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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介休：
活用农村资源促进全域经济

摆摆幸福乡村的新鲜事儿

成都“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主题活动走进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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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村民喜洋洋的“喜羊羊”是什

么？光种粮也能增收奔小康？北大清

华的“学霸”来小山村干啥？

笔者近日行走在巴山蜀水间，

乡村里的新鲜事儿一串串，改革的

春风、人才的注入、创新的驱动，让

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荡起层层

涟漪。

“喜羊羊”让村民喜洋洋

连绵的小山坡上，树木苍翠，绿

草茵茵，一群群黑山羊低头吃草，远

远望去，像绿毯上点缀的黑珍珠。

山坡下，62 岁的乐至县金鼓村

村民杨老汉，一边在柑橘园修枝，一

边笑呵呵地说：“‘双挂钩’让我住上

了好房子，‘喜羊羊’让我过上了好

日子。”

金鼓村曾是川中丘陵地区一个

省级重点贫困村。杨老汉所说的“双

挂钩”，是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试点项目，加上危房改造项目支持，

作为贫困户的他，没花多少钱就住

进了安全舒适的新房子。

“喜羊羊”则是当地2015年启动

的精准扶贫项目，采取“政府+企

业+合作社+农户+保险”的模式，确

保黑山羊养殖标准化、收购有门路、

意外有保障。

杨老汉最初分到3只母羊，一年

后母羊产下羊羔，他将母羊转给其

他贫困户，自己保留小羊羔继续

饲养。

“技术、卖羊都有人管，我只管把

羊喂好就行，现在都30多只喽。”杨

老汉说，除了养羊，他还到柑橘园、藕

塘打工，去年就摘掉了“穷帽子”。

金鼓村党支部书记杨文武告诉

笔者，受益于“双挂钩”项目，目前全

村有 260户村民搬进了生态宜居的

聚居新区，其中贫困户76户。如今，

脱了贫的村民都亲切地把“喜羊羊”

项目叫“幸福喜羊羊”。

光种粮也能增收奔小康

片片稻田里，禾苗青青，不时传

来阵阵蛙鸣。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在眉

山市东坡区中心村，49岁的种粮大

户李相德看着长势良好的水稻，不

禁有些感慨。

让李相德感慨的不仅有种粮致

富的喜悦，也有当初创业的艰难。高

中毕业就外出打工的他，每年春节

回家，看到家乡不少农田没有种好，

甚至大片撂荒，十分心疼。

“谁说种粮不挣钱？那是没种出

名堂。”2014 年，李相德回乡组织成

立了“好味稻”水稻专业合作社，团

结了一帮同样有志于种粮的农民，

流转外出务工农户的土地，专心种

植水稻。

事非经过不知难。起初，李相德

流转了 800 亩土地，却因农村劳动

力大量外出，在春季插秧的关键时

节请不到足够的人手，结果拖了两

个月秧苗才全部插下去。因错过农

时，当年水稻减产三成多……

几经波折、几番打拼，李相德和

合作社的社员们愈挫愈勇。他们在

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探索出了“五个

统一”的经营模式，即统一农技、统

一农资、统一农机、统一标准、统一

销售，合作社发展越来越红火。

如今，合作社社员壮大到 355

人，水稻种植面积超过4万亩，还注

册了“众享好味稻”“丰中谷语”等多

个商标，通过深加工增加附加值，产

品远销省内外市场，2019 年产值达

8000多万元。

“事实证明，种粮也能增收奔小

康。”最让李相德自豪和欣慰的是，

合作社目前流转的土地涉及眉山市

4个县区、12个乡镇、30个村，辐射

带动了周边上万农户。

小山村里北大清华

“学霸”当书记

一排排果实累累的柚子树下，

一群群土鸡四处跑着找食吃。

“‘学霸’书记，今天得不得收鸡

蛋，新鲜的哟……”在广安市革新

村，村民张婆婆一见到驻村第一书

记金达芾，亲切地招呼着。

“收噻！有好多，收好多！”金达

芾一边笑着应答，一边告诉笔者，

“我和村里的陈书记分别是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的硕士，村民有时就叫

我们‘学霸’书记。”

