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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他力量乡村振兴

进行时乡村振兴

“自己苦点累点无所谓，只要能让村
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就觉得很充实、
很满足。”自 2019年 12月担任黄龙县瓦
子街镇小寺庄村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
队长后，让这里的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就
成了白庆安心中唯一的目标。

小寺庄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软弱涣散
村，如今已是旧貌换新颜，美丽乡村先进
村、凝心聚力带动村和产业致富模范村
等荣誉的获得，也让白庆安给乡亲们交
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攻难关 纾民忧

村中宣传牌单一、道路两旁不整洁、
照明路灯数量少、街道房屋四周陈旧、屋
顶漏水、排水渠不通……刚到村上没多
久，白庆安就忙着入户走访并梳理问题
清单。

“乡亲们的事儿等不得。”白庆安
说。有一次，村民王会拉着他来到自家
屋里，指着漏水的墙体说，房屋是2000年
修建的，多少年来再没有进行过维修，遇
到雨天，家里四处漏水。

白庆安随即对全村进行摸排，了解到
村里 20户 52间房屋，几乎都有不同程度
的渗水，情况不容乐观。与此同时，他还
详细记录了村中所有村民家中基本信
息、发展意向和存在困难，与村中老干
部、党员、村民进行沟通，梳理出村中无
网络、集体经济空壳化、村民生产农副产
品销售不畅等各种问题，并归纳制定出
第一书记十大实事进度表，依照每项工
作的进度情况督促自身尽早完善解决。

通过白庆安的协调努力，在包联单

位及镇政府等实地核实查看后，先后协
调资金 50余万元，完成了村中 52间房屋
坡盖顶工作。“房屋修好了，我们的心也
踏实了，这多亏了白书记的帮助和支
持。”村民焦景照说。

此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白庆安
协调安置照明路灯32盏；修建、治理排水
渠约 1200米；硬化路面 500余平方米；更
换新增造型宣传牌 10处；为偏远的居民
点安置信号增大器、稳压器、开通电信光
纤网络，绿化村中道路 100余米，共计投
入资金200余万元。

寻出路 兴产业

过去小寺庄村村民的多数收入主要
来源于玉米种植、家庭式小规模鸡鸭养
殖以及外出务工。白庆安了解情况后，
先后与现任村干部、村中老党员和村中
有威望的村民进行多次沟通，提出了关
于发展产业的想法。

“刚开始阻力有些大，因为担心我年
轻，工作经验不足，如果发展失败，会给
村中带来巨大的损失，传统产业虽然效
益低，但起码不会赔本。”白庆安说。通
过多方协调，借助当地生态资源等有利
条件，白庆安带领村民们尝试建设大闸
蟹养殖池塘，面积 170亩，其中包含 32个
蟹池，并将池塘对外进行承包，使村集体
经济达到每年10万元的稳定收入。2020
年年底，村上养殖的大闸蟹在全国河蟹
大赛中荣获“金蟹奖”。

近年来，在镇政府的大力引导和推
广下，小寺庄村发展起了高山冷凉蔬菜、
试种中药材板蓝根和铁棍山药产业，多

渠道全方位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我今年种植了30亩高山冷凉蔬菜，

一年能收两茬，每茬每亩地最少能收
2000公斤左右，除去除草、打药、浇水、装
车等费用外，一年下来能收入好几万元，
比过去发展传统产业好太多了。”小寺庄
村种植大户李艳军说。

在小寺庄村，像李艳军这样的种植
大户近10余户，几乎每个片区都有2至5
户不等，逐渐形成由点到面的辐射，充分
激发了村民的内生动力。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在家创业也

能挣钱，还能为村上的弱劳动力提供稳
定就业岗位。”返乡创业村民侯京利说。
如今的小寺庄村成了集高山冷凉蔬菜、
水产养殖、中药材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产
业强村。据介绍，2021年小寺庄村发展
新型产业高山冷凉蔬菜300余亩，铁棍山
药 20亩，中药材板蓝根、丹岑等中药材
300余亩，使小寺庄村不断由传统种植业
向新型特色产业转变。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还要不断创
新发展理念，多干实事，切实带领乡亲们
走出一条幸福路。”白庆安说。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是我唯一的目标”
——记黄龙县瓦子街镇小寺庄村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白庆安

