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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涛

工作在县城，住在农村，王大龙

从没想过这种生活方式如今会成为

他的日常标配。

8月26日，上完周五最后一节历

史课，王大龙回到办公室收拾好下周

上课要用的材料，背着包骑着新买的

电动车准备回家。

从正阳县新世纪高中出发，到达

袁寨镇付庄村大王寨，半个小时的骑

行后，他会准时在晚饭点回到家。

“什么叫作城乡融合？我这就是

城乡融合。”他说。

2021年，从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毕业一段时间后，23岁的王大龙选

择回到自己的家乡高中当一名历史

老师。知道能回家乡工作时，他记得

清楚，那一夜激动得睡不着觉。

“其实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根

本就没想过要再回来，那时只想逃离

家乡。”他说，“大学几年读完，后来发

现回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得明白

自己想要什么生活。”

当年轻人都在向大城市奔跑时，

为什么会回来？他有自己的答案。

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王大龙已经入

学一个月。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

农村的感情让他一直在关注着有关

农村的政策。

他说：“我希望农村发展起来，农

民富裕起来；当我听到这个战略后，

就在学校图书馆找了很多有关农村

的书读，对我有很多的启发。”

大学四年里，关于农村发展的种

子不知不觉间在他头脑里生根发芽，

直至毕业，身边的朋友、同学陆续返

乡，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

返乡不是退缩，返乡也有未来！

王大龙的发小王文广，大学毕业

后选择回县城初中当了一名老师；高中

同学李恩光，则和他一起去了同一所高

中。他们都工作在县城，住在农村。

“我们班有18个人，大学毕业后，

三分之一的同学去读研了，三分之一

的同学参加工作，还有三分之一的同

学回家乡了。”他说。

农村基础设施肉眼可见地变好，

家里住着一点都不比城市差，这也是

王大龙选择回家的原因。大王寨家

家户户住着二层小楼，门口都已经用

水泥硬化，并且和村里的主干道相

连，就算下雨天也基本见不到泥巴。

2014 年秋天，大王寨兴起盖楼

房，王大龙家也跟着这股潮流盖起了

房子。

盖新房那一年，王大龙的妈妈孙

雪霞 46岁，她之前从没想过自己会

住楼房。她嫁到王家时，当时时髦的

是红砖瓦房或平房。

“当时盖房子一方面想让孩子们

住好点，一方面也有闲钱了；俺家的

这个楼房前前后后花了有十几万块

钱。”她说。

花钱远不止这些，屋里的现代化

设施在随后的时光里不断被添置，地

上铺了地板砖、屋里装了空调，全屋

覆盖无线网……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2021年我省直接

采购和帮助销售脱贫地区产品达828.7亿元，

消费帮扶已成为助力脱贫地区农产品产销对

接、实现脱贫人口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途径。为进一

步总结推广消费帮扶经验，赋能乡村产业发

展，近日，省乡村振兴局联合省委直属机关工

委、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事管局、省总

工会印发了《2022年河南省消费帮扶产销对

接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结合实际明确，今年我省消费帮

扶产销对接专项行动将采用线上线下互动

融合模式，集中展示我省优秀帮扶企业、农

业产业化企业以及各类优质农副产品，同时

通过系列配套活动对接优秀产品项目，发布

最新产品展示、溯源技术，促进成果转化、撮

合商品交易，推动消费帮扶提档升级，激发

消费帮扶活力。

在线上消费帮扶产销对接方面，《方

案》提出，8月下旬开始我省启动线上行动，

各级各单位统一组织推动，采取线上“点对

点”精准对接的方式，广泛动员机关、医院、

高校、国企、工会、农批、商超等单位（企

业），优先通过农购网、河南省消费帮扶公

共服务平台等电商平台采购帮扶农产品，

帮助脱贫地区解决农产品滞销卖难问题，

推动脱贫地区持续增收。

（下转第二版）

牧野乡村活力足
——新乡市全方位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返乡也有未来

这十年这十年中原乡村 ⑨

《2022年河南省消费帮扶产销对接专项行动方案》印发

线上线下齐发力 打通消费帮扶路

□本报记者 马丙宇 通讯员 支发强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王星王红闯）绿色植被错