金达芾所说的陈书记是革新村

党支部副书记陈诗慧，他俩分别于

2018 年和 2019 年由商务部下派到

革新村从事帮扶工作。

“革新村曾是国家级贫困村，

虽然 2017 年整村脱了贫，但是村

民普遍不富裕，突出问题是农特

产品卖难。”金达芾举例说，村里

有 800 多亩龙安柚，品质很好，但

过去卖价很低，甚至卖不掉烂在

果园里。

在遍访村民了解情况后，金达

芾和陈诗慧一起在村里建起了电商

站点，通过直播带货帮助村民销售

农特产品。第一年就实现革新村历

史上第一次品质以上龙安柚售罄，

解决了长期困扰群众的柚子滞销、

产业亏损问题。

“去年我家 1000 多个柚子，在

网上 3天就卖完了，挣了 6000 多块

钱。”村里的贫困户龙成民老大爷说

起金达芾和陈诗慧，佩服得直竖大

拇指。

龙安柚、剁椒酱、土鸡蛋、香

肠……如今，革新村已开发出生鲜

水果、加工调味品、腌腊制品、禽蛋

制品等 5 大类、15 种电商产品在线

销售，仅今年上半年就为村民增收

近45万元。

（新华社 杨三军 陈健 杨进）

底数清查
维护公平

针对农村治理的症结，介休市

借助农村资产、资源底数清查，将

农 村 过 去 的 不 合 理 问 题 逐 一

解决。

介休市下站村在底数清查中

从规范驻村企业合同着手，解决

了长期存在的地大证小、超期承

包、低价租赁等问题，并聘用法律

顾问对驻村企业占地合同、流转

方式、承包期限、用途进行专业

审查。

经核查，下站村共发现4户企

业存在不合理占地 24.95 亩，驻村

企业占地范围由80亩核准增加至

105 亩，土地租赁费均价由每年

290 元/亩增加至 1300 元/亩，每

年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元。

不仅如此，介休市纪委监委、

法院、公安等多部门联合执法，查

处在“五地一产”改革过程中存在

的违纪违法问题，将蓄意侵占集

体资源资产、弄虚作假签订合同、

不履行合同约定等行为进行通

报，着力解决底数不清等不公平

问题。

介休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段

建伟介绍，通过底数清查，过去农

村许多不平等问题得以清除，农

村公平正义得到维护。

集中上市
农村资源激活县域经济

经过全域农村“五地一产”资

产核查，介休市共摸排出各类集

体土地 42.3 万亩，集体经营性资

产 2.3 亿元。庞大的农村资源、资

产基数为农村带来无限可能，农

村“五地一产”集中上市，成为激

活县域经济的“钥匙”。

介休市张壁村近年来将传统

古村落整合打包，引入工商资本

6 亿元，通过“整村搬迁、产权置

换”的发展思路，最大限度地盘

活 农 村 资 源 ，壮 大 集 体 经 营 性

资产。

“抱着金饭碗讨饭吃”是过去

张壁村人的真实写照。经过聚合

村集体资源，张壁村实施整村置

换、创新入市路径，将农民的旧房

改建成符合古村落风貌的古堡客

栈，实现了古堡资源资产的保值

增值，农民收入的成倍增长。

目前，介休市按照集成开发的

思路，形成了多个跨乡镇、跨村庄

的农业项目并打包招商，传统工

业城市形成了苗木基地、农业生

态园、农业种植基地等农业龙头

企业 24 户，吸引了 35 亿元的投

资，有效地激活了县域经济。

介休市委书记张鹏介绍，过去

农村的土地有限，按照土地招商，

往往不能令各方满意，现在农村

资源集中入市，根据项目配置土

地，传统农业有了无限可能。

要素流通
城乡一体有序发展

介休市赵家庄村是一个典型

的工矿型村庄，长期以来，煤矿开

采、矿业运输一直是赵家庄村村

民的主要就业途径，不仅导致生

态环境的持续破坏，也使村集体

经济陷入了“资源魔咒”，村民大

量搬离，村庄失去活力。

在“五地一产”入市改革后，赵

家庄村将废弃了几十年的土地整

理出来集中入市，吸引了大量资