记者 任琦

● 白庆安（左一）入户走访

本报讯（记者 刘彦 通讯员 刘娜）
近年来，安塞区高桥镇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统领带头作用，因镇制宜、对症下
药，凝聚广大党员群众合力，全力谋划产
业兴旺。坚持“川道棚栽业、山区林果
业、拐沟草畜业”的发展思路，棚栽、林
果、畜牧三大主导产业蓬勃发展，农业现
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棚栽产业扩规模创品牌。高桥镇积
极鼓励引导群众发展新型大棚，改造恢
复空撂旧棚。5年新建大棚1200座，恢复

改造 200余座，全镇大棚共有 4223座，棚
均收入达到 8万元，大棚数量、质量位列
安塞区第一方阵。积极实施品牌带动战
略，成功打造出了“宋庄小瓜”“宋庄草
莓”“张兰沟蔬菜”“高桥水果柿子”等特
色品牌。

苹果产业抓管理促提升。新建苹果
园 1.1万亩，累计发展苹果 4.12万亩。创
新果园发展管理模式，积极推行果园代
管、土地流转、大户带动等，全面推广“大
改型、强拉枝、巧施肥、无公害”生产关键

技术及全园覆膜、套种油菜、豆菜轮茬等
技术，果园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在老园改良和产业链延伸上下足功夫、
要效益。探索推行“互联网+认养果树”
新模式，吸引社会各界参与现代果业建
设，实现了现代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苹果产业已经成为全镇农业产
业的“名片”、文化旅游的“亮点”、乡村振
兴的“重点”。

草畜业扶大户带农户。高桥镇坚持
以草定畜，以畜划草，实现草畜平衡发

展，稳步扩大养殖规模。按照群众自愿、
政府扶持、循环发展的原则，鼓励群众加
快发展舍饲养殖，不断提升草畜业开发
效益。累计建成千只湖羊养羊场 5个，
500只存栏规模的养羊场 10个，100只存
栏规模的养羊场30个；500头存栏规模的
生猪养殖场 5个，100头存栏规模的生猪
养殖场10个；10万只以上养鸡场1个。

2021年，高桥镇先后入选国家产业
创建强镇名单和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乡镇名单。

三大产业齐发力 小镇富饶有活力

5月 18日，志丹县杏河镇张渠便民
服务中心在白元村组织举办苹果园夏季
管理技术培训会，志丹县果业局生产办
相关负责人围绕疏果套袋、科学施肥、病
虫害防治等当前夏季果园管理重点进行
详细讲解，并现场进行正确示范。

记者 方大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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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户岳金山装满一笼大公鸡来到展翼合作社，
他先还给合作社 5只，又卖掉 45只。收入 3600元后，
岳大爷满心欢喜，准备接单下一笔买卖。

记者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
乡村采访了解到，当地推出一系列小而精的产业带动
模式，为脱贫不久的农户们吃下了“定心丸”，“借鸡还
鸡”的故事不时上演。

何为“借鸡还鸡”？还要从“借鸡还蛋”说起。这种
方式的发起人叫齐晓景，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成立了
科尔沁右翼前旗展翼合作社。起初，资金紧张、人手短
缺，村里大多都是留守老人。齐晓景几番摸索后，与当
地农户和政府部门联手，大家于 2017年共同提出了

“借鸡还蛋”的想法：农户依据养殖能力可以在合作社
领取至少 20只雏鸡，每只鸡养大并还完 25枚鸡蛋以
后，鸡归农户所有，之后生产的鸡蛋按每枚1元全部回
收。

这样一来，齐晓景解决了养殖没有棚圈、没有人手
的难题，而养鸡对农户来说又不陌生，还不用什么成
本，可谓两全其美。不过，齐晓景起初特别担心：“万一
乡亲们拿了我的鸡，吃了之后不还蛋，岂不是鸡飞蛋
打？”提心吊胆了好久，齐晓景收到了第一个农户还来
的99枚鸡蛋，她记得特别清楚：“那位大娘说还差一个
鸡蛋，明天鸡下了就还我。”