落有致，各式建筑星罗棋布，黄河宛如一条蜿蜒的丝带镶

嵌在中原大地……8月 29日，在省自然资源厅举行的国

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现场，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中心

对外发布了“河南一号”卫星传回的首批河南影像。

“‘河南一号’卫星自8月10日在太原发射升空以来，

已拍摄508景高清影像，其中河南境内影像40景，覆盖

面积达8065万平方千米。”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中心副

主任毛忠民说，“卫星发射后，火箭升空引起的剧烈震动

与强声会引起卫星镜头离焦，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焦

与测试才能进行业务化工作和运行。”

据了解，这次传回的首批河南影像拍摄于8月15日，

涵盖黄河、郑州东站、南水北调干渠、尉氏高标准农田等

河南域内影像。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王星）8月29日，省自然

资源厅在郑州举行2022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

识宣传周主场活动，活动主题是“规范使用地图，一点都

不能错”。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旨在普及测绘法律知识，规范使

用标准地图，强化公民国家版图意识，维护国家版图尊

严，推动测绘地理信息工作更好地支撑自然资源管理，

更好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升测绘地理信息工作更

好地融入和服务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快看！“河南一号”卫星拍到尉氏高标准农田了

规范使用地图 一点都不能错

大河北岸，翠绿一片；太行之上，生态优先。由南至北，从黄河渔家乐到太行山巅农家乐，从乡村之美

到田园景致，牧野乡村日新月异，面貌一新。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

2021年，新乡市粮食播种面积1083余万亩，粮食总产量达86.2亿斤；猪牛羊禽肉产量达到35.8万

吨，同比增长19.8%；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89万元，同比增长8.3%。

今年以来，新乡市推行“马上办理、马路办公”工作机制，创新理念，提升效能，全方位推进农业农村高

质量发展，夏粮总产量56.45亿斤，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农业总产值230.70亿元，位居全省第三。

郑州东站南水北调干渠 尉氏高标准农田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8月29日，

省政府召开全省重点水利工程调度

会，研究解决在建重点水利工程的困

难和问题，对下半年拟开工和新谋划

项目进行再动员、再安排、再部署。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

话。在听取有关省辖市和省水利厅、

河南黄河河务局等汇报后，他指出，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紧紧抓住扩

投资稳增长的难得机遇，加快重点水

利项目建设，抓紧补齐水利工程短

板，为稳住经济大盘作贡献。

武国定强调，抓好重点水利项目

建设，扩大水利建设投资，有利于稳

定经济增长，有利于补齐水利工程短

板，有利于构建兴利除害的现代水网

体系。要争时间抢速度，加快已开工

项目建设进度，进一步加快未开工项

目的前期工作，抓紧谋划落地一批新

上的重大水利项目。要加强组织领

导，严格落实责任，抓好统筹协调，多

元筹措资金，强化质量安全，确保重

点水利项目顺利实施，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加快重点水利项目建设 为稳住经济大盘作贡献

新闻1+1

打造“新”粮田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粮袋

子抓得牢，就要保面积、保产量，解决好

一粒种子，补上现代农业物质装备短

板，让种地成为一个能赚钱的职业。

——强力推进中原农谷建设，打造

国家现代农业科技创新高地，破解“卡

脖子”核心技术，打好种业翻身仗。

在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的

建设工地上，各式建筑正日新月异地

“生长”；即将投入使用的实验室，实验

设备紧锣密鼓地安装调试。

中原农谷建设方案出台后，新乡市

以“一核三区”为重心，聚焦种业，拿出

更有力的举措，集聚涉农要素资源，聚

力建设“四中心两示范区”。

中原农谷目前引进产业项目10个，

总投资17.45亿元，在谈项目11个，国家

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先正达（中

国）、中农发种业、秋乐种业等一批国际

国内知名育种企业落户黄河北岸。

——高位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提

高农田综合生产能力，确保“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打造粮食生产核心区。

“今年小麦一亩产量1500斤，增产

300多斤。”卫辉市安都乡大双村 70岁

的村民陈尚礼算了一笔账，“秋季玉米

也能增产 300斤，两季俺村能多打 300

万斤粮食。”

