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马丙宇刘亚鑫
通讯员 李娟

卫辉市孙杏村镇有个堡上村，不大，

全村600多口人，但生产饲料加工设备

的企业却有20多家，问起缘由，村党支

部书记周继海坦言，是因为村上人“懒”。

“上世纪 90年代，村里人都养鸡、

养猪。”10月 8日，周继海对记者说，养

殖规模大了，搅拌饲料的量也就不小，

没有机器，全靠人工。为了省劲儿，村

里人就研究学习制作饲料搅拌机。在

使用中完善，堡上村无意中成了卫辉市

乃至全省较早生产饲料搅拌机的村子。

一来二去，打听机器的人越来越

多，渐渐地，卖饲料加工设备成了养殖

户的副业，后来卖得好，副业干脆成了

主业，也没人再搞养殖了。堡上村的养

殖户成功转型为设备生产销售商。

“南到福建，北到‘东三省’，一个月

有半个月都在路上。”周继龙今年 40

岁，是土生土长的堡上村人，16岁就辍

学打工的他，一开始工作就是和养殖加

工设备打交道，年长一些干销售后，他

全国各地到处跑。

单身的时候，周继龙从来没觉得出

差是个辛苦活儿，相反还觉得长见识。

但是2004年，成家有了孩子的他觉得守

着家更幸福。“那年的春节，因为要去广

东佛山，需要在菏泽转车，抱着刚满月的

孩子在火车站待了一夜。”周继龙回忆，

那时他下了决心回家创业。

从小看到大，又从小干到大，关于

饲料加工设备的一切，周继龙都很有信

心，但是不只是村里，孙杏村镇乃至卫

辉市干这一行的都多了，咋样才能有新

的发展？

是一根细细的网线，将堡上村笨重

的养殖饲料加工设备，轻而易举送到了

全国，也让周继龙的事业有了腾飞。

2012年，淘宝首个“双十一”购物

节正式开启。“那时大家对网购的接受

度已经很高了，所以就琢磨着能不能也

把我们这些‘上网’，也算是一种宣传推

广。”周继龙说，产品一上线，咨询量就

剧增，但因为是“大物件”，村里物流不

畅致使成交量不高。

但到了 2021年，卫辉市网络零售

额实现5.56亿元，拥有了1879家在全

网活跃的电商店铺。其中销售额排名

前10名的店铺，有7家都是来自孙杏村

镇的饲料设备加工企业。此时孙杏村

镇参与水箱制造、饲料机械以及养殖设

备加工企业达到130家，从事畜牧机械

制造的企业60余家，已初步形成产业集

群，成了全省最大的水箱散热器和养殖

设备生产基地。孙杏村镇也被阿里商

学院评为“淘宝镇”，所辖的堡上村、张

武店村、段先屯村被评为“淘宝村”。

这是汇聚了多方力量。

近年来，卫辉市构建电商公共服务

体系、农产品上行体系、电子商务人才

培训体系，并依托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项目创建，全面推动电商产业

发展。“先后培育了‘苍峪山’区域公共

品牌和我的农庄、吉子沟、豫孔家酸辣

粉等十余个农产品品牌，还选出了‘十

大电商带头人’，共同助力卫辉电商发

展。”卫辉市商务局电商办主任靳祖强

介绍说。

目前，卫辉全市累计建设农村电商

服务网点297个，覆盖率占全市行政村

的86.8%，其中，57个脱贫村已基本实

现全覆盖，全市已初步形成了以市级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为引领，乡、村电

子商务服务站点为支撑的电商公共服

务体系。

为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

设，卫辉市建起市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物

流快递仓储配送中心，现已入驻韵达、中

通、圆通、申通等4家快递物流企业，逐步

实行县、乡、村统一配送，有效降低了物

流成本，提高了流通效率和服务水准。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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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喜迎二十大

