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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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小康

他力量乡村振兴

驻村第一书记“联盟”
巧解乡村振兴密码
新华社记者 邹大鹏 魏弘毅

看小康走进乡村

村民看着即将成熟的谷穗喜笑颜开。
近日，志丹县杏河镇牛沟村川台地的谷

子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通讯员 杨耀武 摄

一场急雨，午后闷热，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
县建设村来了一群驻村书记，他们一个个晒得面庞黝
黑、满身泥土气，来此商量驻村产业联盟如何高质量
撬动乡村产业振兴。

依安地处松嫩平原，有“中国白鹅之乡”之称。黑
龙江省教育厅驻建设村第一书记蹇木庆，刚走访完脱
贫户，撩起衣襟擦着额头的汗珠，活脱脱一个庄稼把
式。

“咱们驻村产业联盟要抱准县域经济大腿，鹅产
业是带动乡亲们增收的快车。”他的开场白简单直
接。今年5月正式成立的驻村产业联盟由来自省、市、
县的 8名驻村第一书记自发组成，根据各自村的产业
基础，通过资源共享、产业共建形成规模效应。

“有的农户担心价格坐过山车，尤其怕外地鹅贩
垄断压价。”建设村党支部书记尚国庆有些担忧。建
设村多年前吃过亏，散养奶牛成规模后奶质不过关，
加上县域乳品企业自建牧场，村民纷纷把上万元的奶
牛当肉牛含泪甩卖。

“咱们驻村产业联盟就是要破解这类乡村产业发
展中的难点，仅靠一村一地是没有市场议价能力的。”
黑龙江省地震局驻依安县利民村第一书记杨文东接
过话茬儿，指了指现场几位驻村书记，大伙儿跟着点
头。去年他们经常凌晨驾车满载笨鹅奔回城市送货、
赶展会，几个村的大鹅合作社都没少赚钱。

电商是哈尔滨商业大学驻依安县太民村第一书
记章刘成找的“门路”，驻村第一书记们直接把各自村
的产品，“嫁接”到他的电商平台和品牌。太民村是依
安县电商示范村，依托哈尔滨商业大学食品学院技术
团队支持，去年成立了村农食品有限公司和民创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公司加工销售豆粉、鲜食玉米等特色
农产品，同时帮各村销售地产笨鹅、笨鸡等养殖产品，
销售额达200多万元。

太民村一家养鹅合作社里，淡黄色的鹅苗挤成一
片。太民村党支部书记任延辉说，村里有大型养鹅合
作社3个，驻村产业联盟既帮着对接鹅制品加工企业，
也拓展电商销售渠道，破解了产和销的问题。

70岁的太民村农民刘琴，握着自家院里一人多高
的玉米秆告诉记者，驻村产业联盟给的订单价格是 6
毛多一穗，这个鲜食玉米比普通玉米能多赚一倍。“过
去每个驻村书记是‘单打独斗’，盯着自己村里的一亩
三分地，生产的产品少、加工企业吃不饱，特色产业很
难强起来。”齐齐哈尔市教育局驻依安县文合村第一
书记田继红说，驻村产业联盟是大家一起进行市场调
研、规避风险、利润共享，巩固了脱贫攻坚成果。

蹇木庆是驻村产业联盟的发起人之一。他说，选
准一个适合的乡村产业既要有“强人”带领，也要有市
场“打磨”，更要把“天线”和“地气”连在一起。刚驻
村，他就开写“驻村生活”公众号，无论是如何深度开
发“原字号”、多为农民“造饭碗”，还是如何为基层农
村减压减负，这些记录和思考引发了驻村书记们的共
鸣，驻村产业联盟由此成立。

近年来，依安县形成了种、繁、养、加、销“鹅产业”
全产业链，万只以上的养鹅大户 39户，鹅年饲养量达
到 300万只，屠宰加工能力 1000万只，带动全县农民
增收6000万元。

夜晚，记者借宿在村里，正好赶上电路改造，村里
停电，场院里点上了一盏应急灯。蹇木庆说，产业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驻村产业联盟就像这盏
灯，要在关键时刻发光。联盟中有的驻村书记已快到
任期，虽人将走，但心却留在了村里，关于乡村振兴的

