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嘉兴：

“共富工坊”

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 浙江省嘉兴

市南湖区各个乡镇积极推

进水蜜桃、“红美人”柑橘、

白玉蜗牛、 鲈鱼等特色种

养殖“共富工坊”的发展，

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和推

进百姓共富， 为乡村振兴

注入新动能。

图为12 月 12 日，在南

湖区余新镇壹嘉亿农业种

植基地内， 村民朱玲珍

（右）和雷玉兰在采摘“红

美人”柑橘。 徐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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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承德大贵口村———

村庄新蝶变 更见强富美

��������初冬时节， 樱桃大棚内村民

康德胜正在修剪枝叶， 提起村里

这两年的变化，康德胜赞不绝口：

“这两年变化忒大了，我们村都成

打卡地了。来人多了，采摘的自然

就多，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

走进村南的“山谷田园”项

目了解得知，这里新建的 132 个

高标准大棚，全部融入“农业 +

旅游” 元素， 引进了新品种、完

善了果蔬种类，每个新大棚都有

不小幅度的增收。

想发展、要致富，仅靠传统农

业转型升级还不够。 大贵口村的

另一条赛道是现代乡村旅游。 漫

步穿行在村里村外， 发现不论是

“山谷市集” 电商平台、“山谷田

园”休闲采摘，还是“山谷人家”高

端民宿、“山谷驿站” 游客中心等

“山谷”系列特色品牌，都在给当

地市民和外来游客精心营造美丽

乡村独有的游玩体验， 也成为大

贵口村现代乡村旅游的一张“新

名片”。“项目从去年 10 月份开始

筹建， 至今已接待游客两万人左

右，经济效益非常不错。 ”大贵口

村“山谷驿站”项目负责人刘松利

介绍。

村外景色美、村内更舒适。 如

今， 全村每家每户都做了外墙保

温，取暖问题得到了极大改善。 从

吃得饱到吃得好， 居住从一室变

三居，出行从两轮变四轮，家门口

的巨变， 让大贵口村民感到了生

活越来越有奔头。

“在 6 个游园建设中，老党员

李荣率先拿出自家 6 分地给村里

使用，剩下的 21 亩地，都是 71 户

老百姓无偿提供的。 我们村现在

基本实现了村里的事村民议 、村

民定、村民干。 ”“我们的村民生活

像城市居民一样， 有干净整洁的

卫生厕所，有宽敞的马路，出门看

得见山、看得见水、看得见绿。 ”谈

及村子这两年的变化，大贵口村支

委委员于桂荣喜悦溢于言表。

如今的大贵口村，家家户户都

通上了自来水， 连通了污水管网，

改建了卫生厕所， 除外墙保温，还

安装了空气源热泵。 村子新建了 6

个游园、4 个停车场、2 个广场，基

本上实现了基础设施城镇化。

“村民和集体收入更高了，草

莓、大樱桃卖得更好了，去年人均

收入突破 2 万元， 较前年增加了

3500 元。 今年，我们谋划实施了山

谷田园、山谷民宿、山谷嘉年华等

一系列项目，到年底村民收入至少

能增加 3500 元， 村集体收入由去

年的 27 万元增加到 140 万元。 ”对

于今后的发展，大贵口村党支部书

记李双军信心满满。

（白子军 孙维福）

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大贵口村，是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 8 月 24 日亲临考

察调研的村庄。两年多来，大贵口村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

的重中之重，要坚持精准发力，立足特色优势，关注市场需求，发展优势产业，促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的殷殷嘱托，专注发展特色农

业和乡村旅游业，全力打造“农业 + 科技 + 旅游”的大贵口乡村振兴新模式，切

实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迎来了全村新一轮美丽蝶变，正在绘就乡村振兴

的更新画卷。

虽寒冬已至， 但发展特色乡

村旅游的山西省晋城高平市寺庄

镇贾村“热 ”度未减 ，吸引着不少

游客前来打卡。

之前，贾村曾是另一番模样。

“村路坑坑洼洼， 村舍年久失修，

白天出门臭烘烘， 晚上出门黑洞

洞。 ”村民刘金娟回忆道，很多村

民选择外出打工。

“这样的改变，与太行一号旅

游公路提供的交通便利有关 ，更

源于村容村貌的不懈整治， 赋予

了乡村旅游价值。 ”贾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刘彦昌说。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高平市学习浙江“千万工程 ”经

验，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

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旅游，

让乡村旧貌焕发新颜， 努力绘就

“城乡美、产业兴、群众富”的美丽

画卷。

在这个过程中， 高平市推动

乡村水、气、暖提升，开展垃圾、污

水、厕所等整治，补齐道路、亮化、

绿化、公共服务场所等短板，全面

开展“星级村”创建，使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有标准、高质量、可

持续。 同时，健全完善资金投入、

建设、运行、管护等机制 ，出台人

居环境奖补方案， 按照“多干多

补、少干少补 、早干早补 ”的原则

进行奖补， 充分调动起基层干部

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随着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贾

