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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河南省通许县

“新农人”撑起乡村振兴一片天

��������“东双沟村已建成高效农业蔬

菜大棚 74 座、 蔬菜暖棚 2 座，增

加本村和附近村民就业 74 人，带

动脱贫户、监测户、低保户 15 户，

目前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达 30 多万

元。 ”说起东双沟村的大棚产业，

村党支部书记刘杰如数家珍，“今

年我从山东引进了新品种的礼品

西瓜‘全美 2K’，这个品种生长周

期短、上市早、价钱好，今年每棚

卖了 3 万多元，收益还不错，大伙

儿也都想跟着一起种。 ”

在大棚里， 刘杰的电话响个不

停，沟通项目、协调村民家务事……

这个 40 岁左右的基层干部， 眼神

中显露着沉稳和干练。

多年前，刘杰在外打拼经商，

在外人眼里也是事业有成。 看到

家乡脱贫攻坚事业如火如荼，他

萌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 2014 年，

积极响应县里号召的刘杰， 回东

双沟村发展， 后当选为村党支部

书记，他凭借满腔热情，迅速投入

到家乡建设中。

东双沟村原来出村的道路窄、

坑洼不平，每逢雨季，群众出行困

难，车辆运输农副产品更是艰难。

于是， 通过争取道路硬化项目资

金，刘杰带领村“两委”干部和党

员、群众代表，填平了废弃的排水

沟， 建起了 7 米多宽的水泥路，彻

底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问题。

另外，针对老旧村室难以承载

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任务需求、

村内基础设施差的情况，刘杰带领

村“两委” 干部筹集资金 40 多万

元，重新选址建成了党群服务中心

和 1500 平方米的文化广场， 并安

装路灯，配齐了健身器材。

如今的东双沟村，道路两旁绿

树成荫， 一户户小庭院里花木繁

茂，邻里互帮互助、和睦相处蔚然

成风。 傍晚时分的文化广场上，村

民在路灯下跳起广场舞，孩子们打

闹嬉戏。

“东双沟村群众富了、 景色美

了，早上一打开窗，感受到的是鸟语

花香，到田里散步，空气中弥漫着泥

土和农作物的芬芳气息， 每周我都

想回来。 ”在外工作的村民张蒙恩提

到村里发生的变化高兴地说。

“去年以来，乡村两级共同谋

划的乡村振兴产业园落户到东双

沟村，争创省级农业产业园，将建

成集大棚采摘、教学科研、农田体

验、亲子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旅

游项目，目前项目已经通过省级专

家二审。 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农产

品的销路， 与郑州知名‘网红’合

作，将在东双沟村搭建农产品直播

平台，把直播间开在东双沟村的田

间地头，将电子商务营销方式加入

农产品的营销中，将来不仅不用愁

优质农产品卖不出去，而且能实现

优质农产品的最大值。 ”谈起未来

的发展，刘杰充满期待。

在通许的广袤大地上， 近年

来，无数返乡创业人才积极投身乡

村振兴 ，主动融入“中国酸辣粉之

都 ”创建中来，在推动酸辣粉产业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同时，不断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改善农村面

貌，在激发乡村振兴活力上闯出了

新路子 ，成就了一番事业、带富了

一方百姓。

“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建立一支

既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又讲政

治 、有本领、作风硬的基层干部队

伍。 在深化‘五星’支部和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中，通许县持续抓好村党

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注重引导致

富带头人、外出创业人员 、本乡本

土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各类人才返

乡创业，为乡村发展注入源头‘活

水’，加大培育村级后备力量，打通

上升通道，让扎根基层的优秀人才

有干劲、有奔头、有希望，为推进乡

村 全 面 振 兴 提 供 坚 实 的 人 才 保

障。 ”通许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 （贾秉霖 罗青春 王帅杰）

夏日时节，咸平大地到处郁郁葱葱、充满生机活力。 走进河南省通许县冯庄乡东双沟村

蔬菜大棚种植基地，可见一座座钢架结构大棚连片成方，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

农家风情惹人醉

文旅同频乡村兴

住在温馨的特色民宿里，品味农家地道珍馐，

耳畔回响“马兰花儿开”的悠扬旋律，乐享地方特

色农产品盛宴， 探索非遗文化的璀璨魅力……近

日，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红光

村第二届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在德令哈市东山村

田园综合体举办， 来自省内外的游客共同感受了

美丽乡村的无限魅力。

在东山村的田园综合体内， 一条彩虹步道蜿

蜒伸展， 引领着游客步入这幅生动的田园休闲画

卷 。 来自德令哈市区的郭寿英和家人沉浸在园

内：“去年东山村搞得就很热闹，今天我们一家人

特地赶早来， 你看村里现在建设得那叫一个美，

真心希望大伙儿都能多来走走， 感受一下咱们的

乡村风情，尝尝地道农家菜。 ”

