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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农行河南省分行以打造特色鲜明的县域和乡村振兴领军
银行为目标，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县城城镇化等重点领域，
投放乡村建设领域相关贷款 478.8亿元，净增 120.3亿元，比去年
同期多增 82.1亿元；围绕乡风文明，创新推广数字乡村平台，构
建乡镇治理等场景，为 140 个乡镇政府提供数字化网格化线上
工具，助力乡村“铸魂”、乡村治理效能提升。

农行河南省分行积极对接河南省乡村建设行动和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为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注入金融活
水。明确支持重点。制定金融服务乡村建设行动方案，明确
重点，围绕乡村水电路气暖等基础设施改造、县域医院学校养
老等乡村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领域，加大
信贷投放。建立工作机制。对照省重点建设项目、982 补短板
工程项目等清单，建立乡村振兴项目库，落实名单制营销和

“四个一批”营销机制，印发《乡村建设项目营销手册》，确保金
融服务落实落细。出台支持政策。针对乡村振兴项目库内乡
村建设重大项目，在信用方式用信、授信额度理论值、资本金
比例、经济资本等方面，出台差异化政策，有效满足项目建设
融资需求。

炊正奎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架上累累悬瓜果，风吹稻海荡金波。漫步贵州省乡村旅游重

点村——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复兴村，满眼皆绿意、处处是风
景，葡萄园里一串串“雨水红”葡萄挂满枝藤，万紫千红、饱满多
汁，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描绘出一幅硕果丰收美景。复兴村生态
葡萄园负责人曾朝辉喜滋滋地说道：“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

近年来，红花岗区深入推动“五强组织”创建，围绕组织功能
强、人才队伍强、集体经济强、治理能力强、要素保障强全面发力，
着力打造“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复兴村葡萄园项目就是
这一行动的生动展现。按照“果甜、景美、乐生活”发展思路，复兴
村大力实施特色产业兴村行动，做足“农旅融合”文章，围绕中药
材、精品水果等，实施集观光、研学、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项目，带动
集体经济增收，村民致富。通过实施“甜蜜葡萄党旗红”书记项
目，复兴村党总支围绕规范种植、宣传推广、产品销售等多方发
力，组织开展“最美葡萄·夏阳竞甜”农户评比、新媒体直播、摄影
比赛、助农联盟等活动，推动葡萄种植好、品质好、销售好，2022
年为村集体经济创收23万元，带动群众增收12万元。

同时，实行“公司+农户+基地+市场”运营模式，建设林下仿
野生天麻基地，种植林下仿野生天麻 200亩，预计年总产值可达
120余万元。 李小容 张丹

特色产业闯出乡村振兴路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以“党建强、功能多、服务优、人气旺”

为目标，积极推进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多措并举建强“红邻党
群”品牌。

为推动全区各级党群服务中心常态化运行，临平区实施三级
联动机制，镇街、平台主动对接统筹村社、集聚区党群服务中心资
源。如崇贤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因地制宜，强化阵地打造，充分利
用杭州市第一个村支部——中共鸭兰村支部旧址，深挖红色资
源，推出红色研学套餐，厚植“党建红”的鲜明底色，融合流动党员
之家、老年学校、精品社团、社会组织等平台，打造多功能活动阵
地，满足多元需求。同时，强化队伍建设，结合工作需求和个人特
长建立骨干人员名册，开设提能升级培训课程，不断提高工作人
员专业能力，提升服务品质；结合临平区“红邻党群 奉献亚运”五
大赛道，发动党员、群众加入党群服务中心志愿服务队，建立“1+
18+N”党员志愿服务体系，打造“家门口的服务队”，开展志愿服
务 120余场。另外，通过强化共建共享，充分聚集机关、村社、学
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资源，聚焦“一老一小”需求，依托老年
学校为辖区老人开设陶笛、编织、太极拳等公益课程，结合实际需
求开设假期托管服务，构建形成“多元参与、广泛受益、人人叫好”
的党群服务生态格局。 俞丽雯 邵佳怡

“三个强化”擦亮“红邻党群”品牌
“屋头有人没得，我们进来咯！”燎原镇山层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周世军和驻村工作组组长李镇正在山层村垭口组入户
走访，了解群众的诉求和遇到的困难，并组织群众召开坝坝会。