本。从前乌黑的村庄变得透亮，村

里的基础设施也得以改善，现代

农业让赵家庄村迎来了新生。

在介休市的广大农村，通过引

进工商资本，集中连片承包、租

赁、流转让农村土地有了更高的

价值，建成了多个生态农业合作

社，柴胡、油用牡丹等过去农村不

常见但经济价值高的作物渐成

规模。

“过去农民种好自己的一亩

三分地有口饱饭就能满足，但现

在农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更高的

要求，‘五地一产’入市改革让农

村和城市的要素资源有效流通，

农村的土地附加值更高了，城市

的新技术、新品种也不断地涌向

农村，用工业化思路发展农业，

推动城乡一体有序发展。”段建

伟说。

（新华社 胡靖国 王劲玉）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为进一步深入贯

彻国家、省、市有关爱国卫生运动和垃圾分

类的重要决策部署，广泛宣传健康、文明、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7月23日，由成都市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成都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服务中心承办的“垃圾分类就是新时

尚”主题活动走进了美丽的新金牛公园。

活动现场，居民在参与垃圾分类的游戏

中愉悦地学习了垃圾分类知识。据了解，自

2018 年以来，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

进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月都会定期开展“垃圾

分类就是新时尚”主题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今年疫情期间，“垃

圾分类就是新时尚”主题宣传活动由线下搬

到了线上，进行线上垃圾分类知识互动问

答，并深入社区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避免

群众聚集。

“今天，再次举办这样的活动，机会着

实来之不易，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造成了一定影

响。但同时，我们也更应该看到垃圾分类在

疫情防控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意

义。”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东明

说，希望广大市民积极行动起来，继续践行

垃圾分类，为爱国卫生运动助力，争当垃圾

分类的实践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共同培养

良好文明的健康习惯，为绿色发展、可持续

发展作贡献。图为活动现场的市民展示垃

圾分类的宣传标语。

盛夏时节，树上

的知了叫个不停，莲

花镇红岩村的村民

杨燕红穿上瑶族的

传统服饰，将自家销

售的土特产依次摆

放 好 ，等 待 客 人 的

到来。

红 岩 村 所 在 的

广西恭城瑶族自治

县 有“ 中 国 月 柿 之

乡”之称，月柿在恭

城有着悠久的种植

历史。20 世纪 90 年

代初，红岩村的村民

开始探索规模化种

植月柿，并开发出了

脆柿、柿饼等系列产

品，柿子树成了当地

人的“致富树”。

“靠卖柿子，大

家的日子宽裕了，但

居住环境脏乱差。”曾经的村干部朱

明成回忆，以前的红岩村，房子老旧，

垃圾乱扔，楼上住人，楼下养牲口，污

水满地淌，“来收购柿子的外地客商，

都不愿在村里过多的逗留。”