大双村全村5000多亩耕地通过整

治全变成了高标准农田。如今绿油油

的玉米已抽穗，预示着大丰收。

2022年，新乡市高标准农田再新添

26.3万亩，达到586.8万亩，占总耕地面

积的85%；打造智慧型高效节水灌溉示

范区，启动粮食产能稳增等15项专项行

动，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等20个重大项

目，总投资31.8亿元。

——提升农机装备智能化、信息

化、精准化水平，成就全时段现代农机

服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健全专业化

社会化服务体系。

“‘七下八上’是玉米生长发育和产

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一定要搞好田间管

理。”站在辉县市峪河镇四街村的地里，

种粮大户杨森摸着玉米叶说。

杨森承包了四街村1280多亩地，成

了峪河最大的农场主，家里收割机、播

种机、拖拉机、耙地机等一应俱全。他

说，粮食生产现在全靠机械化。

数据表明，新乡市主要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1.35%，高出全

省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左右，各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突破 3.3 万家，其中农民

合作社省级示范社58家、国家级示范社

36家。

培育“新”产业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只有实

现乡村产业振兴，才能更好推动农业全

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推动农业与旅游、教育、康养、电商等产

业深度融合，发展各类休闲农业新业

态。

原阳县太平镇水牛赵村的稻田里，绿

色生态水稻分蘖旺长。稻田里的鱼虾、螃

蟹成了城里人的最爱，生态米还没成熟

就订单预订，由卖米开始向卖景转变。

该村党支部书记赵俊海说，现在村里的

大米通过农村电商卖到了全国各地。

新乡创建市级以上农业品牌 265

个，创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7个；

推荐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精品景

点线路 5条，创建省乡村旅游特色村 8

个、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2个、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2个等。新乡南太行旅游度

