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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产业为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产业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重点，也是最为基础的一环，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产业发展，是滋

养农民美好生活的源头活水。近年来，各地扭住产业振兴“牛鼻子”不放松，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善作善成，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写好乡村振兴答卷，本版报道的山西省娄烦县、四川省

苍溪县五龙镇、河南省襄城县麦岭镇等地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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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振兴 写好乡村振兴答卷““破题破题””

初秋，走进山西省娄烦县天池店乡大
树村，一幅忙碌而充满活力的景象展现在
眼前。村民们正在采摘自家庭院里种植的
西红柿，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立足县情 创新实践

“今年在我和哥哥家院子闲置的空地
建了大棚，种植了西红柿，可产近 3000
斤，采摘下来后，乡镇上的企业会以2元一
斤的价格上门收购，目前已经卖了1300
斤，预计可以收入5000元。”大树村村民
武存岗喜笑颜开地说道。

随着外出打工人口增多，农村出现大
量闲置的“空心院”。对此，娄烦县提出把
闲置庭院作为增收之地，通过发展庭院经
济新业态，激发乡村振兴新动能。今年该
县确定静游镇、天池店乡2个乡镇为庭院
经济示范乡镇，发展投入产出比高、经济
附加值高的番茄种植业。在静游镇以娄烦
县清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龙头带

动5个村（片区）217户，在天池店乡以山
西万农贸易有限公司为龙头带动5个村
184户，龙头企业负责育苗、技术指导、产
品的收购，村集体负责日常生产监管、产
品统一调配和资产监管，农户在技术员指
导下种植生产，初步形成小庭院、大群体
的发展格局。

保障引导 完善机制

针对农民怕担风险、经验不足、利益
无保障等问题，娄烦县充分发挥村党组
织、驻村工作队“桥头堡”作用，村集体一
手拉农户，一手拉企业，参与从品种确定
到按标准种植、利益分配的全过程。在组
织发动环节，通过“支部领办+党员先试”，
有效调动群众积极性，使分散经营能够有
组织地生产，小生产变成了适度规模经
营。在生产种植环节，支部搭平台、强服
务，与龙头企业对接，在选苗育苗、技术指
导等方面及时为农户提供服务，确保庭院

经济规范有序发展。在产品销售环节，村
集体牵头对接企业，农产品直采直销到企
业，有效消除了农户后顾之忧。

该县还积极开展科技结对子、送科技
下乡和“项目进农家”等活动，采取“集中
学习+发放资料”等多种方式，针对性地开
展种植技能培训。整合农技员、科技特派
员、企业技术指导员，组成技术服务队，对
农户种植前期、中期、后期进行“问诊把
脉”，解决种植管理遇到的各种问题，手把
手培养农户成为“种植行家”。充分发挥能
人大户带头示范作用，采取集中宣讲和实
地参观讲解等方式开展培训，促进村民互
相交流学习，提升庭院经济发展质量。

今年，在实施2个庭院经济示范乡镇
的基础上，娄烦县同步推进庭院经济示范
村、示范户项目，扩大庭院经济覆盖面。目
前已确定 4个村为庭院经济示范村，有
140户农户参与。与此同时，娄烦县7个乡
镇抓住机遇，积极培育示范户共计超过
500户，预计户均年增收5000元。

山西娄烦县：
农家“小庭院”农民增收新路径

◎芦蕊

近年来，四川省苍溪县五龙镇充分发
挥“绿水青山”的资源优势，以“产村相融、
农旅结合”为主线，积极推进现代农业产
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果飘香 李子丰收采摘忙

近段时间，五龙镇300余亩蜂糖李迎来
丰收。在五龙镇龙盛李子园，密密实实的果
子一簇挨着一簇，将树枝压弯了腰。一筐筐
成熟的蜂糖李被采摘运到不远处的仓库，经
过挑选、装箱、搬运、称重后装进运输车，第
一批采摘的将发往福建厦门，进入高端市
场，后续还将发往“北上广深”等大城市。

蜂糖李成熟后，还引来了大批游客慕
名前来游玩采摘。“今天我们从广元来游
玩顺便采摘李子，我们一共采摘了 120
斤，李子质量确实很好，值得信赖。”游客
王丕越说。

近年来，五龙镇立足资源优势，以市场
为导向，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目前，全

镇有“猕猴桃、苍溪梨、蜂糖李、中药材”等
各类产业6800余亩，培养产业领军人才47
人，家庭农场58家。同时，依托良好的生态
底色，该镇抢抓机遇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
业”，积极拓展农业功能、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休闲观光农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带动
群众年均增收达2000元以上。

迎客来 乡村旅游势头旺

7月21日，在五龙镇三会研学实践教育
基地，20余名来自成都、广元等地参加夏令
营的学员正在教官指导下进行“军事训练”。

“在这里参加夏令营，我学习了很多的军事
内容，锻炼了我的身体素质。我们还进行了
农事劳动，了解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和粮食
的来之不易。”来自广元的学员小张说。

