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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广西隆安

特色产业挑大梁

乡村振兴底气足

产业壮大

农民更加富裕富足

“暮色渐起，在隆安县连片火

龙果种植基地， 万盏催花灯化身

繁星。 ”这是让网友惊艳的“灯光

星海”场景。 当地果园为延长火龙

果光合作用时间， 每当夜幕降临

都会开灯进行补光作业。

在隆安，火龙果种植面积已达

7.54 万亩， 百亩以上连片种植基

地 126 个，年产量超 20 万吨，火龙

果产业为隆安县乡村常住人口人

均增收 2000 元以上， 使隆安县一

跃成为广西火龙果第一大县。 走

进广西金福火龙果种植基地 5500

亩的种植区内， 翠绿的火龙果枝

条连绵不绝，工人们忙着除草、施

肥、剪枝。

“我们探索出了土地流转有

租金、基地务工有薪金、反包管理

有酬金、超产分成有奖金、村企合

作享股金的‘五金’ 带农益农模

式。”广西金福农业有限公司总裁

助理黄志骁介绍， 该模式已累计

带动 35 个村增加村级集体经济

收入近 1022 万元，累计帮扶脱贫

人口 4 .2 万余人， 还辐射带动周

边乡镇及邻近县区种植火龙果面

积超 2 万亩。

“五金”模式带农益农、带富益

富，让火龙果成为“致富果”，脱贫

户卢金标夫妇通过反向承包公司

25 亩火龙果， 每年获得底薪 6 万

元。卢金标说：“种出来的火龙果收

成好，还有提成。 ”

目前，隆安县仅火龙果、香蕉、

柑橘类三项特色水果产业，每年支

付人工工资超过 6 亿元，更多群众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为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快速发

展， 隆安县还建设了农产品加工

示范园，集仓储保鲜、精深加工和

冷链物流于一体。 通过延长产业

链、 提升价值链和拓宽利益链等

举措， 促进农产品加工业与其他

产业融合发展 ， 打造绿色农副产

品供应交易集散中心 ， 为乡村振

兴注入动力。

产业兴旺

人才更愿回乡

劳素婵和劳素娟姐妹俩是土

生土长的隆安人，姐姐留学归来后

在知名企业工作，妹妹毕业后在北

京工作，远离父母。

“我希望通过返乡创业实现梦

想。 ”她们返乡投农，用汗水浇灌这片

土地，成为远近闻名的创业姐妹花。

2016 年， 劳素娟和劳素婵成立

广西硕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聘请

全国资深的火龙果专家组成服务

队，近年来，火龙果每年销售额达到

了 1000 多万元， 并申请了 24 项国

家专利。 姐妹俩致富不忘乡亲，扶持

脱贫户 17 户， 以基地带动农户，每

年为当地农民带来 710 多万元的收

入。 由于成绩突出， 劳素婵被评为

“广西三八红旗手”， 劳素娟被隆安

县农业农村局聘为农业技术员。

乡村产业的振兴， 就业岗位的

增加，让越来越多外出务工人员返

乡助力乡村振兴。

隆安县震东集中安置区是广

西较大的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之

一。 脱贫户赵金会前一晚在微信群

里报名到一家农场收甘蔗，第二天

一早就和 20 多名工友一起， 坐上

社区安排的免费送工大巴到岗。

隆安县为解决搬迁劳动力就

业问题，成立“小梁送工”就业服务

站。“每天对接园区企业、农业基地

用工需求，发布用工、务工信息，组

织居民报名 、租定车辆 ，次日清晨

直接派送工人到基地和工厂，形成

快捷、高效的‘点对点’送工服务模

式。 ”该服务站站长梁佳介绍，通过

“小梁送工”服务站，实现了企业与

搬迁户的“双向奔赴”，帮助群众实

现增收超过 1600 万元。 （蒋颖）

连片的火龙果基地亮起灯光，如灯光星海，浪漫唯美的画面爆火出圈；林下生态养鸡产

业发展生机勃勃；易地搬迁社区“点对点”送工服务热火朝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近年来，广西隆安县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乘势而上持续推动乡村振兴，