“河南这十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这十年这十年中原乡村 881

嵩县“运营”让乡村升值

小乡村 联天下

本报讯“在今年持续高温、干旱

的情况下，商城县的再生稻两季总产

量仍能实现吨粮目标，真是超出了预

期。”10月 9日，得知商城县再生稻示

范方亩产测产最高达1064.3公斤，信

阳市农科院副院长刘祥臣赞叹不已。

当天上午，由信阳市农科院邀请，

河南省水稻专家尹海庆等6人组成的

专家组，对商城县再生季水稻进行了

实地考察和现场测产。

在河凤桥乡辛店村“桃优香占”千

亩示范方，专家组随机选取3块田进行

测产，平均亩穗数35.14万穗，每穗实

粒数 59.2粒，千粒重 28克，碾压率为

35%，八五折后亩产321.9公斤，结合8

月5日头季稻测产的742.4公斤，该示

范方两季总产量为亩产1064.3公斤；

同时，在鄢岗镇曹寨村“桃优香占”万亩

示范方，以同样方式进行测产，测得两

季总产量为亩产949.9公斤。

从2014年的40亩再生稻示范，到

2022年的16万亩推广面积，商城县再

生稻种植面积增长了4000倍，累计增

产粮食1亿公斤以上，亩均纯收益500

元~1000元，是传统水稻种植效益的2

倍以上。

“全县目前优质稻谷烘干能力达

4500 吨以上，设施育秧面积接近 12

万平方米，基本做到再生稻种植主体

烘干和育秧能力区域性全覆盖。”商城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孝国

说。 （李振阳杨绪伟）

商城再生水稻喜获丰收

亩产最高达1064.3公斤

本报讯（记者杨青）10月 11日，

记者从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河南这十

年”主题系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专场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河南技能

人才总量达到了1300万人，十年增加

了 799万人；全省新增返乡创业 137

万人，带动就业900多万人。

河南大力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

南”建设工作，全省职业技能培训进入

“快车道”。2021年培训 399.27万人

次、新增技能人员取证 112.47 万本，

今年 1月~8月培训 328.6 万人次、新

增技能人员取证 348万本、高技能人

才取证 126万本，有效促进了劳动者

技能成才、技能就业、技能增收。

河南返乡创业成效喜人，由早期

的零星分布、较小规模发展为产业集

聚、量质齐升，呈现出主体多元、业态

多样的良好态势。

服务能力不断增强。设立“河南

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投资项

目85个、总投资103亿元；成立“河南

省返乡创业专家服务团”，为创业者提

供指导和帮助；全省有67个县（市）设

立返乡创业综合服务中心，提供“一站

式”服务；各地改造提升、整合建设

786 个具有区域特色的返乡创业园

区，加快培育返乡创业产业集群。

创业模式逐步形成。全省形成以

平舆防水为代表的“劳务品牌带动

型”、以睢县制鞋为代表的“承接产业

转移型”、以柘城金刚石为代表的“创

新驱动引领型”、以鹿邑化妆刷为代表

的“产业链条延伸型”等 10种返乡创

业典型发展模式，为各地“比着学、照

着做”提供有益借鉴。

综合效应叠加释放。返乡创业推

动了生产要素双向流动，为乡村产业

发展增添了新动能；开辟了就业增收

渠道，为生活富裕拓展新路子；提升了

农村文明程度；改善了农民结构素质，

为乡村治理有效注入新力量。

全省新增返乡创业137万人
带动900多万人就业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
宏伟）10月 2日，受漯河市农业机械