据悉，2020年五龙镇三会村便招引福
建泉州众诚户外拓展有限公司，成立四川
三会研学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800余万元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主要

开展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和劳动教育、
企事业单位团建、党建培训等活动，今年
以来，该基地接待人次超过11000余人。

位于群山之间的三会村风景秀丽、人
居环境优良，不仅打造了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还建起了独具特色的樱花湾、腊梅园、
海棠园等景点18个，餐厅、民宿酒店等8
家，成为一个含亲子互动、娱乐垂钓、农家
采摘等内容的乡村旅游景点。该村通过培
训、研学经济发展，实行村民闲置房入股、
统一经营、集中管理、按期分红。

“近年来，五龙镇持续擦亮生态底色，
推行‘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新型经济发
展模式，通过增强牵引力、创新驱动力、激
发原动力，大力发展产业和旅游经济。同
时，加强基础设施改造和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等，对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价值进行深
度产业挖掘，实现‘农旅’融合发展，为乡
村振兴释放新动能，真正实现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苍溪县五龙镇党委书记张
兴中表示。

四川苍溪县五龙镇：
深耕“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魏彪 陈学军

河南襄城县麦岭镇：
文化惠民产业兴

◎古国凡周晓仿

秋日傍晚，河南省襄城县麦岭镇水坑流
村文化广场上，乐声激扬，锣鼓铿锵，掌声阵
阵，腰鼓队员们舞得正酣。同一时间，在岗西
中街村，唢呐爱好者嘀嘀嗒嗒，嗒嗒嘀嘀，吹
奏不停……这些热闹场面，如今在麦岭镇的
许多村庄，早已屡见不鲜。

近年来，麦岭镇十分注重培育扶持文化
产业，加大资金投入，争取项目资金，解决生
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以欧营铜器为龙头，
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一走进欧营村，村干部就向笔者介绍：
“欧营铜器是大铜器的一种，是具有传统特
色的锣鼓表演乐器，其制作技艺就源于欧营
村，欧营村自古就有响铜乐器制造之乡的美
誉。”2021年7月，欧营铜器制作技艺，被列
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目
前，欧营村拥有两家铜器乐器制作企业——
海鸥乐器有限公司和宏声乐器有限公司。

在海鸥乐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叮当
咣、叮当咣”的锤击声、机器声汇成美妙的乐
章，员工们正在师傅欧阳廷如的指导下精心
制作乐器。年逾七旬的欧阳廷如，是该企业
的负责人，也是欧营村铜器制作的第五代传
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欧营铜器制
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眼下，我们村有500
多人从事铜器制作，产品器型百余种，年生
产铜器类乐器的重量高达200吨，用青铜制
作生产的舞台铜器，如大铙、铜锣等耐击、耐
打、耐敲，声音浑厚，不仅国内畅销，还销售
到韩国、美国等国家。”欧阳廷如自豪地说。
欧营村脱贫户李广超高兴地说：“俺在海鸥
公司打工，学习制作乐器，已经成为乐器制
作的传人，现在每月收入4000多元，早就挖
掉了穷根。”眼下，全镇从事文化产业的群众
有1000余人，带动6000余名群众不出村有
活干、有钱挣，2022年全镇农民可支配收入
达21443元。

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也促进了全镇其
他产业发展繁荣。欧营村的西瓜、半截楼村
的金柿、东坡方村的牛筋面、岗西村的红薯
种植加工，都带富了一方百姓。

“今后，我们将继续深挖传统文化优势，
培育壮大文化产业，带动更多群众既富脑袋
又富口袋，尽享文化惠民带来的丰硕成果，
为乡村振兴赋能。”麦岭镇党委书记胡卫刚
满怀信心地表示。

内蒙古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特色产业“丰”景独好

广西融安：
发展风力发电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谭凯兴）进入9月，风力资源丰

沛，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进入风力发电高峰
期，风电场正全力发电，确保完成年初预定发
电任务。

近年来，融安县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利用高山丰富的风力资源
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绿色清洁的风电产业，倡
导风力发电，减少碳排放，引导绿色低碳生产
生活方式，激活绿色发展“引擎”，实现生态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目前，融安县
已建成白云岭一、二、三、四期和狮子岭一、二、
三期共七大风电场，总装机容量53.4KW，全
部并网发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能源，同时，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作出贡献。

陕西咸阳市：
推进乡村文明不断提质增效

本报讯（刘计划）今年以来，陕西省咸阳市继续
全面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乡村移风易俗工作，推进乡村
文明不断提质增效。

持续发挥“一约四会”作用，加大村规民约执行
力度，最大限度体现全体村民意愿，充分发挥群众组
织的作用，有力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开展。全面开展天
价彩礼、拦堵婚车、薄养厚葬、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
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革除农村陈规陋习，推动形成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切实提升农村群众
文明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继续深入推进省级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大力宣
传婚俗改革新风尚。召开了全市婚姻登记工作规范
化建设暨婚俗改革推进会，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全省
婚姻登记工作研讨会议精神，部署推进全市婚姻登
记重点工作特别是婚俗改革试点工作，婚姻登记和
婚俗改革试点取得显著成绩。