村发生巨大改变。 按照“整理空心

村腾出发展空间”的思路，贾村开

展拆旧房、清垃圾、除杂乱和平沟

壑等环境整治工作， 同步完成了

供排水改造工程， 打造出康养民

宿、 人工湖、 休闲亭廊和亲水栈

道，形成康养休闲片区、古村落文

化展示体验片区以及梨园花海休

闲片区等景区。

借鉴“千万工程 ”经验，高平

市规划在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沿线

村、丹河沿线村、镇区所在地村、

历史文化名村、 人口集聚村 5 类

村，打造 100 个示范村，在示范村

带动下， 逐步实现全市 304 个村

整体提升。 目前，全市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在 2 万元左右，村

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超 10 万元，村

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

（马玉）

绘乡村新貌 铺振兴之路

吉林舒兰

反季养鹅带来更多经济效益

近年来，吉林省舒兰市委、市政府把白鹅产业

确定为乡村振兴的优势特色产业和重点项目来抓，

经过探索发展，白鹅养殖现已突破 232 万只，新引进

鹅火锅、鹅肝酱等深加工项目 10 余个，产业链从过

去仅有鹅绒加工转变为养殖、屠宰、深加工一体化

发展，白鹅产业已成为舒兰打造“全国农业现代化

示范高地”的重要支撑。

在舒兰市环城街道双龙村蓝士霞家的白鹅暖

棚，笔者看到近两千只白鹅正在欢快地觅食。

据蓝士霞介绍，前几年，她看到周边养殖户养

鹅收益可观，自己也开始琢磨养鹅。 大部分养殖户

习惯于春夏季养鹅，秋冬季节出售。 通过不断学习，

她摸索出了反季节养鹅的办法。 反季节养鹅打破了

顺应自然气候、靠天养鹅的老格局，利用错峰时间

抢占市场，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

据蓝士霞介绍，反季节养鹅最重要的是通过调

节光照改变鹅的生长习性。 今年她租下草莓种植

园，改造成养鹅暖棚，增添了暖风炉 、排风扇等设

备。 暖棚上方安装了数个节能灯，这些灯光能够模

拟春夏的光照条件，搭配暖风炉与排风扇提高白鹅

的体表温度，促进血液流动，加快新陈代谢，促进鹅

群快速生长。 蓝士霞说：“目前暖棚内平均温度保持

在 12℃至 13℃。 这批鹅长势挺好，估计年底就可以

出栏了。 ” （梁鑫 阎红玉）

黑龙江桦川

特色种植促增收

近日，笔者走进黑龙江省桦川县横头山镇西朝

阳村村民张金生的家中，一家人正在商量着明年的

“种植计划”。 张金生说，今年种了 10 多亩“铁把青”

菇娘，刨除成本，纯收入 3 万多元。

乡村振兴， 产业振兴是关键。 横头山镇扭住产

业振兴发展“牛鼻子”，围绕“兴产业、带就业、促民

富”的发展思路，积极发展效益高、收益好的特色种

植，带动产业发展。

今年， 横头山全镇种植 410 亩“横头菇娘”，均

以大田种植为主。 西朝阳村种植“铁把青”菇娘品种

很多年了，“铁把青”个小、皮薄、多汁、口感好。 村党

支部书记丁宇辉说：“除去土地流转费用、 种植成

本，每亩地纯收入可达 1.2 万元。 ”

与菇娘齐名的还有朝天椒。 今年，全镇种植朝

天椒 250 亩，产量 150 万斤。 种植户吴洪海今年种了

50 亩的朝天椒，净收入 17 万多元。

在乡村产业振兴路上，横头山镇坚持以“一村

一品”为抓手，加快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以产业引领

农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发家致富，不断增强乡村

振兴后劲。

下一步， 横头山镇将积极争取绿色食品认证，

申请品牌注册商标，提高产品附加值；探索与生鲜

类企业合作，拓宽销售路径，提高利润；将积极沟通

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省农科院，研究利用黄腐酸

和益生菌转化，改善土壤结构和培肥地力，不断改

良品种，提升品质。 （刘伟林 岳海兴）

江苏沛县

小辣椒做成大产业

辣椒制种作为江苏省沛县敬安镇的传统特色

发展产业，有着 50 年的发展历史。 敬安镇持续深耕

辣椒育种特色优势产业， 全镇辣椒育种面积达 1.8

万亩， 从事辣椒育种相关产业的农民达 3000 多人。

敬安镇 2019 年 6 月被认定为国家区域性（蔬菜）良

种繁育基地，2023 年 3 月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镇（辣椒）。

敬安镇紧抓中国工程院辣椒院士工作站落户的

契机，深化产学研合作，投资建成传播辣椒专业知

识的江苏辣椒科创馆，创建辣椒研发中心和院博辣

椒研究院， 配套建设占地 500 亩的新品种选育试验

核心基地。 目前，已逐渐形成以敬安镇为核心、以沛

县全域为示范区、以黄河故道区域为辐射区的辣椒

制种产业发展总体布局。“龙头企业选种、标准化基

地育种、农户批量种植、电商平台销售”的产业链初

具规模。 同时，该镇依托省双创人才项目，先后与中

国农科院、北京农科院、湖南农业大学、隆平高科等

一批以辣椒育种见长的科研院所、 企业达成合作，

通过产学研一体化促进辣椒育种产业快速发展。 该

镇将以特色辣椒育种为引擎、重大农业项目为核心、

集成生产全程诚信服务的种业产业园区为载体，让

辣椒产业成为当地农户致富的法宝。 （刘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