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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红立

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悠

然自在地扇动了几下翅膀；两周以后，

美国得克萨斯州刮起了一场龙卷风。

此乃蝴蝶效应。

——题记

滴——

11月 5日 10时 11分，星期天，汝

阳县三屯镇东保村村民任中娃的手机

响了一声，他打开亿农在线App看了

一下，他的银行账户上进账0.16元；他

知道，又有两个人买了稻田观光小火车

的票，一张观光票10元，他分8分钱。

稻田观光小火车是东保村在乡村

运营中启动的农旅项目，村民张建海、

刘长水等四人是大股东，又叫乡村项目

合伙人，各自投资1.8万元并负责运营；

另有 24 位村民各自投资 1000 元，是

“坐享其成”派；观光小火车跑的是村集

体的生产路，观光客看的是村集体的稻

田风景，以此为依据，大家讨论决定的

利益分配方案是：村集体占股20%，四

大股东占股60%，24位村民占股20%。

每张观光票10元，东保村集体得2

元，四个村民合伙人每人得 1.5元，24

位村民股东每人得8分钱。

村民入股乡村振兴项目的动力来

自亿农在线的利益分配方案：股份合

作，即时分红，三秒到账。

亿农在线创始人路国庆说，他们的

方案设计遵循了三个原则，对村集体来

说，环境资源资本化；对参与经营的合

伙人来说，经营市场风险化；对村民股

东来说，村民权益优先化。

亿农在线是汝阳县在乡村运营工

作上勇于突破，引进专业运营团队，深

度整合乡村资源，连片化、规模化谋划，

差异化运营；收益分配实时化、可视化，

能吸引更多群众参与乡村运营，带动更

多群众增收致富，将乡村资源优势、生

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的数

字赋能“汝阳模式”。

这种乡村振兴的探索，深层次重塑

了生产关系，撬动了汝阳县新时代的乡

村革命。

股份合作 即时分红 三秒到账

2023 年 8月，亿农在线在汝阳县

十八盘乡登山村率先试启动。

“从十八盘乡、登山村这个乡村的

名字就能看出来，这里很偏僻。”十八盘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李春霞说。

登山村是和林州红旗渠精神一脉

相承的精神高地，那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全国劳模、登山村党支部书记

赵春兰为核心形成的“艰苦奋斗、自强

不息、敢为人先、务实清廉”的登山精

神。

登山梯田还在，村里的青壮年进城

了，户籍人口是600多人，全村190户，

有160户在汝阳县城买房定居，生活在

村里的村民最少时不足100人。

脱贫攻坚阶段，政府在登山村投入

巨大，就是要让这个“精神高地”走出

“经济洼地”。

红色传承、劳动实践、矿泉水厂，基

础设施的改变，催生了新的登山村业

态。

“让登山人回来、把城里人引来、让

登山人的钱回流登山，从而振兴登山，

是我们根本的想法。”2018年，荆新安

返乡，当上了登山村党支部书记。

登山村合伙运营的第一个项目是

劳动实践教育。

为了实现这个项目的持续良性发

展，登山村引入了乡村合伙人——河南

和美乡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实行

股份合作制。

荆新安说：“该项目集体以房产、地

盘、老物件以及便利的交通、山林等环

境资源入股，股份占比是33%；引进的

乡村合伙人投资、建设、运营，股份占比

63%，2000块钱一股，本村 25户农户

入股10万元，一家最多只能入三股，股

份占比 4%；项目总资产超过 300 万

元。”

登山村村民吴药枝看中的就是股

份即时分红，拿6000元入了三股。

“投资担保坑人，股市咱也不懂，一

万块钱存银行一年才得200多元利息，

不值当；村里的项目就在眼皮底下，起

码不会赔本！”1967年生的吴药枝的想

法很实在。

0.68 元、1.39 元、0.24 元、8.16 元、

14.40元、19.20元、14.40元，吴药枝拿

出手机，把八月份的股份分红一笔一笔

念了出来。

10月9日，登山村合伙乡村运营项

目迎来了第一批参加劳动实践的学生

团队，荆新安说：“根据我们的日程合

约，村民的2000元股份，一年的股份收

益预计是1000元。”

