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潺潺流水穿过群山，翩翩飞鸟划破

长空。

4 月 17 日，鹤壁市鹤山区召开

2024年度第一季度党建工作现场会暨

“五星”支部创建推进会，重点对乡村产

业进行了现场观摩，对可借鉴、可复制、

可推广的创建经验进行了学习交流。

地处鹤壁市西北部与太行山接壤

地带的鹤山区，因古有双鹤栖息而得

名，绵延的群山，如母亲般把一座座古

村落拥入怀抱。

山区如何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如何向荒山丘陵要效益？如何把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让年轻人返乡

创业就业，让山里老人老有所依？

鹤山区响应中央一号文件号召，探

索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以组织力提升行动为抓手，以“登高摘

星”行动为指导，抓住“人”这一决定性

因素，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一村

一品、逐步推进”原则，形成区、乡、村三

级书记一起抓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工作

格局，通过深化改革、示范带动，探索实

践出“资源盘活型”“资产租赁型”“入股

收益型”“产业带动型”等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模式。

盘活资源
古民居蝶变新民宿

姬家山乡西顶村、张家沟村等7个

古村落，天然占据“北斗七星”方位，被

定位为“北斗七星”古村落群。

西顶村坐落于南太行余脉凤凰山

腰窝处，像一个婴儿被凤凰双翅合抱，

村内多为明清时期建筑，青石筑屋，鲜

花石径。抗日战争时期，鹤壁有组织的

抗日活动从西顶村发起，凤凰岭上留下

中共林安汤边工委旧址等多处红色革

命遗址遗迹。

4月 16日，转过山路，记者拾级而

上，来到云上居崖壁酒店，由古朴农家

小院装修而成的特色民宿里，西顶村村

民王爱菊正在熟练地更换被褥。

“如今村里的老房子成了新景点，俺

也从农民变身服务员，月收入1200元，

家里种的花椒、小米等农产品，每年收入

5000元。”58岁的王爱菊说。

西顶村党支部书记李存福介绍，村

民除了在民宿当服务员，还把闲置的老

屋租给鹤壁康元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元公司），每年收入 1000

元左右。

西顶村总人口40户 91人，现常住

人口仅19户 28人，为盘活现有古村落

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集体经济

增收，鹤山区成立了区委发展村集体经

济工作专班，向专业队伍“借智借力”。

2015 年，鹤山区委发展村集体经

济工作专班为西顶村引来康元公司，利

用古村落保护资金，统一改造装修村内

闲置的石头房屋 100 多间，打造了 16

个民宿院落。康元公司把村里废弃闲

置的学校改造成农家乐大院，打造了

“云端西顶”文旅品牌，形成了吃住游购

娱一站式的乡村特色旅游。

在组织建设上，西顶村与康元公司

组建了村企联合党支部，实行村企联建，

村“两委”干部作为企业的“服务管家”，

尽心尽责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企业

高层作为西顶村的“发展顾问”，全心全

意帮助村里发展集体经济。

“过去村民喝的水都是从东齐村引

过来的井水，水质很不好，一定要让村

民喝上干净水。”李存福说，2022年8月

他上任后，就建议乡里从黄庙沟村引

水，2023年姬家山乡投资60万元，给西

顶村搭建了3500米长的饮水管和一个

蓄水池。

“水费由康元公司缴纳，村民免费喝

上了干净水。”李存福说，“通过村企联建

这种方式，把西顶村与旅游公司的发展

绑在了一起，活动共办、资源共享、人才

共育、产业共兴，形成了合力。”

“近年来，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为村

民提供了 50多个就业岗位，吸引了本

村及周边 30户村民返乡创业就业，带

动 35名脱贫户人均增收 1.5万元。”李

存福说。

“鹤山区高标准打造的鹤壁党史教

育宣传基地——中共林安汤边工委旧

址，吸引近 15万人次前来接受红色教

育。”康元公司负责人孙彩霞说，“通过

发展民宿、开展教育培训等项目，我们

用好用活‘红绿资源’，实现了西顶村保

护与发展双赢。”