从道路的拓宽到田园综合体的修建， 从昔日

无人问津的小村庄到省内外的游客纷至沓来，每

一个角落都生动展现了东山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着熙熙攘攘的活动现场， 村党支部书记刘四军

激动地说：“历经数月的精心筹备与策划，终于迎

来了这场盛大的乡村文化旅游嘉年华庆典。 这次

活动集多元文化体验、 宜人旅游度假与轻松休闲

娱乐于一体， 不仅为村庄汇聚了旺盛的人气，有

力促进了地方产业发展， 更为村民们点亮了增收

致富的新希望。 ” （苏烽）

湖南省宁远县：

“庭院 +”

让方寸地成“致富园”

在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鲤溪镇朝晖村郭氏豚

鼠养殖基地，一只只毛茸茸、圆滚滚的“小萌物”

津津有味地啃食草料，憨态可掬，煞是可爱。 2023

年， 在广东工作多年的郭鑫选择返乡创业， 投资

20 余万元搭建了厂房， 并引进了约 600 只种鼠，

发展至今，基地已有豚鼠 2000 多只。“庭院经济小

而精的发展优势正日益凸显，我们的‘钱袋子’也

越来越鼓了。 ”郭鑫高兴地说。

近年来，宁远县按照“宜种则种、宜养则养 、

宜加则加、 宜商则商” 的原则， 依托当地优势产

业， 积极引导农户利用自有院落空间及资源资

产，探索发展“庭院 +”模式，把农家庭院的方寸

地打造成群众增收的“致富园”。 一方面，通过入

户走访的方式， 摸排群众意愿和庭院条件， 为村

民量身定制“一户一策”庭院经济发展方案，并创

新开展“庭院 + 种养 + 金融 + 帮扶”的“庭院经济

+N”新模式，促进农户增收致富；另一方面，在发

展庭院经济的过程中，鼓励农民从“六小”产业项

目抓起，即小种植、小养殖、小买卖、小手工、小电

商、小作坊，投资少、见效快，简单易行。

宁远县制定庭院经济带头人评选标准， 开展

“最靓庭院”流动红旗评比等活动，对生产和技术

基础好、 辐射带动作用强的庭院经济带头人进行

表彰奖励， 对高质量庭院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广泛

推广，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2023 年，宁远

县发展高质量庭院经济 6200 余户，户均增收 4100

余元。 （骆力军 梁嘉伟）

贵州湄潭县茅坪镇：

“寨管家”文化服务

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近日，贵州省湄潭县茅坪镇“寨管家”服务队

依托村寨农家书屋组织开展移风易俗诗歌朗诵、

故事宣讲等群众喜闻乐见、 参与度高的活动，带

领群众学身边榜样、知政策法规、树文明风尚，寓

教于乐，以文化人，焕发和美乡村建设活力。

近年来，茅坪镇围绕乡村文化振兴和乡风文明

建设，发动党员及群众积极参与“弘扬新风，破除

陋习”“文化惠民，文明共建”等主题活动，进一步

优化人居环境，强化人文关怀，不断提高群众归属

感和幸福感。 该镇深入推进“寨管家”基层治理机

制走深走实，构建由镇干部、村“两委”干部、专职

网格员、热心党员等力量组成的 27 支“寨管家”志

愿服务队，聚焦群众需求，提供优质志愿服务。 充

分发挥“寨管家”力量在促进生产发展、文化振兴

和乡风文明建设等方面的表率作用， 走村入户开

展讲政策、移风易俗文艺演出等活动，并组织村民

开展民风、家风建设交流会，培育文明乡风、优良

家风，以实际行动助力文化兴村。 （杜义）

安徽阜阳：

优化种植结构

发展水果产业

近年来， 安徽省阜阳市

颍东区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

优势， 通过优化种植结构、引

进新优品种，紧紧围绕“农村

变美、农业增效、农民致富”的

目标，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水果

产业，打响地方品牌，走出了

一条飘满“甜味”的乡村产业

振兴之路。

图为近日在颍东区枣庄

镇名扬农业科技园，果农正在

采摘翠冠梨。

欧宗涛 摄

广西三江：

大力发展

农民画产业

近年来，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

自治县通过专业人才培养、传统艺

术进校园、打造研学基地、开展文

艺结对帮扶、举办画展和艺术节等

方式， 大力推动农民画产业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

一家非遗文创超市，侗族农民画作

者在整理农民画文创产品（7 月 30

日摄）。

黄孝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