“答卷”还在继续。

本报讯（记者 李欢 通讯员 杨勇 闫婷）近日，
市气象局工作人员走进志丹县杏河镇王渠村，联合该
村党支部，邀请志丹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张渠便
民服务中心卫生院、网红“陕北二后生”为全村老党
员、干部群众开展公益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王渠村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全村辖10
个村民小组 20个自然村，脱贫监测户共 17户 42人。
2019年，市气象局与该村结对帮扶。

“市气象局对我们的帮扶力度很大，多次开展办
实事活动，在我们村安装了2套气象监测设备、1套气
象大喇叭，及时为村民提供精准气象服务，对村里农
业气象防灾减灾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渠村党支部书
记尚好前说，在帮扶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王渠村正
在逐渐实现乡村振兴。

村民韩恒银家有 4口人，儿子患有肾衰竭长年治
疗，孙子在外服兵役，他和老伴儿支撑着家中生计。
市气象局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帮助韩恒银
销售苹果、小米等，还帮助韩恒银的儿子协调了公益
岗位。逢年过节，市气象局的工作人员还带着米面油
及慰问金看望韩恒银一家，让他感受到了社会关爱，
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自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市气象局负责人每年到村
里多次调研走访，制定帮扶措施，先后下派驻村干部2
名，投入帮扶资金20多万元用于养猪场和“爱心超市”
建设、果园管理、消费扶贫等，为王渠村建成果园2000
多亩，建成村集体千头养猪场 1个，并于 2021年投入
运行。目前，养猪场已出栏 2批生猪，毛收入达 46万
元，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由“空壳村”向实体转变。

市气象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继续关注王
渠村的发展，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文明乡村建设
等方面尽力给予帮助。

产业帮扶很给力
村民增收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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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长市杨家园则镇杨一村种植户
黄文亮的桃园里，一颗颗粉红色的桃子
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

“这些桃子还不太熟，要是完全熟
了，不光是颜色好看，老远就能闻到香甜
的味道。”黄文亮指着前方说，“你看前面
那片桃园，正进入采摘旺季，一天能摘
100多公斤。我每天下午采摘好，第二天
去早市上卖，一上午就卖完了。”

黄文亮的妻子李振玲和工人正挎着
篮子，小心翼翼地采摘着成熟的桃子，轻
轻地放进铺了保护膜的筐子里。

桃园只是黄文亮的部分产业。今年
58岁的黄文亮是子长市有名的苹果种植
大户，20多年来，他们夫妻俩守着大山，
依靠着百亩果园，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998年，黄文亮和妻子在村里承包
了几十亩撂荒山地，用来种植洋芋、小
米，但由于缺水，收益并不好，就连3个孩
子上学的学费都得东拼西凑。有一次，
黄文亮偶然听说亲戚家的 5亩多果园一
年就可以收入3万多元，马上就有了种植
苹果树的想法。他到处向人学习苹果管
理技术，并借钱买回来一些果树苗子。
黄文亮说，当时村里大多数人并不看好
苹果产业，有人劝他不要种植果树，但他
还是想试一试。之后，他在山上搭起简
陋的房子，天天住在果园，渐渐地摸索出
了一套自己的“种植经”。

2018年，黄文亮发现自家果园周边
有不少耕地都被撂荒闲置。于是，他将
这些土地流转，并引进了新品种，栽植杏

树、桃树、葡萄等各类果树。黄文亮的果
园看似是大杂烩，但却是多点“开花”。

“不同树木管理的方式不同，管理的关键
要点也不同。只要把各个关键要点掌握
好，就能长出好果子来。”黄文亮说，“春
季来果园采摘杏的顾客，知道我家还有
苹果就买一点，夏季买桃子的顾客知道
我种葡萄也买一点。这些产业慢慢发

展，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20多年来，黄文亮夫妻俩总是起早

贪黑，用心管护着各类果园。功夫不负
有心人，在他的坚持和努力下，截至2021
年，他家实现了一年四季里三季都有收
益，他的果园也成为杨家园则镇乃至子
长市的标准化示范园。

“今年春季，我种植的杏能收入 2万

多元，夏秋两季桃子收入 5万元，苹果收
入 10万多元，这几项收入加起来有不少
呢。”李振玲高兴地算着账说，除了自己
脱贫致富，现在每年果树修剪、套袋、搬
运果子等时间点，她家还雇用了 10余名
工人帮忙干活，这样为其他村民也增加
了收入。其中 2名村民在果园打工学到
管理技术后，自己在村里发展起了露地
葡萄和拱棚菜种植产业。