“西顶村 100 亩山地租给康元公

司，每年每亩收地租600元；2020年乡

里投资 300万元修建的云上居崖壁酒

店，租赁给康元公司，村集体每年收入

15.9万元；2021年 6月区委组织部投资

50万元建设了多功能会议室，康元公司

每年给 4.5万元租金……”李存福一笔

笔地算着账。

盘活“红绿资源”，2023年西顶村

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40万元，先后被评

为中国传统村落、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

特色村等。

入股受益
高山海鲜游进城市

地处山区，又没有“红绿资源”，如

何发展？

2021年走马上任的姬家山乡娄家

沟村党支部书记武建平，通过实地考

察，专家调研、详细论证后，与党员、村

民代表讨论决定，发展室内循环水密集

式水产养殖。

“山泉水可以养海鲜。”专家的论证

结果，让娄家沟村村民大吃一惊。

“不可能！山里人吃水都成问题，

还养海鲜哩？”群众质疑。

“如果不能带领村民致富，我不会

回来。”武建平坚定地说。

没有水，就引水下山。

2021 年，为解决全村 598户 1818

人吃水问题，经过专家测量，娄家沟村

在海拔 500多米的高山上打下 550米

的深井，利用落差，不用电就可以直接

给山下村民供水、灌溉所有田地。

“过去在村里打井，用电水泵给全

村供水，很费电，每立方米水 3.5元，村

民都舍不得用水；现在用水方便了，为

了避免浪费水，每立方米水定价 1.5

元。”武建平说。

为寻找高山养海鲜的新路子，娄家

沟村成立鹤山区广鑫源养殖专业合作

社，武建平是合作社负责人。

“娄家沟村集体以区委组织部产业

帮扶资金50万元、村集体资金、村集体

土地入股发展海鲜养殖产业，并收取土

地租赁收益，每年村集体将有约 22万

元的收益，入股村民按入股资金比例分

红，没有入股的村民按人口比例分红。”

武建平说。

经专家检测，娄家沟村打出的山泉

水水质符合标准，溶氧量达标，非常适

合养殖银鳕鱼。村里采用订单式销售

方式，与水产批发市场签订采购合同，

按合同约定时间进行收购。

从2023年4月，娄家沟村建起银鳕

鱼恒温养殖大棚，用海盐调配成海水，

开始在高山上养殖银鳕鱼。村里派人

专门学习了饲料加工、孵化鱼苗、海鱼

深加工等技术。

“1座大棚里有8个圆形鱼池，实际

用水并不多。”武建平说，鱼池里排出的

水经由过滤器，净化好的水，可以返回鱼

池循环利用，过滤出的废水流进山里菜

园、果树园，滋养果蔬。村里正在发展菌

草种植，鱼饲料实现自给以后，一年能省

五六百万元。

“这里水质好、空气好，银鳕鱼体重

不超过一斤半，肉质细腻、口感好，完全

符合收购标准。”2023年 11月下旬，北

京等地的水产批发市场销售商纷纷前

来收购，当顺利卖出3.8万尾银鳕鱼时，

武建平总算松了一口气。

想人不敢想，干人不敢干！短短三

年时间，山泉水打出来了，海鲜养殖产业

成功了，52岁的武建平也长出了白发。

2023年年底，村集体通过入股收益

40余万元。“今年村民入股积极性很高，

村民娄全林入股20万元，按照5万元一

股，年底他将以四股比例参与分红。”

“村民不仅增收了，还能随时吃上经

济实惠的水产品。目前市场上银鳕鱼每

公斤卖160元左右，供不应求。”银鳕鱼的

养殖成功，让武建平信心十足，“过年给

村民发了 1300条银鳕鱼、3300斤猪肉，

平均每户领到2条银鳕鱼、5斤猪肉。”

4月16日，娄家沟村日间照料中心

夕阳红大食堂内，120位70岁以上的老

人欢度周末，吃上了村里免费提供的热

乎乎的饭菜。“村集体有钱了，让老人老

有所依、老有所医。”武建平说，“今年俺

村将联合鹤壁中医院成立康养中心，村

里老人由村集体集中供养，一人一天五

块钱，医生护士24小时值班。”

