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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柳河

下活“产业棋” 奏响“富民曲”

��������打造稻米产业集群。 多年

来，柳河县发挥区域优势，大力

发展富硒稻米、 火山岩稻米产

业，形成了以柳俐粮食、国信、蛙

田等企业为龙头的现代稻米产

业集群，带动农民发展特色稻米

产业，全县优质水稻种植面积达

到 18 .5 万亩， 拥有“柳河大米”

“社稷尚品”“大米姐” 等品牌 28

个，年加工能力达到 10 万吨，产

值约 4 亿元。“火山岩稻米”先后

荣获中国名牌农产品、中国稻博

会金奖大米、中国国际优质大米

博览会和国际粮油产品交易会

金奖。

培育优质高效产业。 经过积

极扶持，持续发展，全县人参种植

总面积达到 4.4 万亩， 种植户发

展到 407 户，产值约 15 亿元。 云

岭野山参风景区被列入中国野山

参保护区， 特色野山参产业化联

合体项目被纳入吉林省长白山人

参产业集群。

提升烟叶产品质效。 立足国

家级烤烟种植标准化示范区、省

内最大烟叶生产基地县的优势，

扩大有机烟叶种植面积。 引进和

运用现代科技， 不断提升烟叶品

质。 目前，全县烟叶种植面积达到

1.44 万亩，产值约 5700 万元。 形

成以烟叶公司为龙头， 以种植协

会为纽带， 以种植户为依托的一

项富县裕民“龙型”产业。

发展棚膜果蔬产业。 经过几

年的发展， 全县瓜果种植面积达

到 2.32 万亩， 蔬菜种植面积达到

3 万余亩，共建设蔬菜、水果温室

大棚 600 余栋， 其中三源浦镇草

莓园区投资 5346 万元， 预计实现

年产值 1100 万元， 直接带动 150

人就业。

做强做优林果产业。 依托山

区气候、 土壤等优势， 积极扶持

农民、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林果产

业。 目前，全县林果种植面积达到

8 .5 万亩，其中，国家级农业产业

强镇安口镇发挥园丰农林产品专

业合作社辐射带动作用， 引领周

边 1206 户农民种植大榛子， 形成

了万亩榛林， 成为吉林省最大的

大果榛子集中联片种植基地。 经

过几年的发展，向阳镇寒富苹果、

白家苹果梨、红石镇玫瑰红果、柳

河镇蓝莓等特色水果声名鹊起 ，

备受客户欢迎， 鼓起了种植户的

腰包。

截至目前，全县新认定农业产

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2 户、培育

市级龙头企业 3 户，新增省级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星级示范企业 1

户。全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

31 户、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5 户，省

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星级示范

企业 12 家， 产业兴村富民带动能

力持续攀升。

（高佳怡 李欣 吴连祥）

地处吉林省东南部山区的柳河县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围绕特色产业谋篇布局，发挥

“柳河大米”“道地野山参”“安口镇大榛子”等品牌带动作用，持续做大做强优质稻米、人

参、烟叶、棚膜、林果等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具有柳河特色的产业振兴路。

这些天 ，气温骤降 ，天寒地

冻 。 可在山西省广灵县宜兴乡

入住居民新村的村民吕尚云家

里却暖意融融：“多亏党的政策

好 ，城里村头一个样！ ”说起现

在的日子 ， 他满脸洋溢着满足

的笑容 。

月明畔村是宜兴乡易地搬迁

安置点，截至目前，共安置了 8 个

村 440 户 1108 人。 为了让搬迁群

众安居更安心， 宜兴乡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优势， 将党群综合服务

与“一站式”便民服务相结合。 他

们聚焦安置点搬迁群众办事“两

头跑” 难题， 设立了便民服务代

办点， 安排涉及原居住地各村大

学生村官坐班为群众提供服务 ，

方便搬迁群众办理涉及原居住地

的相关业务， 着力提升易地搬迁

集中安置点公共服务能力。 各村

理清代办事项， 并建立了电子台

账 ， 尽可能在代办点一次性办

好， 让群众少跑路。 确实需要群

众回原村委会办理的， 主动做好

对接和政策解释。 为确保安置点

群众办事更省心、 更顺心、 更贴

心， 宜兴乡专门配备一名持有法

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员， 为群众提

供政策宣讲、 咨询、 诉讼指导等

服务， 引导群众依法维权， 减轻

了老百姓诉讼成本。 同时， 为让

集中安置点搬迁群众人人知晓能

就近就地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还

通过集中安置点微信群、 公示栏

张贴告示等方式， 使惠民便民政

策人人皆知。

为了确保群众搬得出 、稳得

住 、能发展，宜兴乡聚焦基础设

施建设、就业创业、产业发展等，

推动易地扶贫搬迁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月明畔村积极推进民

宿区建设，引导群众发展民宿经