技术中心委托，全国玉米栽培学组组

织专家对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与漯河市农业机械技术中

心合作开展的“玉米密植滴灌高产机

械收粒技术”示范田进行了现场机收

粒测产，测产结果为 70 亩示范田平

均亩产846.06公斤，其中产量最高的

（隆创 310）30 亩平均单产 924.61 公

斤。

据悉，该示范田位于临颍县皇帝

庙乡田园综合体园区内，示范田面积

70亩，种植品种为隆创 310（30亩）、

裕 丰 303（20 亩）和 豫 单 9932（20

亩）。按全国玉米栽培学组制定的玉

米机收粒测产方案和程序，测产前先

割除边际行不少于4行及田块两头2

米以上（去除边际效应的影响），测产

收获机械为“谷王极光TB80B型”谷

物联合收割机。

专家组认为，高产示范田在遭遇

前期高温干旱、开花期和灌浆期持续

高温干旱等不利气候因素影响下，通

过选用高产耐密品种，使用免耕密植

精量播种机播种并增密种植，进而采

用滴灌及滴水出苗提高整齐度、水肥

一体化精准调控、全程机械化等技术，

强化田间管理，获得了黄淮海南部今

年玉米的高产纪录。专家组建议加大

该技术推广力度。

“根据多年试验示范表明，相较于

普通玉米生产模式，玉米合理密植高

产高质机械化绿色智能生产技术亩均

可增产 200公斤以上，此项技术在全

市大面积推广应用后，每年农民增收

可达7亿元以上。”漯河市农业机械技

术中心主任史有来说。

玉米密植 增产明显
专家建议加大技术推广力度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0 月 10

日~11日，副省长武国定到南阳市调

研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

武国定一行先后来到西峡县太

平镇、五里桥镇和丁河镇，详细了解

美丽乡村建设、乡村产业发展等工

作，对西峡县因村制宜开展污水治

理、发挥生态优势推进生态旅游等

做法表示肯定。他指出，要以“六清

六治”行动为抓手，深入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要把户厕改造和农村

污水治理结合起来，探索粪污无害

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新模式；要深

入开展厕所革命“回头看”，排查整

改存在问题；要发挥生态优势，发展

乡村旅游，变美丽环境为美丽经济。

在淅川县，武国定来到荆紫关镇、

寺湾镇等地，深入脱贫户和监测户家

中，了解群众生产生活、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

工作汇报。他指出，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要对

巩固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回头看”，查

短板补弱项；要转变工作作风，狠抓政

策、工作和责任落实，兜牢“两不愁三

保障”底线，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好，

努力在后评估中取得优异成绩。

整治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狠抓工作落实巩固脱贫成果

10月11日，扶沟
县曹里乡邹家村村民
在晾晒玉米和大豆，
一派丰收的景象。

牛书培 摄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国家统计

局 11日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比2012年增加

18618元，年均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因

素，年均实际增长6.6%。其中，2021年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2.50（农村

居民收入=1），比2012年下降0.38，城乡居

民收入相对差距持续缩小。

报告显示，随着脱贫攻坚各项政策

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

民。2021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7412 元，比 2012 年增长 96.5%；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931 元，比 2012 年

增长 125.7%。2013年至 2021年，农村居

民年均收入增速比城镇居民快 1.7 个百

分点。

10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
相对差距持续缩小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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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红立

乡村运营，就是把乡村作为一个市

场化主体进行计划、组织、实施和经营。

洛阳市委乡村振兴“151”工作举

措明确提出：以乡村运营为抓手推进乡

村建设，盘活资源、做活业态，把资源优

势、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经济优势、发

展优势，让乡村升值！

“嵩县立足生态，把乡村资源串珠

成链，通过乡村运营，引领农文旅融合，

实现了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嵩县乡村振兴局局长赵永峰说，目前嵩

县运营公司已达36家，培育乡村运营师

192名，1460名群众实现自主经营，36

个村落与运营商签约“结对”，项目总投

资达2.67亿元，实现收入1060万元。

丰收的季节，记者走进嵩县进乡

村、看产业，解读乡村运营。

明晰角色定位明晰角色定位
形成完整形成完整““闭环闭环””

