据了解，为帮助更多返乡青年实现创业梦想，息烽
县积极落实创业帮扶贷款、稳岗返还、灵活就业人员社
保补贴、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等稳就业政策。2022年发
放创业帮扶贷款 122 户 1689 万元；发放稳岗补贴 16.61
万元，涉及企业99家，稳定岗位625个；发放一次性求职
创业补贴25人2.25万元。

示范带动，释放返乡创业“势能”

“我们合作社种植了 1200亩水晶葡萄，2022年销售
额达100万元。”小寨坝镇红岩村返乡创业人员黄正菊脸
上堆满了笑容。

2008 年，从贵阳宏宝集团塑料编织厂离职返乡之
后，黄正菊就与几名村民成立了息烽县小寨坝镇红岩水
果农民专业合作社，初期试种了100亩葡萄，2011年实现
挂果，并获得丰收。为扩大规模，实现抱团发展，黄正菊
决定将附近种植葡萄的农户都吸纳为合作社的社员，带
动大家一起增收致富。如今，已发展社员153户732人，
水晶葡萄种植面积 1200余亩，同时，合作社还新种植了
猕猴桃100亩，提升了产业的延展性。

“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在合作社务工的李显
伦笑着说。自2013年5月以来，李显伦一直在该合作社
务工，月收入达 3500元。“双腿截肢的弟弟需要我照顾，
不能稳定地在外打工，儿女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家里
实在拿不出钱，把他们的终身大事也耽误了。”说起加入
合作社之前的生活困境，李显伦眉头紧锁。“不过现在好
了，我可以就近务工，加上自己也在种植葡萄，收入也稳
定了，现在可以照顾家里，一对儿女也都成家了，生活也
算过得去。”李显伦满脸知足地说。

除了李显伦外，在息烽县小寨坝镇红岩水果农民专
业合作社务工的还有王志奎、赵福华等，他们一边挣着
钱，一边还能照顾家庭，实现挣钱和顾家两不误，该合作
社带动当地32人稳定就业，带动82人灵活就业。

“现在，我们通过发展精品葡萄种植，带动了村里的
群众积极参与发展，村里的葡萄种植面积达到 3000 余
亩，还辐射带动相邻的大寨、关岭、盘脚营、潮水等村、西
山等乡镇连片发展，现在我们正依托红岩葡萄专业技术
协会，采取‘党支部+协会+基地’的模式，扩大红岩葡萄
种植范围，有力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换挡提速。”说起
村里葡萄种植，红岩村党支部书记钟明超信心满满。近
年来，息烽县引导73人带头返乡成立合作社、公司等，带
领105人创业，带动3000余户群众增收致富。

返乡创业有劲头 村民致富有奔头
——贵州省息烽县引青年人才归巢创业促振兴

□□ 高海霞 王博

近年来，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把
金融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重要职责，
因地制宜推出符合区域特色的金融服务
模式，支持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农行真是农民的银行，真心实意帮
咱办好事、办实事，让咱走上了致富道
路。”近日，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
南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社员邢永飞，
对进行贷后回访的农行客户经理说道。
截至 2月末，农行延安分行涉农贷款余额
119亿元，有效助力延安现代农业高质量
发展。

邢永飞是当地第一批尝试发展现代
农业的村民。为发展特色种植业，邢永飞
计划新建蔬菜大棚、购买苹果防雹网，但

因为缺少资金一直无法实施。2019年，农
行安塞支行“张思德三农服务队”在走访
过程中了解到了邢永飞的金融需求，经过
详细调研后，很快为他发放了 20万元“惠
农e贷”。2022年，农行安塞支行又为他发
放了48万元的“锦绣前程贷”，支持其发展
圈羊养殖。如今，邢永飞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金融的强力支
持。近年来，农行陕西省分行立足区域
资源禀赋，发挥自身优势，重点围绕苹
果、蔬菜、肉羊肉牛、家禽等当地特色产
业，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助力现代设施农
业快速发展。截至 2022 年末，该行累计
投放九大产业链贷款 57 亿元、余额 54 亿
元；累计投放“惠农 e贷”640亿元、惠及农
户 53万户。

农行陕西省分行：

金融助力革命老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让土地生出更多“金子”
——河北省乐亭县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