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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周刊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办

□本报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周芳张雅敏

“过去，俺村里发展一靠向上级要
资金，二靠卖资源；现在，村里成立了

‘强村公司’，学着和市场打交道，经营
村子，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4月9日，
修武县七贤镇西下庄村党支部书记王
栓保深有感触地说。

七贤镇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积极探索“党建引领，集体为主，公司化
运营”模式，引入现代企业管理方式，培
育28个“强村公司”，实施村村联建、村
企联建、产业联建“三联并进”，不断激
发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增强自我“造
血”能力。

公司化运营激活“一池春水”

“去年10月份，俺们村承办的‘叠
彩云乡’小吃节，不仅带来了人气，还增
加了财气。目前，正筹备举办‘啤酒节’
活动。”七贤镇沙墙村党支部书记范二
坡说。

2023年9月，全县区域化党建工作
开展以来，七贤镇作为南部片区的“领
头羊”，坚持“共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原则，沙墙村等7个联建村率先成立乡

村共兴文旅片区强村商贸有限公司，依
托“叠彩云乡”县域公共品牌，聚集各村
旅游、资金、土地等优势资源，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

活动搭台，农产品唱戏。七贤镇不
仅开发“云乡”系列农产品，还相继举办
七彩饺子宴、山村市集等各类活动。公
司运营以来，累计销售额达43万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尝到发展甜头，七贤镇积极探索
“公司化经营，专业化运作”的经营机
制，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下成立“强村
公司”，大力引导外出务工成功人士、致
富能手担任乡村经理人，打通村集体参
与市场经营的路径。目前，已聘请5名
乡村经理人参与“强村公司”运营。

全镇28个村的“强村公司”围绕各
自资源禀赋，在不同领域发力。沙墙村
利用46家精品民宿资源，做配套、搞服
务，从事酒店管理、餐饮服务、土特产销
售等经营；赵窑村和帮扶单位焦煤集团
合作，增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
伏发电设备租赁等业务，发展光伏发电
项目合作，实现利益叠加，每年可为村
集体增收10万元；西下庄村傍着太行
红村景点，承揽旅游服务，春节7天增

收3万元……
该镇还因势利导，引导“强村公司”

依法依规承揽村级小额工程和零星工
程。3个村已与5家专业施工队达成合
作意向，着手参与工程建设。

把制度的“笼子”扎得更紧

发展的信心越来越足，步子迈得越
来越大。七贤镇2023年圆满实现“冲
二破五”目标任务，全镇村集体经济增
收713万元后，今年制定出“破十争五
十拼百”奋斗目标，进一步明确“强村公
司”在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中的主导作
用。

为了规范“强村公司”经营行为，七
贤镇画红线、立规矩，不仅指导建立健
全财务、人事、内控等现代化企业管理
制度，实施“三账分列”，而且明确要求

“强村公司”总经理由村党支部书记担
任，董事、财务部负责人由村委会委员
兼任，所有人员在镇政府统一管理下登
记造册，接受镇级监督管理。

“目前，七贤镇‘强村公司’的运行
还处于摸索阶段，坚信在党建引领下，
通过不断创新运营模式，发展壮大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的路子会越走越宽！”七
贤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乔凤丽说。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谭亚廷

田畴染新绿，农忙正当时。当前，
正是小麦春管的关键时期，可镇平县晁
陂镇草场吴村村民吴建设却当起了“甩
手掌柜”。说起缘由，吴建设一脸轻松
样：自从有了“田保姆”，生活都变得轻
松多了，还可以再去找份工作多份收
入。

未来谁来种地、怎么种地？为破解
这一难题，土地托管服务模式应运而
生。从“会种地”到“慧种地”，透过镇平
县晁陂镇甘立新这位“田保姆”的种粮
故事，可以感受到田野里的新动能正在
集聚。

“我们的‘套餐’有两大特色：既能
‘点菜’，也能‘包席’。”甘立新说。

2012年，有“中华玉都”美誉的镇
平县，玉雕产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期”，
很多农民都不甘于守着自己的“一亩三
分地”，到该县的石佛寺镇倒腾玉器，收
益颇丰，这样就导致一些土地撂荒。甘
立新敏锐地感到这是个机会，开始从事
土地流转承包。