“以乡村运营为抓手推动乡村建

设，关键在于把乡村与市场联系起来，

以市场力量盘活乡村资源，既促进乡村

建设，又发展乡村产业，建立起利益联

结机制，有效带动农民和村集体持续增

收。”洛阳市政协副主席、嵩县县委书记

宗玉红说。

嵩县立足生态，紧盯“林药烟牧菌

桑蚕”农业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结合

“一村一品”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因地制宜，高标准编制了村庄建设规

划，坚持“抓两头带中间”，谋划建设达

标村105个、示范村29个、精品村8个

创建任务。

规划要落地，实施倚靠人。

2021年以来，嵩县举办两届乡村

运营商招募大会，面向社会招募运营

商，让专业的人从整村旅游运营的角度

出发经营村庄。当地 15个村落景区，

在政府统一部署下，组建起 12个村级

运营平台。其中 11 个引进了社会资

本，与村集体合作成立了运营公司。

“乡村运营中，政府是‘跑龙套’的，

运营商是主角，投资商是配角，村集体

是股东，村民才是主人。”嵩县县长辛俊

峰明晰了各自的角色定位。

嵩县的乡村运营，以整村运营为抓

手，在制度设计上形成一个完整“闭

环”。

在运营机制上，运营公司与村集体

合作是一个前置条件。运营商进来以

后，必须在当地注册公司，跟村集体形成

合作关系，确保运营商扎在乡村，全身心

地投入，而不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

为引导乡村运营工作，嵩县先后出

台了《嵩县以乡村运营推进乡村建设实

施方案》《关于构建乡村运营服务体系

的通知》，指导乡镇出台业态补助实施

细则、乡村运营工作机制；今年，又出台

了《嵩县乡村运营导则》，更多指向必要

的运营规范，而不是造就“千村一面”的

具体建设标准。

政府对运营商的支持体现在运营

奖励，全面考核后，考核奖励根据结果

兑现；如果运营绩效不佳，运营商就拿

不到政府奖励资金甚至“被出局”。

发挥独特优势发挥独特优势
催生乡村催生乡村““蝶变蝶变””

乡村建设让村庄美起来，乡村业态

让村庄富起来。

“家家门前长流水，户户庭院花飘

香。”秋日的何村乡箭口河村，处处充满

生机。

箭口河村毗邻县城，山水资源丰

富，具有区位优势和生态优势。

箭口河村通过资产清收、拆违治乱

突围；之后人居环境整治、小流域“两清

一护”跟进实施，乡村建设全面铺开。

通过柏油路铺设、水系设置、民居改造、

河滩小游园建设、滨河绿道串联等，箭

口河村白墙黛瓦，屋舍俨然，宛若水乡。

箭口河村的乡村运营师智乾龙今

年 44岁，是个头脑灵光的美食“老江

湖”，他有着 11年的“赶会做生意”经

历，有一大批天南海北的美食经营者

“粉丝”，他在这里搞了一次嵩县美食大

会，就做起了运营商和投资商。

通过运营，村子的旧仓库“蝶变”成

时尚的乡村咖啡厅，具备集会、承接小

型会议功能，年租金也由原来的1.4万

元提高到4万元；智乾龙从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手中承包了美食广场两层观景

房和 30个摊位，悉数传授摆摊村民技

术和经验，让娱乐广场“蝶变”为美食广

场，村集体年收入 8万元，参与的村民

成了“白天进城务工、晚上村中出摊”的

“双职工”。

现在智乾龙有了新想法：投资改造

美食广场，加装大型玻璃房，将夏天的

火热延续到冬季。

箭口河村利用区位优势，用活运

营，用美食的“烟火气”吸引人气，打造

嵩县的“游乐园”“后花园”。

挖掘独特韵味挖掘独特韵味
激活古村激活古村““卖点卖点””

位于旅游名镇车村镇的顶宝石村，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池曼所在地。

在常人看来，车村镇顶宝石村和其

他山中村落一样山水寻常。但在外来乡

村运营师黄磊眼里，该地的地理特征、传

统夯土结构的建筑、村落周围那片绵延

数公里的林木以及村中潺潺溪流，还有

村里淳朴的民风民俗，都是最稀罕的“卖

点”：“只要能打造一个有美感的乡村生

活空间，就不愁没有客人来。”

黄磊带领团队耗时 7 个月，投资

1700多万元，将富有地方特色的夯土

建筑元素与现代设计相融合，打造了云

合山间民宿，20多个小院子改建成了

五种不同风格的精品民宿，不同的房型

有不同的庭院，每一个庭院都有一个专

属管家，全方位地为游客服务。

山间小院各具特色又富有乡村韵

味，云合山间民宿不仅成为网红打卡

地，而且开业至今，一直处于客满状态，

一房难求。

位于陆浑水库下的陆浑镇陆浑村因

陆浑戎东迁得名，是一个典型的古村落。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