一批市场前景广、经济效益好、农民增收多的特色产业开花结果。 目前，全县建成连片 100

亩以上特色水果基地达 516 个，规模以上生态养殖基地 162 个，年出栏 5000 头以上的生猪

养殖企业（基地）25 家，年出栏 5 万羽以上的禽类养殖企业（基地）13 家。

河南孟州：

多彩农文旅

桑葚引客来

近年来， 河南省孟州市依托四通八达

的乡村旅游环线，引导群众发展特色产业，

打造农旅融合田园观光综合体， 带动果农

增收。 目前，该市乡村旅游环线采摘园的桑

葚、樱桃等瓜果已成熟并相继开园，吸引当

地及周边县区的大批游客前来观光采摘。

图为游客在孟州市槐树乡刘庄村的桑

葚采摘园体验采摘桑葚果。

赵春营 范亚旭 摄影报道

安徽濉溪：

多举措让和美乡村

宜居宜业宜游

近日，在安徽省濉溪县濉溪镇王冲孜村文化

广场，村民们用快板书、表演唱等文艺节目赞美

乡村新变化。 王冲孜村以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为突

破口， 扎实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质见

效；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引导群众发挥环境

保护治理的主体作用，推进清淤疏浚、生态修复，

铺设污水管网，修建公厕，改造桥梁，同时在水体

中种植芦苇、美人蕉，还将巡河护河等事项纳入

文明积分规则，合力共建美丽家园。

近年来， 濉溪县大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打

造“凝聚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文化阵地，

涵养文明乡风；通过开展“文明积分兑换”“最美

庭院”“最美婆婆”“最美媳妇”评选等活动，形成

人人参与、家家争美的和美乡村创建氛围，不断

刷新乡村“颜值”，促进美丽乡村文旅融合发展。

（刘森）

陕西彬州：

园区特色种植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初夏， 陕西省彬州市龙高镇芦村现代农业综

合体蔬菜大棚里，黄灿灿的花朵争相怒放，沉甸甸

的果实已挂满枝头，绿油油的菠菜长势喜人……

作为农业大镇，龙高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创新“龙头企业 + 村集体 + 农户”发展模

式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做足特色、做深融合，在乡

村产业生产、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力，在土特色上

树品牌，在土特产上提产值。 近年来，该镇在芦村

建成占地 100 亩的现代农业综合体， 建设冬暖钢

构大棚、 春暖双拱钢构大棚等各类设施棚室 25

座，配套建设管理用房及储藏室 150 平方米，同步

完成水肥一体化、电力、道路硬化、智能温控等配

套设施。

芦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刚说，通过龙高镇党委、

政府引导和技术指导等措施，芦村采用“党支部 +

合作社 + 农户”的经营模式，着力发展园区特色种

植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预

计今年园区产值可达 30 余万元， 可为村集体经济

带来 10 万元收益，带动周边群众 50 余人务工。

眼下正是大棚西红柿坐果时间，务工村民孙

苏香说：“从家到来园区只要几分钟时间，一天工

资 100 元，从腊月开始就在大棚里工作，育苗、栽

培、搭架、束果、浇水、施肥……在家门口有活干、

有钱赚，还能照顾家里，很满足。 ”

（马成 胡明宝）

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

以全场景生态营销

加速信用卡转型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加快形成扩大内需的

强劲合力指明了方向， 各类促消费活动接连展

开，各类促消费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 华夏银行

信用卡积极落实扩内需 、 促消费的系列决策部

署，围绕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发挥信用卡在

释放消费潜力 、 促进消费恢复过程中的重要作

用，整合优势资源，打通场景限制，主动融入主流

经济、主流客户，强化场景引流、场景促活，构建

跨场景营销阵地，在生态化营销方面初步打开局

面，加速推动信用卡业务转型发展，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新的动能与活力。

2024 年， 华夏银行信用卡将以信用卡业务为

抓手，围绕“产品、获客、活客”三大方向，加大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力度， 切实推动信用卡转型发展。

（李文）

承德市双滦区：

种植特色果蔬促共富

日前，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西地镇

冯营子村香瓜种植基地，瓜农忙着采摘成

熟的香瓜，大棚内一派繁忙景象。 近年来，

双滦区发展壮大特色种植产业，着力提升

农业产业化水平，培育壮大香瓜等特色果

蔬种植，实施了山谷田园、农业创新驿站、

蔬菜产业集群、农业嘉年华等项目，促进

了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

李川 窦悦恒 摄影报道

废旧纸箱翻新机

废旧纸箱翻新机， 一台完成全过

程。投资几千自已干，新旧加工样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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