为进一步提高为民服务工作效率，提升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构建密切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连日来，贵州省桐梓县燎原镇积极探索联系群众工作路线的新方
法新思路，建立“半月龙门阵”工作模式，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
盼”问题，确保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该镇“半月龙门阵”是以
村（社区）为单位建立干部包组联户管理服务工作队，实行“镇干
部包组（楼栋）联户、统筹业务、绩效挂钩、一包到底”的网格工作
机制，各包组干部每半个月到所包保区域开展一次院坝会，通过
摆龙门阵的方式倾听群众心声、收集问题线索、安抚群众情绪、化
解矛盾纠纷，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半月龙门阵’工作模式，一方面是为年轻干部搭建与群众
的交流平台，另一方面提升村干部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
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的实践性，真正让百姓摆得安心、谈
得舒心、聊得欢心，开创共谋共商、共建共治、共担共享的基层
治理新模式。

洪艳玲 兰琳

“半月龙门阵”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俐 文/图

桃子红了，李子熟了。
眼里是潮水一般的绿，鼻尖是摇摇曳曳的

香。阳光踩着碎步，溜过马鹿村层层叠叠的梯
田，水面泛起点点星光，一块块莼菜田掩映在青
山绿水间。这是重庆市石柱县桥头镇最新打造
的 500亩莼菜基地，也是严琦在乡村振兴实践
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桥头镇是重庆市 17个
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之一。2022年，身
为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工商联副主席、重庆市
餐饮商会会长、陶然居集团董事长的严琦一头
扎了进来，深耕这片“万企兴万村”试验田。

一年来，在桥头镇波光粼粼的藤子沟水库
岸边，瓦屋小镇、民居民宿、露营基地、餐饮美
食、产业学院等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乡村振兴的
春雨中破土生根发芽。村企结对，多方联动，盘
活了土地资源，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收入，村民们
的腰包越来越鼓，桥头镇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
度向上“生长”。

龙头企业来了，土地资源活了

“人少，产业少，配套少。”这是严琦对桥头
镇的第一印象。

桥头镇地处山区，辖7个行政村，户籍人口
虽有12874人，常住人口却仅有6606人，一半人
口外流，留守老幼居多，田地撂荒、老屋闲置现
象严重。

2022年 5月 20日，拗不过桥头镇党委书记
王东、镇长陈森林的盛情邀请，严琦重走一遍桥
头镇7个村。在一栋具有土家民族特色的夯土
房前，望着远山近水、湖畔森林，优渥的自然条
件，让严琦怦然心动，决心“扎根”桥头。

陶然居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曾在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打造了“百企联百家”
农家乐院落群，成为重庆市村企结对帮扶的典
范。进驻桥头镇后，陶然居面临的第一项课题，
就是如何盘活土地资源。

“桥头镇对自然生态、山地林田、集建用地、
闲置资产建立台账，将闲置土地、闲置房屋进行
统一流转，保障村民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发挥
资源作用。”陈森林说，“推进土地流转是乡村振
兴的关键。”

位于瓦屋村的陶然半山民宿，由多栋流转
的闲置民房组成，土墙青瓦，阁楼石阶，土家风
情浓郁。按照规划，陶然居将把这里打造成涵

盖餐饮、民宿、电商、文创、农业观光等为一体的
瓦屋文旅小镇，推动“农餐旅文宿购”融合发展。

“通过流转，经营主体获得闲置房屋、闲置
土地的经营权，村民获得收益，在项目经营中还
能得到分红。”陈森林介绍，桥头镇目前收储闲
置房屋109栋，建成陶然半山民宿、陶然居果酒
作坊、半山泮水、糖果工厂民宿、再别康桥民宿、
民革小院等 20 余处民宿院落；合理利用野鹤
村、长沙村、马鹿社区的 3所废弃村小学，将闲
置的校舍改建为民宿、工厂和产业学院。

而对于闲置土地的利用，严琦建议，桥头镇
要着眼石柱“三色经济”（红色辣椒、黄色黄连、
绿色莼菜）特色，做好重庆菜原辅材料供应。目
前，桥头镇建成了 10000亩辣椒、500亩莼菜基
地、200亩豆瓣非遗基地、100亩茶叶基地，还建
设了特色农产品加工园，占地30亩的重庆菜原
辅材料乡村振兴产业园和土家松木腊肉加工厂
也即将运营投产。

利益联结好了，集体经济壮了

今年春节前夕，桥头镇召开2022年度集体经
济分红大会，向全镇群众发出39万元“大红包”。
村民喜上眉梢，纷纷表示，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龙头企业+村集体+基地+农户”，桥头镇
通过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整合了政府、企业、高
校、集体、群众等五方力量，以“五方共商共建共