（下转第二版）

山水盘活展翅飞

□本报记者 王侠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

干。

“头雁”领航“群雁”随。如今，

在中原乡村，一个个村党支部书记，

把对农村的了解、对产业的理解、对

乡土的热爱，转化为实际行动，大胆

突破、因地制宜探索村集体经济发

展模式，迅速打造了一个又一个村

集体经济破百万元的村庄。

安阳县西裴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贾海军引进数字化系统实

现实时分红，村集体经济实现四连

跳，去年突破百万元；鹤壁市鹤山区

娄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武建平在高山

上打井，养海鲜，当年村集体入股收

益40余万元；安阳县后荣村党支部

书记荣宝全个人出资40万元借给

村集体，在麦地里套种辣椒，去年村

集体经济收入达百万元……

当前，一只只本领大、素质高的

“领头雁”正成为乡村发展的基石。

他们是“田保姆”，脸庞黝黑，脚

下有泥，心中有数，常年奔走在田间

地头传经送宝，为乡村注入智慧和

力量；他们如“魔法师”，把“一草一

木”变现成钱，聘请专家团队，寻找

致富良方，实现一个个“不可能”；他

们是“大力士”，扛起全村的希望，为

村集体引来资金，补齐短板，让老人

老有所依，让年轻人重返家乡……

村子强不强，全看“领头雁”。

新时代，乡村呼唤一批懂技术、

懂市场的“领头雁”为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无论是农业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新一轮千亿

斤粮食单产提升行动；无论是用活

好山好水发展乡村旅游，还是发展

乡村特色产业……乡村振兴需要更

多“领头雁”挺身而出，靠前发力，勇

担重任，为农民打开一扇扇致富大

门，引领乡亲们在充满无限潜力的

中原大地上擘画出崭新画卷。

本报讯 （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牛用
平）王马庄村“种”出红薯产业链、张陆

沟村菌草种植项目链接牲畜喂养、娄

家沟村高山养殖海鱼不愁销……4月

17日，鹤壁市鹤山区召开2024年度第

一季度党建工作现场会暨“五星”支部

创建推进会。

会议传达了省委组织部及市委组

织部“五星”支部创建工作推进会精

神，总结了阶段工作，并部署了下一步

具体工作。

在观摩活动中，大家一路走、一路

看，一路听、一路议，现场交流经验、相

互学习借鉴。

通过观摩“五星”支部创建，对可

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创建经验进行

分析学习，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

记、驻村第一书记、村（社区）党支部书

记等相关人员，拓宽了视野、启发了思

路，实现干有目标、干有抓手，形成浓

厚的比学赶超创建氛围。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进工作，认

真落实省委、市委‘五星’支部创建要求，

加快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持续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更加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使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提

升，有力保障和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鹤山区委书记张超表示。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刘亚鑫 通

讯员贺洪强 王彬宇）机器轰鸣、切削

声清脆悦耳，制动钳体、支架、转向节

等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穿梭……4 月

17日，走进位于原阳县的河南祥瑞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瑞

公司）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车间，

桁架机器人、机械臂仿佛被注入灵

魂，协奏起繁忙有序的乐章。这里

是全省最大的电子驻车钳体支架生

产基地。

向“新”而行，向“高”攀登。制

动器生产起步较早、基础研发实力

雄厚的原阳县，近年来加快布局新

质生产力，加快制造业走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推动黄河流域高质

量发展。

成立于2009年的祥瑞公司是行

业老兵，更是走在研发前端、加快形

成新质生产力的中坚力量。

“电子驻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电子手刹’，行业内称其为EPB系

统，其中的核心部件EPB卡钳，我们

从2013年就开启了研发，2021年又

斥资 7000 余万元进行了技改升

级。”祥瑞公司总经理张伟说，我国

在EPB技术领域长期受制于人，成

本居高不下。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电子驻

车制动系统成为行业主流趋势，尤

其是在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发展之

下，国产EPB系统方兴未艾。以新

质生产力要素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的祥瑞公司迅速崭露头角。

目前，祥瑞公司已具备年产400

万台电子驻车钳体支架的产能，全

省领先，并与比亚迪汽车、广汽亚

太、辰致科技等客户合作，多次荣获

优秀供应商称号。

一枝独放不是春。河南省万安

制动器有限公司也是活跃在原阳科

技创新大潮中的佼佼者。全国每 3

台叉车中，就有一台使用了该公司

的产品。针对不同的车型，该公司

还可以进行定制研发。

实施新举措、步入新赛道、蓄力

新势能，新质生产力助推原阳县域

经济更有品质增长、更高质量发展。

创新主体加快升级。原阳县财

政科技支出增长15.2%，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重达 31.4%，“瞪羚”企业、省级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实现“零”的突破，