10月 17日，登山村发布第二批乡

村运营项目，2000块钱一股，村民供入

股76000元。

引入乡村合伙人，股份即时分红，

激活了村民的投资意识，一说村里上项

目，大家争相报名入股。

村干部不再当“背锅侠”

分田到户后，乡村农户“各自为

战”，村集体经济被弱化、村干部职能被

淡化，叠合诸多因素，乡村失去了凝聚

力、村干部成了“背锅侠”。

“明明是政府出资给村里办好事

的，总是有些村民不理解。”荆新安说。

五保问题、低保问题、残疾人照顾、

危房改造甚至居民医保缴纳，都可能衍

生千奇百怪的群众意见，导致干群矛

盾。

汝阳县委书记赵振峰分析说：“消

弭村级干群矛盾，必须做到彻底公开、

完全公正。”

汝阳县根据洛阳市“151”乡村振

兴工作举措，完成了全县村级资产清

理，废除了一批明显有失公平的集体山

林、池塘、村办企业承包合同，使集体资

产回归了集体本质。

“很多地方，村干部背黑锅背了好

多年，好像什么坏事都是村干部干的。”

荆新安说。

现在登山村所有要实施的项目，不

但要贴公告、在微信群发通知，还要单

独电话通知不常在家的村民，做到全村

皆知。

“主要是这种即时股份分红模式，

乡里中心大屏幕上一清二楚。中午的

大锅菜卖了多少碗，除去成本收入多

少，集体分多少、村民一股分多少，当时

能看到，随后能检索，实实在在、明明白

白，自己收入多少看手机，集体收入多

少在账上，谁也不再怀疑村干部吃里爬

外打拐了！”荆新安说，“不背黑锅了，心

里痛快，干活有劲。”

吴药枝说：“自家在银行还有几万

块钱存款，只要村里有项目，她肯定去

银行取出来入股。”

股份即时分红，安了民心，也激发

了乡村因地制宜上项目的主动性、积极

性。

做梦都在想怎么做大乡村产业

十八盘乡党委书记叫童红涛，他

说：“我做梦都想着怎么把乡村产业做

大做强！”

111平方公里的地盘，比三个澳门

还大；澳门每平方公里有 2万人，十八

盘每平方公里只有200多人，这在人声

鼎沸的中原地区并不多见，全乡 16个

行政村，自然村总数达到315个。

地广人稀是不是优势？是不是做

大产业的基础？

“我们必须换个角度看我们的现

状。”童红涛说，“广袤的山林、清澈的小

河、庞大的水域，还有杜仲、花菇、山枣、

连翘……生态是最大的财富，十八盘盘

盘有宝，处处是景。”