享共富”产业振兴模式，形成利益共同体。
“招商难、招商弱曾是制约桥头镇发展的瓶

颈。”严琦说。陶然居集团入驻桥头镇后，在镇
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按照“政府负责基础设施
配套、企业投资建设运营、集体经济入股分红、
群众参与增收致富”的共建共享共富方式，破解
了招商难题。如今，很多企业慕名入驻，2022
年桥头镇全年完成招商引资1.5亿元。

企业来了，要留得住。桥头镇党委政府为让
企业落地生根下足了功夫，提供“保姆式贴心服
务”。“我们建立了‘一库一院一专班’服务体系，
组建人才库优先保障企业用工需求；建立产业学
院培养人才；成立‘分管领导+科室负责人’项目
服务专班，实行一对一服务，做到行政审批全程
协助，征地拆迁、土地流转、房屋收储全程负责，
矛盾纠纷全程调解。”王东介绍，该镇累计协助企
业解决路、水、电、气、讯等困难53项，化解矛盾
纠纷130余起。

企业的入驻，项目的兴建，村民最终得到了
实惠。在瓦屋小镇，村民向建伟正与工友一起
铺设步道地砖，“我们都是本村人，在家门口干
活挣钱，比外出打工强得多。”向建伟说。

从实际效益上看，由桥头镇七个村的集体
经济统一组成的千年桥头绿色农业产业公司，
经过一年发展，资产规模由2021年的9200万元
增长到 2022年的 1.5亿元，总收入由 2021年的

107 万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510 万元，全镇居民
人均收入增速达到 12%，累计带动近 2000名农
户通过就近务工、土地流转、房屋出租、自主经
营等方式增收，实现户均增收1989元。

商会纽带紧了，村民腰包鼓了

今年 3月，严琦牵头组建了桥头镇基层商
会，吸纳 38个商会成员，12位民营企业家成为
轮值会长。镇党委书记、镇长出任联席会长，问
计于企，共商发展。

以商会为纽带，以陶然居为产业联盟“领头
雁”，利用“以商招商”和“商会招商”的优势，桥
头镇实现乡村振兴的每个项目、每个产业、每个
区域都有联盟企业带动。

向学明是石柱本土电商“达人”，也是返乡
创业的“生力军”。他从广东回乡后成立桥头坝
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当地农户签订了农
业订单，通过线上线下多元渠道销售农产品，年
销售额达2000万元，带动20余人就业。

在湖畔山坡草坪，企业主袁权引入了喜马拉
雅户外露营品牌，建起了备受年轻人青睐的露营
基地；福建商人庄志昌在桥头镇开办了渝星服装
厂，与周边学校等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生产校
服、医护服装等，吸纳5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

大量企业蜂拥而入，大量产业方兴未艾，对
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大。然而，人才空心化
却是桥头镇面临的一道难题。

“乡村振兴需要人才做支撑。”王东说道。
为输出实用技能型人才，桥头镇与重庆市工商
联餐饮商会、梁平职业教育中心、陶然居等联合
开办了万企兴万村乡村振兴产业学院。学院结
合桥头镇产业发展人才需求，开设智慧农业、旅
游服务、电商直播三个特色班和一个桥头土家
山寨菜品创新工作室，常年在校学生 200人左
右。预计每年可培训中职学生、普通群众 1000
人以上，解决就业500余人。

“乡村振兴，民营企业要有担当。”严琦认
为，万企兴万村，重点在于“兴”字，产业兴旺是
乡村振兴的基础。在桥头镇，陶然居已投资超
过1000万元，用于促进产业发展。

而今，桥头镇的产业规划越来越清晰，发展
目标越来越笃定。王东表示，到2025年，桥头镇
以果业为主的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体系
基本形成，以湿地公园为重点的农文旅融合发展
格局基本形成，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均增长10%以上，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明显成效。

引商联企兴“桥头”
——重庆石柱县桥头镇“万企兴万村”走出村企共赢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海玲

近年来，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
自治县，各类从事农业生产和服务的合作社、家庭
农场、农牧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各级政
府的大力扶持下蓬勃兴起，呈现出数量快速增长、
规模日益扩大、领域不断拓宽、实力不断增强的良
好态势。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成为门源县现代农
业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带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带农
增收致富上发挥着关键作用。”门源县农村经济经
营服务站站长李学文介绍，目前门源县已形成“龙
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方式，农业
产业化经营水平明显提高。

和往常一样，门源县北山乡慧通香宝特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朝慧正在为林麝精心投喂
精饲料，一只只活泼灵动的林麝或是悠然踱步，或
是安然进食，为养殖场平添了几分朝气。