假区作为全省唯一一家单位成功创建

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延伸产业链、创新供应链、提升价值链，

推进深度融合。

黄焖酥肉、梅菜扣肉、红烧丸子、红

烧大鲤鱼……这些预制菜现在是位于

原阳县产业集群区的河南悦之丰食品

有限公司的取胜法宝。悦之丰与其他

70多家食品加工企业一起“就地取材”，

让一产接二连三成了原阳县发展的关

键。

新乡市着力打造以九豫全为盟会

长的肉制品全产业链、以五得利为盟会

长的面制品全产业链、以华溪科技为盟

会长的农机制造全产业链，组建面制

品、生猪、树莓、大米、速冻食品等7家省

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成功申报卫辉卫

红花（怀药）特色产业集群、延津花生特

色产业集群，创建市级以上现代农业产

业园17家、国家级产业强镇5个。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优化产业

布局，将农业增值增效收益留在当地、

留给农民。

走进河南米多奇食品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从面

粉、压面，到醒发、蒸、切片、烘干……机

器在人工的指挥下智能化运转，香味不

时袭来。

米多奇每年卖出 50多亿片的香烤

馍片，全国第一，销售额17亿元，解决近

万名农民就地就业。

在新乡市，五得利集团新乡面粉有

限公司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面粉加

工企业，卫辉市康迪粉业有限公司小麦

淀粉产量全国第一，克明面业新乡生产

基地是其国内最大的挂面生产基地；支

持发展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 136家，其中国家级 3家，省级 46

家，倍儿鲜、喜世、乐华、云鹤等一批国

内知名的食品企业落户牧野大地。

建设“新”乡村

遵循发展规律，先规划后建设，农

村基础设施往村覆盖，往户延伸，加快

乡村治理，提升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和安全感。

——开展示范创建活动，力争“十

四五”末全市五分之四的乡镇、三分之

一的村庄达到示范乡村标准。

漫步新乡县七里营镇杨堤村，这里

依旧保留着各个年代豫北的特色民

居。迈入民居小院，荷塘鱼蛙，绿竹红

枫，青石红花，整个村子清秀疏朗。

新乡市以“两县十乡百村”示范创

建为抓手，确定新乡县、长垣市为示范

县，统筹推进乡村建设，促进城乡融合，

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与公共服务均等

化。同时，每个县（市、区）确定1个示范

乡镇，每个乡镇确定1个示范村，探索出

星级示范村创建、积分制管理、“星级文

明户”认领制等乡村建设模式。

——持续提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开

展“六清”、治理“六乱”，建设最美乡村。

长垣市蒲西街道云寨村5年前还是

生活和建筑垃圾遍地的小村庄，通过人

居环境整治，现在成了绿树摇曳、花团

锦簇，每条街巷都有独特景观的美丽乡

村，是网红打卡地，被评为全国环境整

治示范村。

新乡市出台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行动工作方案，围绕“清脏、治乱、增绿、

点亮、美化、管护”六大行动和“责任落

实、工作推进、资金投入、群众参与、常态

运行、督查考评”六大机制建设，分块制

订了15项专项工作方案，专班推进。

同时，新乡市形成了市场化保洁机

制，以“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为主要

模式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45.63%，农村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0%。

——筑牢乡村治理根基，持续开展

“五星”支部创建活动，完善基层民主协

商制度，农村事农民管，基层矛盾不出

村。

获嘉县中和镇羊二庄村网格员反

映，有的胡同还是土路，一下雨走道难，

想硬化一下。

接到诉求后，村党支部立即召开网

格议事会商讨，决定将14条胡同全部硬

化，再配套修建1700米的排水沟，羊二

庄村的“泥胡同”很快就会成为历史。

新乡市健全“行政村（社区）党组织

—网格（村民小组）党支部（党小组）—

党员联系户”三级组织链条，落实党员

联户、干部包片、支部会商机制，推广

“四议两公开”，不断完善党组织领导下

的基层自治模式，同时建立监督评价机

制，将乡村治理的相关事项量化为积分

指标，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平安村达标

率为92.61%。

深化“新”改革

持续推进以土地制度改革为牵引

的农村综合改革，聚焦“人地钱”，为乡

村发展注入新动能。

——加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增加村集体和农民收入。

卫辉市唐庄镇田窑村借着宅基地

改革的东风，新村依山而起，节余土地

160亩，村史馆、园林游园、高标准的文

化广场等都有了建设地方。

“新村两层小楼不仅能自住，还能

当民宿出租。”村干部张义武说，生产路

两旁都种了楸树，一卖就是村里的收

入。

新乡市所有村全部建立了集体经

济组织，同时继续进行农村集体资产清

产核资，累计清理规范合同 2.93万份，

增加集体收入9835万元，集体经济空白

村基本清零，其中5万元以上的村占比

86.8%以上；因地制宜采取自营、出租、

入股等多种方式开展盘活利用农村宅

基地，已盘活利用1.28万宗，304.4万平

方米。

——创新开展村集体经济组织主

导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新模式，实现了

多方共赢、促进了稳粮保供。

辉县市峪河镇在尊重农民意愿的

基础上，推进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导

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改革，全镇能流转的

6.5万亩耕地中，已流转60%以上，实现

了土地收益增效。

封丘县冯村乡以“土地入股+托管

（农户土地入股村集体，再由村集体全

程托管给平台公司）”的方式，开展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托管土地近万亩。

新乡市持续推进农村承包地“三权

分置”改革，健全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促

进集体和农户同步增收，全市土地经营

权流转面积254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

耕地面积的38.5%。

——基层党组织“牵线”、金融企业

“搭台”、党员群众“唱戏”，推广“党建+

金融”模式，助力乡村振兴提速增效，同

时有效防范化解了金融风险。

在中药材基地里查看甜叶菊生长

情况的辉县市南村镇子瑞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刘胜利说：“去年水灾，我种

的 200亩黄芩颗粒无收，多亏有了‘党

建+金融’，辉县市农商行及时给了 40

万元贷款支持，才让我渡过难关。”

新乡市以缓解经营主体融资难题

为重点，探索推广“党建+金融”改革，累

计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和农户 5.8 万个，

投放涉农贷款293.6亿元。

一排排美丽蝶变的村庄集镇，一块

块生机盎然的绿色田园，一个个精神抖

擞的新型农民，共同描绘出新时代的富

春山居图。牧野乡村，华彩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