脱贫攻坚阶段，水、电、路，行政村

通、自然村通、户户通，基础设施建设的

基本完善，为乡村振兴实现全面富裕奠

定了基础。

“这种情况下，旅游、研学、中草药

种植、高山农作物、民宿开发等项目，都

成了十八盘乡村振兴的引擎。”童红涛

说。

高山落差可滑雪、滑草，水域可漂

流、捕捞、游玩，梯田可种植、置景，那早

被遗弃的石磨、石碾、石臼、独轮车、水

电站都可“复活”，别说农作物的种植、

成长全过程了，连乡村污水处理过程都

可成为城里人、学生们的劳动实践课参

观科目。

石头墙、土坯房、野蜂蜜、山韭菜，

松涛、凉风、山泉、山道，都是“待嫁的新

娘”，都是乡思、乡愁，都是发展乡村产

业的基础、优势。

喜看稻菽千重浪，那是平视，怎么

从天上俯瞰千亩稻田？东保村干脆上

了一个热气球观光项目。

路国庆说，这个项目村集体投资占

股 34%，村民有疑虑怕弄不成，只有 9

人投资，占股33%，另外33%的股份是

运营方亿农在线作为合伙人投资的，总

投资额度是130600元。

“我们投钱的目的是向村民证实项

目的可行性，运营一段时间后，如果村

民有投资意向，我们就撤出，把股份转

让给当地村民，优先保证村民收益。”路

国庆说。

股份即时分红，和一般电商比，亿

农在线不设资金池，如何盈利？

路国庆分析说：“汝阳有 220个行

政村，按照和汝阳县政府的协议，亿农

在线将在汝阳县所有村分批上线运营，

一方面服务产业，一方面服务村级资产

管理。上线100个行政村后，亿农在线

即可依靠运维服务费用实现收支平

衡。”

做大做强乡村产业，需要共同的为

农情怀和付出。

股份即时分红是汝阳乡村运营亮

点，更是抓手，也是汝阳乡村振兴的突

破口、干群和谐的安全阀。

“汝阳蝴蝶”正在用力扇动翅膀

发展产业、全民投入、即时分红，靠

一毛钱的村民股份收入，汝阳县正在撬

动一场乡村大革命。

国家在乡村建设中，投入了海量的

资金，这些资金作为固定资产大多沉淀

在乡村，如何让这些资产产生效益让村

民依托集体资产增收，这是汝阳县县长

姬素娟一直思考的问题。

从费孝通到温铁军，姬素娟研读了

众多的涉农专著，也拜会了很多“三农”