刚开始时，甘立新秉持“人家种啥
咱种啥”的思路，在晁陂镇以每亩380
元的价格承包了100亩地，开始了自己
的新农人生涯。经过最初几年的发展，
不成规模、没有经验、科技含量低，导致
挣不住钱。

面对失败，甘立新没有放弃，而是
主动到县农业农村部门请农业专家进
行专业指导，慢慢地种地上路了，由原
来“村民种啥咱种啥”到“咱种啥村民种
啥”，好学好问、苦心钻研种植技术的甘

立新成了当地村民心中的“种粮专家”。
随着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甘立新有

了更多想法，注册资金达800万元的镇
平县洪庆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于2014
年10月在晁陂镇成立了，主要从事粮
油作物种植、农产品销售、农技服务、农
资直供、农民培训等生产服务。

科技赋能，让种地更便捷。“90后”
赵闯是洪庆合作社的技术人员，说起现
在的农活，这个无人机、旋耕机、播种机
样样精通的“全能机手”打开了话匣子：

“现在不管啥都是高科技，比方说播种
机配上导航，再与北斗系统链接上，输
入速度、行间距等数据，就能实现种植
科技化、智能化，还能让农活更加标准
规范。”

2015年起，甘立新依托自己的专
业合作社，开始提供专业的农业托管服
务。近年来，洪庆合作社得到了快速发
展，从成立时的7人发展到现有社员
107人，拥有各种大型农业机械52台
（套），仓储面积 1800m2，流转土地
1000亩，托管农业生产服务土地近5万
亩。2018年，被农业农村部等9部委评
为“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社会化服务离不开政策帮扶。秸
秆离田、土地深松、玉米收割等项目的
政策不断加持，让甘立新的合作社日益
壮大。甘立新坦言，合作社的资金是一
大难题。镇平县为破解资金瓶颈，创新
金融服务，开展信用村、信用户、信用企
业、信用个人评定，推进普惠金融支农
助农惠农，累计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授
信10亿元。

位于南阳盆地的镇平县是一个农

业大县，是国家粮食核心区主产县、河
南省产粮大县，全县耕地面积104万
亩，连续17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0亿斤
以上。

如何做实做好农业社会化服务？
镇平县成立加强型工作专班，抓住用好
国家大力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政策
机遇，出台《镇平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实施方案》，建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
务组织名录库》，实行动态监测管理，组
织示范创建。推进“数字+农机”平台建
设，建立服务数据分析系统，让数据说
话、让平台监管。加强服务组织区域布
点，组建托管专员队伍，为群众接单，监
管服务过程，确保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顺利推进。

抓机制创新。镇平县实行“行政推
动+市场化运营”模式，成立县农投，统
一流转、统一对外合作，使企业和农民
全力实现“双保障、双丰收”“各得其所、
相得益彰”，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抓实科技赋能。镇平县将全县
180名科技人员配置给龙头企业、种养
大户、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提供品
种推广、农机装备等保姆式服务，有效
提高农业服务针对性。成立许为钢、茹
振钢院士工作站，加快小麦新品种引
进、试验及推广，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
达95%。

实施项目带动。按照“投融建运管”
一体化模式，和北大荒集团合作启动总
规模25万亩的高标准农田提标改造。

既有组织保障，又有政策加持，镇
平县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触角正在生长、
延伸。

本报讯 4月9日~10日，省委农
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
长孙巍峰到唐河县、淅川县、西峡县
调研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工作。

在唐河县，孙巍峰来到鸿瑞牧业
开发有限公司，实地观摩智能化养殖
系统运行情况，他指出，实现畜牧业
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是推动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总结推广
鸿瑞智能化实时动态管理系统模式，
在县域内分区域、分阶段、分类别对
中小规模养殖场户进行智能化、规范
化改造提升，探索打造“装备+养殖+
服务”一体化全链条现代养殖联合
体，创新性走出一条与龙头企业互补
的差异化、智能化、设施化发展道路，
形成可实施、可推广、可持续的生猪
产业高质量发展整县解决方案，全面
提升我省生猪产业降本增效抗风险
能力，带动中小养殖户稳产增收。