2003 年，在当地政府的统筹下，

红岩村整村搬迁，在现在的地址上按

照规划建起了新红岩村。一排排别墅

式的楼房拔地而起，整齐有序，村民

们搬进了梦想中的家。同年秋季，恭

城县举办了第一届月柿节，月柿节为

红岩村带来了新商机，许多游客纷纷

来到村中体验柿子采摘，品尝当地特

色美食，红岩村热闹了起来，一些村

民 还 瞄 准 商 机 ，率 先 做 起 了 乡 村

旅游。

村党支部书记朱培铭说，发展旅

游业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人居

环境，于是村里计划聘请专职垃圾清

运员，每户收取垃圾清运费，但是一

开始部分村民不理解，不愿缴纳费

用。为此，朱培铭带领村干部挨家挨

户地做思想工作：“有专人处理垃圾，

你就可以用心经营农家乐，要想发展

旅游，就要全村拧成一股绳。”朱培铭

说，现在，村民的环保意识提高了，家

家户户门前都有垃圾箱，每年都有不

少村民主动交垃圾清运费。

如今，红岩村建起了富有民族特

色的风雨桥，河畔翠竹林立、绿树成

荫，景色宜人，村内还保留有百年古

柿树和拴马石、牌匾等古遗迹。村民

们自发成立了红岩村旅游管理委员

会，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出谋划策，解

决村民在发展旅游业中遇到的难题，

包括制定农家乐经营规范等。“村里

还组织了接待礼仪、农业技术培训，

大家参与的热情高涨，村民的精神面

貌比起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朱培

铭说。

每年9月至12月，柿子成熟的季

节是红岩村的旅游旺季。2004 年，杨

燕红嫁到红岩村，在家门口做生意的

她，因性格开朗、热情好客，生意越来

越红火。“我家的民宿也从最初的简

单布置到现在房间内有独立卫生间，

彩电、空调、无线网络等设施一应俱

全。”杨燕红说，去年旅游旺季她家纯

收入超过20万元。

现在红岩村已经从卖柿子到依

靠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乡村旅游发

展，村内目前已开办农家乐和餐馆50

多家，去年全村共接待游客 30 万人

次。“大部分村民都从事旅游业，年人

均收入2万多元。”朱培铭说。

7 月，红岩村前连片的柿子树已

经结出绿色果实，果实饱满，在阳光

下生长，再过 2 个月，它们就能披上

红装迎客人……

（新华社 林凡诗）

贵州夏粮
实现面积产量双增长

新华社贵阳 7 月 23 日电（记 者

刘智强）记者从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了

解到，贵州今年夏粮面积 1324.8 万

亩，较上年增长 6.9%，产量 251.7 万

吨，较上年增长 7.6%，为全年粮食稳

产增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目前，贵州各地已累计

争取中央和省级下达粮食生产资金

1.98 亿元，为重点项目实施提供资金

支持。同时，贵州整合全省农业农村

系统、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相关专

家，成立省优质粮油产业发展技术专

家组，为粮油生产提供人才支撑；强

力推进高标准农田、节水灌溉设施及

机耕道建设，为粮食生产提供基础设

施保障。

此外，贵州省农业农村厅按“厅

长包片、处长包县”的方式开展实地

巡回指导，累计服务新型经营主体及

农户 1.5 万余人次，有效地推进了科

学化防灾，为夏粮丰收提供了保障。

新华社沈阳 7 月 23
日电（记者 于也童）没有

华丽的文笔，没有跌宕起

伏的情节，沈阳援鄂医生

贾佳每天利用换班间隙

写下的“战地日记”曾感

动万千网友。这些真实记

录武汉抗疫前线点滴的

日记被结集成书，命名为

《战“疫”正前方：贾佳战

地日记》，并由沈阳出版

社出版发行。22 日，这本

书在沈阳首发。

贾佳是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盛京医院重症医学

科的医生，他于 2 月 2 日

奔赴武汉，战斗在武汉大

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的抗

疫一线。在援鄂的 56 天

中，贾佳用 15 万字、百余

幅照片真实讲述了在武

汉前线发生的故事。

“一开始写日记是为

了减压，后来看到我的家

人、朋友，单位的同事都

很喜欢看我写的日记，我

意识到，我有责任和义

务，将前线的点点滴滴记

录下来。”贾佳说。

“贾医生的文字朴实

无华，情真意切，温暖坚

强。日记里并没有宏大叙

事，更多的是每天的日常

点滴，但就是这一点一滴

拼出了中国阻击疫情的路线图。我从

刚连载就开始追，终于等到这本书出

版，我要买一本珍藏。”沈阳市民王

焕说。

记者了解到，在纸质图书出版

前，沈阳出版社利用新媒体传播时效

快、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在公众号平

台进行连载，并将音频有声版在喜马

拉雅App、沈阳921都市广播同步播

出，吸引了大量读者、听众关注。

山西省介休市是传统的工业县级市，近年来，介休市将原有的农村集体资源资产
进行清查盘活再利用，依靠农村资源资产的后发优势，推动城乡均衡发展，持续推进
县域经济走强。

为有效激活农村的资源资产，介休市将农村集体非承包耕地、林地、四荒地、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和集体经营性资产（以下简称“五地一产”）整体核查，并集中
打包入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