济 ，还定期举办安置点劳动力技

能培训 ，建设箱包加工、熟食制

作等就业帮扶车间 ，吸纳劳动力

务工 ； 同时利用光伏发电收益 ，

为本村公益性岗位 、小型公益事

业以及电费奖补提供资金支持，

确保搬迁群众快融入、 有就业、

收入稳 。 下一步 ，月明畔村将进

一步优化服务保障 ，做好各类政

策接续， 完善提升公共服务设

施，确保群众持续稳步增收。

（刘晓娜 樊峻峰）

山西广灵

优服务 搬迁群众安居更安心

黑龙江佳木斯

“视频办”

服务农民群众“零距离”

为方便群众办事、提高服务效能，黑龙江省佳

木斯市郊区政务服务中心创新开展“视频办”远程

虚拟窗口服务模式，强化乡镇、村屯便民服务线上

功能。 以前在区政务服务中心才能办理的个体工商

户设立登记、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等 36 项政务服务

事项，现在到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就能办理。

在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农民群众可以借助“视

频办”远程虚拟服务系统，以“询问 + 确认 + 提交”

三段式问答、远程音视频交互、远程桌面共享等方

式，与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获

得与区政务服务中心同质同效的服务。

佳木斯市郊区在“视频办”远程虚拟窗口服务

模式开展中， 聚智聚力在区政务服务中心建立了

“视频办”远程虚拟服务专窗，将农民群众最常用的

政务服务送到他们身边，把问题解决在家门口。 目

前，全区 11 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已开通“视频办”

远程虚拟服务。

（吕海媛 于棋）

山东莘县

建设“莘野蔬乡”

衔接推进区

“我们依托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建设规

划，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延链补链强链，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日前，在位于山东省

聊城市莘县妹冢镇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区，该镇有

关负责人王改华说。

近年来，莘县抓住“莘野蔬乡”衔接乡村振兴集

中推进区建设机遇，在妹冢镇、王奉镇等镇（街）以

“调结构、谋特色、展规划、促发展”为理念，立足果

蔬菌等特色资源，不断延长产业链，推动农产品由

低端跃上中高端，促进农业生产从单一种植转变为

特色种养融合发展。

“全镇现种植山药、蘑菇等特色农产品 3 万多

亩，规模种植基地 6 处。 ”王奉镇有关负责人岳杰

说，“立足特色产业基础，我们大力推广‘党支部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脱贫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

（徐运华 刘爱青)

浙江杭州临安区

农创客

开启乡村共富“新引擎”

“我是被这个农场的嬉水区吸引了，没想到

不仅有水上项目，还有农场 、露营、民宿等配套项

目，真是个宝藏农场啊。 ”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的孙

女士说。

在杭州市临安区於潜镇，“皮园”农场火爆“出

圈”，“80 后”农场主韩华文表示，这是自己始料未及

的， 目前仅嬉水区每周游客在 500 人左右， 周营业

额突破 3 万元。

2017 年，秉持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农业的兴

趣， 韩华文辞去大城市的工作回乡创业。 通过自

身的努力， 在镇村干部的帮助下和政策扶持下 ，

农场配套设施全部焕然一新， 在草莓空中栽培、

手机智能终端等农业设备的加持， 提高了农场的

现代化和智能化水平。 目前该农场已成为省级青

创农场， 年客户参观到访量七万人次左右 ， 年营

收超 800 万元。

近年来， 杭州市临安区为了吸引更多青年人

才返乡创业，制定出台《关于深入实施“两进两回”

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振兴的意见》， 每年投入资金

400 余万元，全力支持新农人返乡创业。 同步成立

区级新农人联合会，将新农人凝聚起来，累计已有

600 余名青年返乡创业。 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将新思

路 、新技术 、新业态带入乡村 ，促进农文旅融合发

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乡村成为有奔头

的共富之地。

（任龙 范晶晶）

福建霞浦：乡村民宿助增收

近年来，福建省霞

浦县乡村旅游产业蓬

勃发展，逐步形成以民

宿旅游带动多业联动、

多业融合的乡村旅游

新业态。 目前，全县共

有各类乡村民宿 （客

栈）500 多家，直接带动

就业近 2 万人。 2023 年

1-11 月全县民宿接待

人数 102 万人次， 营业

收入 6.8 亿元。

图为日前，游客在

霞浦县三沙镇东壁村观

看日出（无人机照片）。

林善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