在西峡县白庙民俗文化村，孙巍
峰走村串巷了解村民生产生活情况，
指出，要把实施好乡村建设行动与发
展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增

收致富有机结合起来，探索成立农村
集体资产运营公司，提高农村集体资
产运营能力，加大资产、资源挖潜整
合，拓展增收渠道、优化收益结构，为
集体经济壮大、农民持续增收提供源
头活水。要大力培育农村新产业新
业态，依托当地生态资源、农业资源、
文化资源等优势，推动农文旅深度融
合，支持青年返乡创新创业，打造一
批近郊乡村游休憩地、景区周边游承
接地、农耕文化游体验地。要注重村
庄项目运营，持续开展乡村运营官培
训，壮大村庄运营队伍，引导农民集
体经济组织和运营团队构建紧密型
利益联结，通过整村运营，激发内生
动力，推动乡村环境美起来，带动村
民腰包鼓起来。

在淅川县香花镇赵庄村、西峡县
孔沟乡村振兴产业园、五里桥镇黄狮
村猕猴桃种植基地、丁河镇简村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仲景食品有限公
司、宛西制药集团，孙巍峰与企业负
责人、农技人员和种植大户深入交
谈，详细了解辣椒、猕猴桃、食用菌、

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发展情况。他
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
心任务。要做足做活土特产这篇大
文章，立足特色资源，做好县域内产
业规划和空间布局，不断强龙头、补
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
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要加快推进现代设施
农业发展，通过创新扶持政策、融资
模式和联农带农机制，探索形成科研
机构、运营公司、集体经济组织、农户
等市场主体良好互动、深度参与的设
施农业发展联盟，实现良种繁育、标准
化生产、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品牌营
销等全领域、全链条高质量发展。要
大力发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围绕水、
肥等关键要素，构建“以种定养、以养
促种、种养循环”的“三位一体”农业
发展新模式。

（省农业农村厅供稿）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
通讯员靳宇辉）“以前，觉得
环境卫生是村委会的事，是
环卫工的事，现在实行‘街长
制’，大家争夺优秀街道红
旗，争创人居环境整治先进
户，村里的街道是一条比一
条干净、一家比一家漂亮。”4

月13日，在汝阳县内埠镇双泉村
文化广场上跳舞的村民陈惠香乐
滋滋地说。

为发挥党员干部在精细化治
理工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双泉村
扎实推进“街长制”，由村“三委”成
员担任“街长”，村内思想先进、品
德优良的好媳妇、好婆婆等担任

“副街长”。管理责任落实到人，通
过日常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快速

处置问题，实现主街干道、背街小
巷全覆盖管理，建立起全体村民参
与的农村环境整治新模式。

为引导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
生，双泉村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
施人居环境整治评分细则及奖惩
办法，对“街长制”落实情况进行量
化积分、评比排名。通过“一季一
评分”“一季一公示”“一年一评
先”，每季度每片区域评选出1~2
户“人居环境整治之星”和1~2个
优秀“街长”进行表彰，并为评定为
优秀的街道悬挂流动红旗，从而进
一步激发党员群众参与人居环境
整治的内生动力，确保街道洁净常
态化、精细管护长效化。

“实行‘街长制’以来，管理机
制得到进一步改善，大街小巷的环

境卫生得到明显提升，处置问题的
速度、质量也大幅提升，‘街长制’
受到群众一致认可。”双泉村党支
部书记刘训通说。

“我们‘街长’起着承上启下的
作用，不仅要负责街道的环境卫
生、安全消防等，对老百姓反映的
问题也在第一时间予以解决。”村
干部刘理浩说，“我包联的街道，不
仅环境卫生好了，邻里关系也非常
和睦，现在居民一见到我就笑呵呵
地打招呼。”