“林麝养殖在咱们这可是个稀罕事！”据杨朝
慧介绍，2017年他着手建设合作社，而对于养什
么，他有自己独特的眼光。“那几年，我前往多地学
习考察，又通过网上学习得知林麝养殖效益很好，

我便从陕西引进了20头林麝，后来又陆续购买了
40头，开始繁育。”杨朝慧说。

在养殖过程中，杨朝慧发现林麝很适合门源的
高原气候，杨朝慧说：“林麝每年10月至11月集中
取香，每头林麝取香20克到30克之间，每年的产量
约1000克。”目前，该合作社已经与同仁堂、片仔癀
等医药企业展开了合作，年收入实现80万元。

这边，特色养殖风生水起，那边，传统产业焕发
生机。青海蜂采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君
德是一名退役军人，近年来，随着门源油菜花海这
张“金名片”的声名远扬，他将目光放在了油菜上。

“门源花似海，蜜园百里香。”张君德告诉记
者，门源的主导产业是青稞和油菜，公司就是要围
绕主导产业创业，目前生产车间已正式投入运营，
加工油菜蜜，下一步要走一二三产业融合之路，实
现三产融合发展。

2022年末，门源县共有农牧业企业 30家，在
农牧系统登记备案的各类合作社 157家，各类家
庭农牧场188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常规种植
业、养殖业向特色种养业、加工业、电商、旅游业发
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位于门源县皇城乡西滩村的皇城老牧人生态

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是一家集智能规模养殖、草原
牛羊托管、畜产品加工销售、牧场观光、饲草种植
加工、电商营销等多种产业为一体的新兴生态畜
牧业专业合作社。近年来，合作社将皇城乡和苏
吉滩乡牧户家畜、草场等生产要素进行统筹整合，
组建成统一经营整体，从而带动提高周边群众的
收益。

“品质是生命线、品牌是加速器。我们从合作
社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品牌的打造，注册了‘皇
城老牧人’品牌，经过多年经营，在省内有一定的
影响力和知名度。”合作社负责人马兴军介绍，目
前合作社主要经营牦牛肉、藏系羊肉、牦牛肉酱等
多种产品，采用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方式，产品主
要销往北上广以及沿海城市，2018年营业额达到
了900多万元。

在不断的探索中，门源县培育了“雪灵”植物
油、“达美亹源”青稞油菜产品、“雏蜂阁”“花海门
源”蜂产品等一批具有门源县域特点的高原知名
农产品品牌。“以合作社为例，门源县的合作社年
经营性收入达7500万元以上，目前已拥有‘蓝稞’

‘皇城老牧人’等注册商标16个，注册农产品地理
标志 2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5件，认证绿色食品

2家。”李学文说。
皇城农机土地联营专业合作社一共流转了

10380亩土地，种植油菜、青稞、马铃薯、饲草等。
负责人昝学海告诉记者，合作社每年定期向 4个
村的 417户农户支付土地流转费用，2022年带动
农户人均增收800多元。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只是简单地让一
家一户的土地连成片，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提高农
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程
度，以及科技应用水平和机械化水平，促进农业提
质增效和农民持续增收。

“最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喂养林麝，合作社就
让我们带薪学习了 2个月，现在我已经熟练掌握
了林麝养殖技术。”饲养员孔宪宝来自东沟镇碱沟
村，今年是他在合作社当饲养员的第四个年头，现
在每年的工资收入为 3.6万元。杨朝慧说：“林麝
以胡萝卜和树叶为主食，配以黄豆、玉米、枸杞、山
楂、党参、黄芪、鸡内金等精料，合作社每年从周边
农户家里收购胡萝卜，带动户均增收2000元。”

门源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蓬勃发展，增强了
产业支撑能力，乡村产业呈现多样发展态势，带动了
农牧民共同增收致富，点燃了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青海门源县：新型经营主体“挑大梁”旺了产业富了民

河南鹿邑县
“合作社＋特色种植”做强农业企业

近日，在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宋河镇伟红椒业万亩“鹿邑
辣椒”种植基地里，大棚辣椒进入采摘期，农户们穿梭在辣椒
丛中，弯腰蹲下、手腕轻转，不一会儿就摘满了一袋辣椒。“我
们种的辣椒品质好，果儿色泽鲜亮、味道纯正口感好，深受市
场青睐。”鹿邑正友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振付一边忙
着给辣椒称重，一边说。