专家，结合乡村现实，汝阳县选择引入

了并不驰名的亿农在线。

“不是谁选择谁的问题，而是共同

选择，我们要共同创造和完善一种乡村

振兴的县域模式。”路国庆说。

“乡村振兴不是乡村城市化，振兴

关键在人，我们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

村，村舍是景点、农田是公园、生产路是

旅游线，村集体和村民变成增收的主

体，让人回到乡村。”姬素娟说。

登山村的教学实践基地里，小麦、

玉米、花生照常种植，梯田里依旧种植

农作物，只是为了调色更换了一些品

种。

东保村的千亩稻田和原来一样插

秧、割稻、碾米，仅仅是多了农事参观

人，附加变成了参观景点和文旅线路，

这些农田并不失去粮食生产的基本功

能。

东保村有个养牛场，于是有了文旅

项目黄牛萌宠园；千亩稻田衍生了稻田

音乐节；花菇种植大棚区催生了小花菇

乐园。

因为项目关乎自己，无论合伙人还

是村民股东，大家都会使劲给他们项目

的视频点赞、转发、宣传。

“这些产业以农为本，都是农田里

长出来的，这些项目都是村民看得见

摸得着的，村民收益是按股份即时分

红的，项目推广和监督都与村民密切

相关，所有的赋能主体是本地村民，我

们认为，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靠谱的内生

动力，并且极具抗风险能力。”姬素娟

说。

汝阳乡村振兴合伙人项目核心要

义被通俗地概括为：我干啥，你干啥，钱

咋分。

54万人的汝阳县，2022年全县存

款余额是192亿元，人均3.5万元，作为

一个脱贫县、山区县、生态县，本身具备

域内投资和内需拉动能力。

如果把原来进城享眼福、饱口福嬗

变为下乡进村享眼福、饱口福，汝阳县

的这次乡村革命必将春华秋实。

一个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将有可能产生轰动

效应，这就是革命。

在乡村运营的田野，一只健康的蝴

蝶，正在汝阳扇动华丽的翅膀。

后记——
11月8日，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举行。在这次峰会上，《县域

数字化乡村运营的汝阳模式研究报告

（2023年）》蓝皮书将发布。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在全省上

下扎实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迎来第

24个中国记者节之际，11月 7日，河

南省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实践基

地在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举行揭牌

仪式。

省委宣传部、河南日报社、河南广

播电视台、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有

关负责同志出席揭牌仪式。

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是新闻战线

加强自身建设、解决突出问题的有力

抓手，是内强队伍素质、外树队伍形象

的重要途径，也是改进新闻宣传、提高

引导水平的良好契机。过去的一年，

全省新闻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

入开展“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等重

大主题宣传，推出“行走河南·读懂中

国”等一批重点报道，充分展现了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者的政治担当。

今年是开展“三项学习教育”的第

20个年头，省委宣传部、省记协将开

拓新形式、丰富新内容，进一步激励全

省新闻工作者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弘扬“勿忘人民”的新闻精神，切实

提高新闻队伍整体素质，促进河南新

闻事业健康发展。

揭牌仪式后，作为省委宣传部、省

记协组织的实践基地首场活动，与会

人员共同参观了“学习穆青，增强‘四

力’”主题展和穆青主题书法展、海报

展、手工展，深刻感悟穆青同志“勿忘

人民”的坚定信仰和奋斗不止的高尚

品格，在践行“四力”中学习前辈精神，

继承光荣传统，练就过硬本领。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吕运
奇）11月2日，中牟县“艺术乡建中心”

“乡村振兴研究中心”“郑州大学美术

学院校外实习教学基地”在该县青年

路街道明山庙村正式揭牌，将助力该

县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出“艺术

范”。

中牟县委书记丁文霞表示，中牟

县近年来抢抓重大战略机遇，县域经

济实现转型发展。这次与郑州大学美

术学院、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合作，希望

把教学、科研、创作等方面的先进理念

和经验带到中牟，发挥农业技术、科研

优势，助推中牟乡村振兴。中牟县也

将全力为两个中心的高效运转、作用

发挥和师生学习生活、创作实践提供

优良环境。

“艺术乡建中心”“乡村振兴研究

中心”和“郑州大学美术学院校外实习

教学基地”的揭牌成立，是该县立足实

际，依托学校人才和技术优势，聚焦产

业和艺术两个关键，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的有力之举。下一步，中牟县将努

力构建“产教融合”“校地合作”新模

式，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建成

一批“和美乡村示范村”“美丽乡村精

品村”，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

备”的全面提升。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王昆明
刘先莉）11月7日，记者在平舆县郭楼

街道的平舆芝麻科技小院看到三份检

测报告：来自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

院综合检测中心的报告显示，平舆县

送检的芝麻每公斤含硒3.81毫克，已

达到全国富硒标准；由河南华测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的2份检测报告分别显

示：平舆县白芝麻的铅、多菌灵、硫丹三

项农残的含量均不超标，达到合格品

的标准。平舆芝麻产业已正式步入全

国功能农产品富硒行业的队列。

白芝麻是平舆县五大主导产业之

一，近年来，该县全面加大对芝麻产业

的技术扶持和政策支持，聚焦芝麻产

业良种推广、科技研发、品牌建设，在

芝麻的育种、选种、试验品种等方面取

得新突破，河南省农科院芝麻所提供

的珍稀品种“黄金芝麻”在平舆基地试

验并扩种成功，为下一步的引种、育

种、繁种及市场开发提供了濒临绝迹

的珍稀繁材及市场臻品。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席旭
红）11月6日，巩义市伊洛河滨河绿道

上，红黄蓝三条标志线一路伸向远方，

沿着滨河绿道一路前行，生态水景、诗

情画意扑面而来。

通过实施生态水系建设项目和伊

洛河治理工程，巩义市伊洛河两岸逐

步形成一幅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

生态画卷，给城市添了一条美丽风景

线。

据了解，为改善生态环境和人居

环境，近年来，巩义市持续推进生态水

系建设，把城区及周边的伊洛河、东泗

河、西泗河、后寺河和坞罗水库水源地

进行贯通，形成了集引、提、蓄、调、用、

治于一体的水利工程体系。同时，加

强河两岸的景观绿化、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增强人民群众

亲近自然、品味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

“我们在绿道的沿线做了一些景

观节点，如紫荆公园、森林公园、百果

园、杉类园、石窟晚钟等。通过对整个

生态环境的治理，现在一条河串起了

美景成片的景观空间。”巩义市水利工

程运行保障中心副主任傅豪函表示。

省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
实践基地揭牌

一毛钱撬动汝阳乡村革命

中牟乡村振兴走出“艺术范”