黄文亮一边听着妻子的话，一边望
着缀满枝头的桃子颇有感触地说，这座
他坚守了 20多年的山塬正变得越来越
好。如今，政府为这里修通了生产生活
道路，解决了饮水问题，派驻了科技特派
员，还每年免费赠送地膜、种子等物资，
降低了管理成本，给了他更多发展产业
的信心。现在，他被评为“乡土人才”，周
边的果农都叫他“土专家”。

杨家园则镇镇长高建雄说：“黄文亮
是我们镇的产业大户，他的产业发展模
式对镇上发展山地苹果、拱棚葡萄起到
示范引领和技术支撑作用，带动和辐射
了周边群众依靠产业发家致富。”

如今，一到闲暇时节，黄文亮常常把
自己种植果园以来遇到的瓶颈和经验讲
给身边的村民，鼓励他们积极发展产业，
吸取经验，少走弯路。

“这些年，我一心围着果树忙，虽然
辛苦但却很幸福。我暂时不打算扩大规
模，想在精细化管理上狠下功夫，用心培
育精品树木，走科技发展的路子，带动更
多果农发家致富。”黄文亮说。

种植户黄文亮的幸福生活
通讯员 张亚宁 记者 李欢

近日，记者走进洛川县交口河镇京
兆村长寿豆业豆腐有限公司，宽敞明亮
的厂房里热气腾腾，干净卫生的全自动
化豆腐生产线在不停地运转，厂内豆香
味浓郁，十几名工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忙碌着。

“目前，京兆村有 9名村民在公司打
工，每人每月稳定收入 3000元。”京兆村
党支部书记韩文录介绍说。

村民谢金霞从豆腐坊建成后就一直
在厂里打工。她告诉记者，自己家有5亩
果园，这几年果园连年受灾，也没有多少
收入，出去打工家里又没人照顾。现在
她在豆腐坊打工，一个月有 3000元的工
资。“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不误家
里的活计。从去年 12月份到这里上班，
我已经挣了 2万元的工资。有这 2万元，
我可以用来进行果园投资和家里的基本
开支。”谢金霞说。

豆腐厂是2021年京兆村党支部招商
引资的企业，主营豆腐、豆腐皮、豆腐干、
豆腐卷等产品，不仅解决了周围富余劳
动力和脱贫户就业问题，也让村集体经
济的口袋有了“活钱”，村里的公益事业
发展有了“底气”，村民有了更多幸福感、
获得感，为村集体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我们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将 4亩地
用于豆腐厂建设，厂里每年每亩地给我

们 1400元，全年一共 5600元。同时，每
年还额外给村集体2万元，村里用来资助
贫困大学生、脱贫户和奖励老党员、老干
部。”韩文录说。

第二产业得到发展，作为主导产业
的苹果产业也不能落后。在新建的矮化
密植示范园内，交口河镇经济综合服务
站站长党志荣把周边村组的负责人召集
起来，就果园管理技术和果园基础设施
建设规范进行培训。这块果园整合了交
口河镇安善、京兆、活乐、伏益等 4个村
165户 780亩果园，将建成全县苹果产业
高质量发展示范带，同时也是交口河镇
规划的 210国道沿线万亩苹果观光采摘
长廊的一部分。

“果园建成后，将对全镇苹果产业发
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有效优化产业结
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苹果产业提
质增效，进而提升群众务果水平和洛川
苹果市场竞争力，助推苹果产业高质量
发展，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交党
志荣说。

京兆村豆腐厂和苹果产业高质量发
展示范带的建设只是交口河镇通过产业
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交口河镇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聚
力产业衔接，采取分区分类的差别化推
进策略，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

施策，探索多种形式产业发展，助力乡村
振兴，努力激发农村生机活力，为乡村振
兴打下坚实基础。

交口河镇镇长边云峰说，下一步，该
镇将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带动作用，以
产业发展为基础，以创建“花园式乡镇”

为契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载体，以
互助服务为特色，以群众需要为中心，因
村因地制宜，优化产业布局，大力改善人
居环境，提升城镇品质，培育文明乡风，
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用心解决群众所
需，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 黄文亮采摘桃子

洛川县交口河镇探索多种形式产业发展——

村集体有了“活钱”老百姓多了幸福感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张敏 王文斌

● 村民在豆腐厂打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