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2家、省

级创新型中小企业29家。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达91.4%，

居新乡市第二位。

科创支撑持续强化。深入实施

人才强县战略，新增高技能人才

1806人。高效运用院士工作站、河

南预制菜产业联盟优势，深化与大

连工业大学、河南牧业经济学院、中

国肉类协会等高校和全国知名行业

协会合作，加快建设预制菜产品研

发中心、产业运营中心、食品检测中

心等“五大中心”。

黄河滩里展出新画卷，新质生

产力活力迸发！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李振
阳 通讯员贾晗）4月 15日，在淮

滨县台头乡何庄村一处麦田里，

伴随着一阵轰鸣声，数十架植保

无人机在操作人员的遥控下，沿

着麦田低空飞行，有序地向田间

喷洒农药。

“我今年种了2000亩小麦，

每年 4月 10日到 15日，政府就

免费给我们的小麦进行‘一喷三

防’。以前得雇七八个人一个多

星期才能打完药，现在两天就完

成了，省工省时又省力。”台头乡

何庄村种粮大户谢实营说。

“本次‘一喷三防’共投入植

保无人机160台，每台无人机一

天作业 1000~1500 亩，计划一

周内完成本次统防统治任务。”

淮滨县淮河生态农业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灿岭说。

为做好小麦“一喷三防”和

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工作，淮

滨县筹措资金 1000 多万元，对

全县84万亩小麦开展大规模植

保飞防作业。

为保障防治工作有序推进，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成立技术指

导与督导组，赴各乡镇指导督导

小麦“一喷三防”及重大病虫害

监测防治工作，实现对全县小麦

进行统防统治全覆盖。

“通过小麦‘一喷三防’，一

是提高小麦产量，一般每亩地可

以增产 10%~15%，二是提高小

麦品质，降低小麦赤霉病病菌的

数量和活性，达到粮食绿色发

展，确保粮食安全。”淮滨县农业

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王振旭说。

本报讯 （记者李燕 见习记

者陈炫羽 通讯员甄林）“我们用

一部手机就能操作智能灌溉机

器人，可以 360度旋转，模拟降

雨效果，用起来真是省时省力。”

4月17日，在睢县董店街道刘阁

村的农业科技示范田里，一台智

能灌溉机器人正在灌溉小麦和

大蒜，该村党支部书记余传杰不

停地夸赞智能灌溉机器人的科

技魅力。

近年来，睢县强化科技支撑，

推进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

化、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化，大

力实施“引才入睢”工程，引进高

科技、高素质人才，打通科技创新

成果落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培植县域经济新增长极。

据介绍，智能灌溉机器人由

河南凤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睢

县）王智豪研发团队发明创造。

作为返乡大学生，王智豪组建了

专业团队进驻城关镇袁庄村，并

成立河南凤彩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2020 年开始开展系列、全

链条创新研发。经过3年时间，

研发出基于 RTK 导航技术设

计、用于大田粮食作物灌排和施

肥的一体化智能灌溉机器人。

王智豪说，此类智能灌溉机

器人为该公司研发的第四代灌

溉产品，灌溉、转场均不需要人

工，搭载物联网农业大数据传感

器，可实时监测、收集、分析感知

农田温、光、肥等数据，进行自动

控制灌溉、施肥等作业。此外，

该公司还研发出了大田植保机

器人、玉米烟草切顶控旺机器人

等系列智能农机装备。

“目前，我公司研发的智能

灌溉机器人不但在睢县推广应

用，还发展应用到江西、山东等

地的高标准农田。不久的将来，

在田里忙活的是机器人，农民不

用下地，就能在智慧农业平台上

‘躺着收获’。”王智豪说。

党建观摩找差距 比学赶超创“五星”新闻 1+1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领头雁”

4月18日，村民在夏邑县太平镇紫荆园里劳作。暮春时节，夏邑县劳作的农民和
田间春色构成一幅幅和谐如画的春耕图景。 苗育才 摄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达91.4%

原阳黄河滩里“长出”新质生产力

淮滨县

无人机飞防 护小麦健康

睢县

机器人灌溉 省时又省力

采访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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