很快，农户们如数还蛋，并把其余鸡蛋按每枚1元
卖给合作社。这些黄灿灿的土鸡蛋，很受市民欢迎，合
作社拿到市场上按1.5元卖，很快销售一空。

“慢慢地，我明白了‘人聚则财聚’的道理，发展农
业产业，单打独斗肯定不如一群人抱团取暖。”初尝胜
果，齐晓景放手大干起来。在“借鸡还蛋”的基础上，深
入推出“借鸡还鸡”方式，即每领取 10只雏鸡，养大后
还 1只鸡，其余鸡归农户所有，按公鸡每只不低于 80
元、鸡蛋每枚1元的价格回收。

科尔沁镇远新村脱贫户高玉良年近古稀，种不了
庄稼。得知合作社开展“借鸡还鸡”，他立即领回来30
只雏鸡，每天悉心喂养。“不用投入任何本钱，还有防疫
员每季度上门做防疫，只需照料好就能挣钱。”之后，高
玉良还了合作社3只大公鸡，又卖给合作社8只，到手
640元。他说：“合作社就在家门口，剩下的鸡随时卖，
随时都能挣钱！”

思路一开，路子变宽。“借鸡还鸡”继而又衍生出
“借猪还肉”“借苗还果”等一系列产业带动方式，目前
已累计带动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 416户，其中脱贫户
和低保户约300户。

科尔沁右翼前旗委书记孙书涛介绍，为了让助农
效应进一步放大，旗里投入150万元建设电商中心，扶
助展翼合作社发挥联农、带农、助农、富农作用。同时，
旗里在展翼合作社成立“科尔沁镇乡土人才孵化中
心”，由齐晓景担任中心主任，对乡土人才进行培养。
很快，“借鸡还鸡”“借苗还果”等方式在兴安盟其他旗
县复制开来，联农带农效应逐渐放大，农业生产销售展
现出勃勃生机。

在绿意尤浓的展翼合作社大棚里，齐晓景细细查
看新品种“草莓柿子”苗的长势。她说，等苗长好，“借
苗还果”就能实施了，“到时村里的农产品，又能在市场
上火一把了。”

“借鸡还鸡”里的“富民经”
新华社记者 张丽娜 王靖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色。
眼下，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走进延长县安沟镇多

海村安林果业专业合作社的大樱桃示范园，绿树丛中
串串红樱桃掩映其中，一簇簇红玛瑙般的樱桃缀满枝
叶，让人口舌生津。游客们边摘边吃，尽情享受这惬意
时光。工人们也正在忙碌着采摘樱桃，连片成熟的红
樱桃为全镇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染上了一抹靓丽
的底色。

游客刘庆听说今天樱桃园开园了，赶紧约着朋友
们入园采摘尝鲜。“刚尝过，味道、口感都特别好。”刘庆
对樱桃的口味赞不绝口。

据樱桃园负责人牛光涛介绍，现在大半的樱桃已
成熟，随后一周到两周时间樱桃将陆续熟透。多海村
的樱桃是无农药、无污染、无公害的水果，入园游客可
以直接采摘食用。

在樱桃基地里打工的刘建东感受特别明显。樱桃
园的工作比较轻松，空闲时候还能照顾家里，也能兼顾
自家的果园。“我就是多海村的人，平日里种一点苹果，
时间能错开，果园里不忙的时候在这挣点钱，还能增加
一些收入。”刘建东说。

安林果业专业合作社以“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统一管理、统一销售，兼具赏花品果、游玩采摘、亲子教
育、餐饮等功能，有效带动了全村经济发展。

樱桃园负责人牛光涛说：“今年我们的樱桃从5月
中旬开始销售，示范园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通过线
上线下的销售方式，目前樱桃销售趋势良好。同时，还
有亲子采摘的活动，让游人入园采摘。除此之外，还增
加了特色户外露营，可以烤肉、吃火锅，让顾客更好地
亲近自然，愉悦身心。”

近年来，延长县持续做大做强农业特色产业，鼓励
和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种养大户发展特
色产业，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多海樱桃红满枝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冯艺艺 黑思琪 王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