刘训通表示，下一步，双泉村
将持续深入推进“街长制”，实现街
道之间无缝对接、不留空白，全力
维护干净、整洁、有序的乡村形象，
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由“一时美”向

“一直美”转变。

4月11日，孟州市槐树乡后尖庄村的400余亩油菜花竞相绽放，黄色的白菜花、白色的萝卜花与翠绿的麦苗将山村装扮得分外亮
丽。近年来，该乡种植蔬菜5000亩，年产值2500余万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段宇航摄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王凯齐敬文/图

眼下，新野大地万物复苏、鲜
花盛开，踏青游玩成了群众假期出
游的主要方式，当地“赏花经济”也
在繁花似锦中持续升温，成为这个
春天最浪漫的邂逅。

“梨花节一开幕，非常热闹，乡
里的人气更旺了。看完梨花来店
里吃饭的游客非常多，我们店里的
营业额增长了不少。”4月10日，新
野县上庄乡柳坡蒸肉饭店的李老
板谈起近几天的营收喜上眉梢。

春风十里梨花开，雅俗共赏春
雪白。自3月30日新野县首届梨
花节在该县上庄乡开幕以来，游人
纷纷觅香而来，在梨花林中沉浸体
验一把“梨花淡白柳深青”的诗情
画意（如图）。只见白玉般的素雅
花朵渐次开放，花缀满树，成片柔
白似雪，犹如层叠翻卷的海浪，在
柔暖的春风里颇为壮观。人气旺

了，消费火了，周边群众享受到“赏
花经济”带来的红利。

据了解，上庄乡境内种植梨树
4000多亩，每逢春季梨花盛开之
际，满园银白，景色壮丽，令人叹为
观止。为丰富本次梨花节内容，让
游客获得更好体验，上庄乡对游览
线路进行统筹规划，修建加固路
桥，优化梨园设施，动员党员干部
身披“红马甲”对现场秩序进行疏
导和维持。同时，梨花节期间还组
织开展了拉力赛、健康跑、特色产
品展、书画作品现场创作赠送、民
俗节目表演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
活动，让游客在赏花观景之余，还
能体验到更多乐趣。

“这是我第一次带家人来上庄
看梨花，梨园如诗画般，意境非常
美。看完梨花，我们还专门去柳坡
村吃了蒸肉，品尝了上庄的特色美
食。”游客王先生说。

上庄乡党委书记王松林说：
“这次梨花节充分展现了上庄乡新

时代乡村新面貌，助推了乡村生态
旅游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我们要
将梨花节一年一年办下去，提升旅
游服务质量，打造生态文旅名片，
持续发展乡村旅游，为子孙后代留
一片美景、留一份乡愁。”

上庄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做优“梨文化”，做强“梨产业
链”，将美景与旅游、文化等元素有
机结合，让梨成了上庄乡农业经济
发展的一张闪耀的名片，不仅为群
众带来财富，还打造出特色“梨花
文化”。

新野县依托特色生态和果业
资源，积极发掘文旅文创融合点，
延长旅游消费产业链，通过举办桃
花节、郁金香节、梨花节等节会活
动，以花为媒，以节为介，持续推进
生态绿色发展，带动美丽经济繁荣
绽放，让田园新野成为广大宾客旅
游度假、投资兴业的好去处，为实
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
基础。

“强村公司”为七贤镇村集体经济“强筋壮骨”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党建引领、集体为主、公司化运营，各村成立“强村公司”，学着与市场打交道、

经营村子，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村村联建、村企联建、产业联建“三联并进”，不断激发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
●引导外出务工成功人士、致富能手担任乡村经理人，打通村集体参与市场经营的路径
●“强村公司”围绕各自资源禀赋，在不同领域发力，拓展发展空间
●建立健全财务、人事、内控等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实施“三账分列”，镇里统一监督管理

“田保姆”让镇平农民种地省心省力

三农动态三农动态

培育壮大乡村富民产业
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颜值”变产值

推行“街长制”环境“一直美”汝
阳
县
双
泉
村

新
野
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