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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西峡县

全链条乡村振兴产业园 引领村民共同富裕

2023 年以来， 山西省陵川县

潞城镇深入学习借鉴“千万工程”

经验，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五大攻坚”专项行动，统筹推进集

镇建设、庭院经济、和美乡村等工

作，用环境整治这根针，破解治理

难题、织密治理“针脚”，全力绣出

美好生活新图景。

初冬时节，走进潞城镇大佛掌

村，屋舍俨然，道路整洁，环境优

美。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

大佛掌村对进村道路进行沥青油

面铺装， 利用闲置荒地建起了 900

多平方米的文化广场，并组织“两

委”干部、驻村干部、公益性岗位保

洁员、文明实践志愿者等，对村内

背街小巷、房前屋后、公共地带环

境卫生进行常态化清理，实现村容

村貌大变样。

大佛掌村村民王建军说：“水

泥路改造成柏油路了，我们村改建

得很不错；广场也改建了，能帮助

老百姓晒粮， 也能运动。 卫生、环

境、空气都改善了，老百姓出门也

方便了。 ”

不仅是大佛掌村，潞城镇侯家

岭村还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高

质量庭院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以

“侯英才豆腐坊” 创业团队返乡创

业为契机，对村内残墙断壁、老旧

厕所、 闲置房屋等进行拆除整治，

不仅美化了环境、 盘活了资源，还

促进了群众增收。

侯家岭村村民组长陈玉龙说：

“我们村从 2022 年 5 月份开始，拆

除农村倒塌房屋 50 余间， 收编农

户闲置厕所 13 所 ， 地面绿化 290

平方米，地面道路硬化 380 多平方

米，古砖硬化 302 平方米。 2023 年

还整修了 7 处塌塄。 下一步，我们

计划完善村内交通，打通东西两个

路口， 并对村内的公厕进行整修，

为村民打造一个干净、整洁、美丽

的家园。 ”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重要举措 ， 潞城镇将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与庭院经济发展相

结合，对九光、石掌等村进行了规

划设计和全面整治， 发展了美丽

经济，“千万工程” 实现了“美丽

风景”向美丽经济的有效转化 ；将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集镇建设相

结合，实施了“集镇建设提质年”

行动，集镇面貌、功能、品质得到

不断提升 ，以乡村“镇”兴推进乡

村振兴； 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

和美乡村相结合， 常态化开展垃

圾 清 理 清 运 ， 共 清 理 生 活 垃 圾

2683 吨 、建筑垃圾 513 吨 ，拆除残

墙断壁 221 间 ， 取缔非正规垃圾

填埋场 8 个 ， 完成户厕改造 277

座 ，人居环境实现从“脏乱差 ”到

“净亮洁”的蝶变。

（晋城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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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陵川县潞城镇

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

扎实推进“乡村治理”工作

山西省阳城县东冶镇：

“小田变大田”

绘出农业发展“好丰景”

近年来，山西省阳城县东冶镇坚持把建立新

型集约化农业产业体系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着力

点，结合山区农业乡镇实际，通过大力实施“小田

变大田”项目，着力破解土地荒芜、无人种植的现

状，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东冶镇东轩村撂荒地整治现场，机声轰鸣，挖

掘机正挥舞着“长臂”，开展表土剥离、田块整治、土

方回填等作业。 不一会，原本杂树、杂草丛生的荒地

就被深度翻垦整治，变身为高标准“良田”。

“现在村里种地的也少了，我们家里有 9 亩地

流转给合作社， 我闲的时候还能来打工， 这是双

份收入，挺不错的。 ”东冶镇东轩村村民张敏

丰说。

张敏丰所说的合作社叫东恒农机农民专业合作

社，由 61 户农民组成，拥有各类农机具 28 台，可为

社员提供土地流转、 土地托管等服务， 既降低了农

户种地成本，又提升了农作物产量和品质。

在积极鼓励种田大户集中流转土地的同时，

东冶镇还通过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引导扶持村集体

成立农村集体合作社，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独泉村按照集约化发展方向， 以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为牵引，采取“村民入股、旱涝保收”的模式，集

中流转土地 400 多亩， 目前已完成高标准农田设

计规划。

2023 年以来，东冶镇把建立新型集约化农业

产业体系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大力实施了

“小田变大田”项目，着力破解土地荒芜、无人种

植的现状。 为了确保项目快速推进， 东冶镇要求

各村根据自身实际， 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

上， 因地制宜制定实施方案。 同时， 镇里出台了

《东冶镇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进一步

规范了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 保障了流转当

事人合法权益， 为土地的经营流转提供了制度保

障。 此外， 东冶镇还强化了考核奖惩， 妥善解决

“小田变大田”项目推进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问题。

（赵晶晶 赵远）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

村规民约“规”出治理新秩序

“约”出乡村新风貌

村规民约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一项重要

内容，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 近年来，山西省长治

市潞州区太西街道捉马村立足聚民意、 接地气、

树新风的工作目标， 通过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

动， 不断提升群众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规”出治理新秩序，“约”出了乡村的新风貌。