据介绍，“鹿邑辣椒”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整体呈红色，形似手指，油亮光洁，种子多而饱满，辛
辣味浓郁，已成为当地助农增收的重要产业。经当地政府牵
线搭桥，伟红椒业与辣椒种植合作社签订订单合同，“鹿邑辣
椒”成为鹿邑澄明食品工业园辣椒系列产品的原材料，主要用
来制作火锅小料、锅底和辣椒面。

“合作社负责种植和管理，伟红椒业负责技术指导，辣椒
成熟后由伟红椒业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干辣椒被加工成辣椒
面、辣椒油、辣椒酱后，可以增值 30%至 50%。”陈振付介绍，宋
河镇目前有辣椒专业合作社28家，种植“鹿邑辣椒”2万余亩，
是全县最大的“鹿邑辣椒”种植加工基地。

“辣椒与其他传统农作物相比，具有生长期短、产量高、单
价高的优点。辣椒既可以零售，也可以直供伟红椒业，不愁销
路。”宋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辣椒种植基地还为周边村民
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村民通过流转土地获得租金、参与劳动
获得薪金，实现持续增收。

据了解，鹿邑县有近百家以蒲公英种植加工为主的合作
社和公司，其中有3家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20多个百亩以上
的种植基地。这些公司和合作社构建了“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食品工业是连接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产业，龙头
企业更是带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载体。”鹿邑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陈东振介绍，鹿邑依托澄明食品工业园，加快结构调整，
推动农业与食品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

近年来，鹿邑县采用“企业＋订单种植养殖”的方式，以澄
明食品、和一肉业、伟红椒业为龙头，带动发展辣椒种植 3.58
万亩，带动鹿邑籍企业家3人返乡创办牛、羊、鸡养殖场，带动
2万余户农民增产增收。

“目前，鹿邑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卓有成效，县级以
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总量突破5000
家，流转土地面积达50万亩，新增‘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5个
以上、认证绿色食品50个以上。”陈东振告诉记者，鹿邑县大力
发展特色产业，重点培育杨湖口蒲公英、任集芹菜、玄武食用
菌、太清宫中药材、宋河辣椒菊花、农场种业等6个现代农业产
业园，有效助力打造农业强县。

李小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范亚旭

新疆沙湾市安集海镇
辣椒“种出”红红火火富裕生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市安集海镇素有“中国辣椒之乡”
的美誉，所产辣椒具有色泽鲜亮、皮薄肉厚、辣中带甜的独特
品质，深受消费者的青睐。2023年，安集海镇的辣椒种植面积
由去年的2.8万亩增加至4万亩，辣椒的收购价格也由去年的
每公斤14元上升至每公斤25元，实现了亩收入1.1万元。

“我现在的年收入已经超过十万元钱了。”安集海镇和谐
新村的村民宋延泽开心地说，“我将家里的20亩地按照市场价
格流转给合作社，并且以8万元的年薪参与到辣椒种植的日常
管理当中，年底还会参与合作社分红，农闲时候也会打零工。”

宋延泽提到的博涵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是和谐新村成立
的合作社。针对辣椒品种单一和技术服务滞后等问题，合作
社运用育苗移栽、北斗导航、无人机等农业新技术，补齐了辣
椒产业发展的短板。“现在，安集海镇的辣椒有线椒、板椒、菜
椒和灯笼椒四大类型，涉及20余个品种。”博涵农民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刘静说，“通过大棚育苗技术，每亩土地的辣椒
产量可以达到 600到 650公斤，比直接播种的亩产量要高 100
公斤。现在的育苗面积达到6000亩。”

针对辣椒市场销路不通畅的问题，合作社通过“党建联
盟+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在去年年底与辣椒深加
工企业签约了收购订单，逐步形成了集种植、收购、加工、销售
于一体的辣椒产业发展模式。

位于当地的广海记农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与全镇42户村
民的1700亩辣椒签订收购订单，原材料供应得到了保障。“我
们每年要收 1000吨的干辣椒原料，都是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
格收购订单种植的辣椒。”该公司经理常坤说。

“近年来，沙湾市坚持党建引领，聚力‘党建+产业联盟’共
建模式，建立区域化、组团式产业党建联盟。”安集海镇镇长、
党委副书记陈锋说，“在安集海辣椒产业联盟的推动下，全镇
辣椒种植产值达到4.5亿元，蓬勃发展的合作社不断助推沙湾
市农业朝着高质量的目标迈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实习生 张杰

图为在桥头镇万企兴万村乡村振兴产业学院，老师指导学生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