全面推进殡葬领域移风易俗工作，印发了《咸阳
市倡导节地生态安葬办法》，对咸阳市居民亡故火化
后采用节地生态方式安葬骨灰的给予补助，为推进咸
阳生态文明建设、殡葬领域移风易俗发挥了积极作
用。下发了《关于征集殡葬改革移风易俗优秀案例的
通知》，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征集文明治丧、低碳祭扫、
节地生态安葬等殡葬改革移风易俗优秀案例，大力弘
扬厚养薄葬和绿色殡葬理念，推动殡葬改革工作持续
深入开展，并积极开展“鲜花换烧纸”“丝带寄哀思”等
活动，共印发倡导文明祭扫和节地生态安葬宣传单9
万张，免费向群众赠送鲜花11万余支（束）。

积极推进志愿服务工作，进一步推广全国志愿
服务信息系统应用。截至目前，全市在中国社会工作
信息系统中实名注册志愿者43.62万多名，开展志愿
服务项目3.19万多个，记录服务时长1845万余小
时，登记注册的志愿服务组织数量464个。

四川汶川县灞州镇：
羌调羌山好声音
田间地头宣政策

本报讯（汶文）为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
察重要指示精神及各级会议精神，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9月9日，四川省汶川县灞州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羌调·羌山好声音”宣讲
团在联合村开展宣讲。

在红脆李果园里，“羌调·羌山好声音”宣讲团成
员、联合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唐成勇首先学习
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省州
县全会精神，并结合本村实际就传统羌寨保护、来料
加工工坊发展、特色水果种植等各类政策进行讲解。

据悉，灞州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羌调·羌山好声
音”宣讲团深入田间地头，走村入户开展大众化、常态
化、接地气的宣讲活动，以贴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用
百姓话说百姓事的形式使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更接地
气、更有活力、更有温度。截至目前，宣讲团已累计开展
宣讲宣传20余场次，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江西遂川：
土特产搭“网车”闯市场

◎李建平徐赵灿

“通过这次培训，掌握了不少直播技能，我有信心
将葡萄卖到县外更大市场。”近日，江西省遂川县碧洲
镇宏山村葡萄基地种植户王头生高兴地对笔者说，参
加乡村振兴新农人直播带货专题培训班，受益匪浅。
举办此次培训班，是遂川县提升新农人带货能力，助
力农产品畅销的举措之一。

遂川是农业大县，全县近四成人口从事农业生
产经营。近年来，遂川县委、县政府借力种植结构调
整契机，高位推动，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形成了以水
稻、蔬菜、油菜、茶叶、金桔为主的传统农业产业，新
打造了一批以井冈蜜柚、中药材（百合、黄精）、特色
水产等为代表的特色产业。

做农业，不仅要种得好，也要加工好、卖得俏。该
县出台《遂川“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规划》，
强化“三农”宣传力度，引导全社会关心和支持“三
农”。深化“以茶立县”战略，以“树标准、稳规模、提质
量、育龙头、拓市场、强品牌”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
遂川县汤湖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狗牯脑茶全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建设，做大做强狗牯脑茶业公司。发挥遂
川农业资源特、品种优、品质好的优势，开展“引资、
引技、引智”三位一体招商，着力引进一批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开发金桔、板鸭
等系列衍生产品，鼓励和培育企业共享“井冈山”品
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遂川县积极开展物联网推广应用，建设了遂川
县安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遂川县绿园禽业有限公
司和江西赣茶和瑞茶业有限公司等3家物联网省级
示范基地；建设遂川县农产品电商运营中心，创新性
建立遂川县农产品直播中心，常年开设4个直播间，
培训招聘20名直播人员对遂川县农产品进行宣传
销售。截至目前，遂川县农产品直播间达100多个，
带动了一大批像农场主王青青、农村人讲植物、新农
人小明等的新农人扎根在遂川，利用“生产基地+电
商”线上线下融合方式让遂川农产品走出去，让遂川
土特产搭乘“网车”进城出县俏销海内外。

同时，遂川县围绕“遂川三宝”（金桔、板鸭、狗牯
脑）等特色农产品，充分利用各电商平台，积极开展直
播活动，网销全县农产品。今年以来举办了丰年庆直
播、“田园遂月”直播赛、阿里巴巴“相聚中国”网红淘
宝直播、2023遂川狗牯脑春茶电商直播大赛、“缤纷
五月乐购遂川”双品网购节暨“十百千万”线上促消费
直播等5场线上活动。目前，全县完成网络零售额5亿
余元，同比增长50%。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以党建引领，通过“支部+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积极发展沙果、菇娘、榛子等
当地特色产业，丰富了群众“果篮子”，鼓起了农民“钱袋子”，助力乡村振兴。图为近日，志愿者在成吉思汗镇河口村帮助农民晾
晒、挑选菇娘。 韩冷唐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