走进捉马村， 富有特色的神马创意街映入眼

帘。 村民们在家门口聊天说笑， 村口外墙和展板上

的村规民约醒目可见， 其中既有邻里相处的准则，

也有对乡风民俗和社会治安等内容的具体规定。

“我们通过各种公示栏、展板，还有村里的各种

会议， 不断强化村规民约的宣传引导， 让村规民约

融于村民心里。 ”捉马村网格员任慧丽介绍道。

村规民约不仅是村民自我管理的一种行为

规范， 也是评价乡村文明的重要标准。 捉马村坚

持党建引领， 持续在乡风文明上下功夫， 广泛征

求村民意见， 积极引导群众参与， 通过召开村民

大会和党员大会，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 红白事、 道德评议等内容纳入其

中，村规民约进一步完善。

“大事小情都要在会上向我们通报，我们给

出的意见建议村委也会积极采纳， 我们村民的参

与热情很高。 ”村民赵志芳告诉笔者。

为了推动村规民约见行见效，捉马村持续加

大宣传力度， 通过张贴标语、 入户宣传等形式广

泛宣传村规民约， 在提升村民认知上下好先手

棋。 村规民约的实施，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让良

善道德观念深入人心。

现在，村规民约“约”出了乡村新颜值，“约”

出了文明新风尚。 捉马村通过党建引领， 将持续

涵养和谐民风、文明乡风、社会清风，进一步推动

在自治、法治、德治上取得更大成效，为建设和美

乡村的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以村规民约为重要抓手，引领乡村治

理新风貌，充分发挥了村‘两委’、党员干部和群

众的积极性，努力为捉马村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

捉马村党总支委员、村委会副主任王韶杰说。

（王佳琪 吴冰冰）

资讯

2023 年 12 月 20 日，机器的轰

鸣声伴随着猕猴桃分拣工人忙碌的

身影， 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回车镇

电商产业示范园的热闹场景为寒冷

的冬天增添了生机和活力。

回车镇电商产业示范园位于

回车镇双河村， 充分利用了当地的

闲置资源。 2022 年 9 月，这个园区

正式投入运营， 其核心业务涵盖了

猕猴桃的育苗、种植、收购、仓储、

销售和加工等多个环节。 通过构建

从源头到终端的全产业链， 这个园

区 为 当 地 的 农 业 发 展 注 入 了 新

的活力。

园区的主要业务之一是猕猴

桃的销售。 2022 年，在仅有一座电

商主体楼，包含直播间、农产品展销

厅、打包分拣室，和一座 50 吨冷库

的情况下， 实现了猕猴桃销售 6.5

万余单，销售收入 240 余万元。不仅

为双河村集体经济增收 20 余万元，

也为周边村庄提供了重要的产业发

展支撑。

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提高运

营效率，2023 年以来， 园区积极与

周边多个村进行合作， 争取了猕猴

桃分拣线、冷库、分拣车间、打包车

间等项目落地电商产业园。 通过入

股或者租赁的形式，实现多村联合、

抱团发展， 带动周边 7 个村增加村

集体收入 80 万元以上。 同时，也为

全镇的脱贫户和监测户提供更多的

就业机会，实现户均增收 2600 元左

右。

在育苗方面， 园区利用双河村

废弃育烟大棚， 发展了 6 万余株的

猕猴桃苗繁育基地， 为猕猴桃产业

链提供前端育苗保障。

为了确保仓储物流环节的顺

利进行， 园区在有效利用双河村 2

个闲置冷库的基础上， 投资 80 万

元， 新建了 6 个可容纳 420 吨的高

标准猕猴桃保鲜库。

此外，为了提高西峡猕猴桃的

市场竞争力，园区还计划 2024 年争

取资金 68 万元， 新上即食库项目。

这将实现猕猴桃从后熟水果到即购

即食水果的转变， 为产业链条末端

提供销售保障。

回车镇电商产业示范园的运

营发展， 得益于其产业链模式和有

效的资源整合。通过有效整合资金、

项目、 土地等要素， 园区实现了资

源、资金的最大化利用。 同时，通过

“财政投、项目争、平台融”等方式，

园区解决了部分村庄面临的资金难

题， 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在全链条的乡村振兴产业园

的带动下， 回车镇的村民们得以享

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 他们不仅可

以通过参与园区的各项业务获得收

入， 还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和

更多的发展机会。 这种模式不仅推

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也增强了村

民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引领他们

走向共同富裕。 （马玲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