平舆芝麻产业步入富硒队列

巩义生态水城美景如画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民选

这篇报道中的不少做法看似

转念一想，实则是转了方式、调了

路子、建构了新产业、跃上了新台

阶。让我们领略到汝阳县领导者

新时期的决策能力和执政力，领悟

出理念创新才是乡村运营、产业兴

旺的不二法门。

首先是以小博大的招数。汝

阳县引入小公司亿农在线，即时分

红，在线不设资金池，以小投入做

酵母，专注于激发村民投资意向，

然后再引领全县所有村分批上线

运营。小公司、小机制，小步走、分

批次、自担风险向村民证实项目的

可行性，这种以小博大辟蹊径的胆

魄，既得到了各级部门支持，又赢

得了村民认可，还为乡村振兴找到

了突破口，更为和美和谐设定了安

全阀。

其次是拢散为聚的路数。汝

阳县按照“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

村，村舍是景点、农田是公园、生产

路是旅游线，村集体和村民变成增

收的主体”这一思路，策划出稻田

音乐节等，让山林、小河、水库

（塘）、药材、花菇、红薯、山枣等拢

聚成文旅体验，借助农旅的关联

性，催生农田里“长”出多种产业，

激活了乡村振兴一池春水，盘活了

近年来国家投入乡村建设中的固

定资产。

再次是绑定主体的底数。汝

阳县在完成村级资产清理的基础

上，使集体资产回归，村集体有了

底子；登山村贴公告、在微信群发

通知，即时股份分红，营收在乡里

中心大屏幕上展示，当时能看到，

随后能检索，村民明白，干部清白，

所有的赋能主体都增加了底气；项

目上马时，干部运筹、村民监督，合

力推进，筑牢了抗风险的根底。

最后是生态膨化的函数。汝

阳县贯彻落实中央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发展精神，绘就了登山村

由“精神高地”走出“经济洼地”的

蓝图，出台了十八盘盘盘作为乡村

振兴引擎的系统规划，石头墙、土

坯房、野蜂蜜、山韭菜，松涛、凉风、

山泉、山道……升华嬗变为持续淌

金涌银的景观体验也陆续展现。

理念创新则产业鼎新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王新立 段
阳东）11月3日上午，中国—东盟人力资源

合作与开发论坛暨中国—东盟人力资源服

务博览会（以下简称人博会）在广西南宁国

际会展中心开幕。受广西人社厅的邀请，

确山提琴劳务品牌代言人作为全国非遗技

艺代表河南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展出，并

在技能技艺成果展上进行展示和交流。

在当天的展览中，来自南宁的提琴

爱好者用纯手工制作的确山提琴演奏著

名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琴乐相合，相得

益彰，阵阵优美旋律吸引了国内外嘉宾

驻足欣赏，每个参观者都惊讶于小提琴

制作水平之高，惊奇于小镇农民与西洋

乐器所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确山提琴

也成了当天展会上的抢手货。

两天的展览过程中，确山提琴闪亮

登场，惊艳全场，受到了人社部、广西壮

族自治区领导和东盟国家嘉宾领导的一

致好评。

确山提琴以此次人博会为契机，让更

多的人了解河南、了解确山，以手艺征服世

界，以音乐打动听众，让世界倾听“中国好

声音”。

确山提琴惊艳人博会

11月1日，安阳市龙安区龙泉镇东上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社员李姝莉正在采摘金丝
皇菊。东上庄村以“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发展特色农业，今年种植金丝皇菊

60多亩，预计可增加村集体收入90万元。 毕兴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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