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竹溪重规划科学推进文旅产业发展

今年，吉林省乾安县余字乡后盈村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与河南省客商签订哈密瓜产销合同，在20栋大棚栽植6万株

哈密瓜苗，对方提供瓜苗和技术，以保底价每市斤 1 元回

收。现在幼瓜长势喜人，9月中旬即可上市，预计产值30余

万元。

图为后盈村党支部书记查看哈密瓜生长情况。

通讯员 王殿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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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向东
通讯员 杜福建 孙喜增

走进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城

郊乡彭沟村，新开辟的耕地良田

映入眼帘。在附近田野间忙碌的

彭沟村村民张国和说，过去，这

里荒岗坡地多，杂树野草丛生。

现在，这片面积达 80 余亩的荒坡

变成了良田，这其中就有他承包

的1.2亩土地，现在已经种上了芝

麻，按照当前芝麻的市场价，秋

后收入2000多元不成问题。

随着土地开发整理力度的不

断加大，像张国和一样，桐柏县

偏远山区越来越多的农民享受到

了土地开发整理带来的红利。桐

柏县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以来，我们尽力克服疫

情影响，全力推进复工复产，以

项目建设助推经济发展。目前正

在实施的 2018 年度入库备案的有

关补充耕地储备项目，规模约为2

万亩，项目全部完工后将给桐柏

群众带来更多喜悦。”

彭沟村的变化，仅是桐柏县

通过实施土地开发整理、促进农

村发展的一个缩影。近三年来，

全县共完成 7 个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开发整理 26 万亩土地，投资

达 8 亿元，实现新增耕地 6 万亩，

惠及10余万农民。

为了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有

效解决“三农”问题，县委、县

政府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工作力

度，把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实

施，作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重

要工作来抓。县政府把各项土地

开发整理工程作为民心工程、德

政工程摆上重要位置，采取—系

列有效措施，依靠群众做好项目

的土地权属调查和土地调整分配

等工作，从而保障了项目工程有

序开展。

桐柏县建立了土地开发整理

项目储备库，分批对全县土地现

状进行全面调研与勘察，编制了

土地整治规划，挖掘土地开发整

理复垦潜力，划定土地开发整理

重点区域，统筹安排土地开发整

理重点项目，分门别类收录数

据，丰富完善项目储备库，克服

了以往的盲目性，实现了从分散

整理到整村推进综合整治的重大

转变，为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申

报奠定了坚实基础。

针对毛集镇、黄岗镇、固县

镇、吴城镇4个镇耕地分散且凹凸

不平等实际状况，桐柏县实施了

总投资达 3.48 亿元的土地整理项

目，项目覆盖面积 24 万亩，通过

实施田、水、路、林、居综合整

治，惠及37个行政村共7万余人。

黄岗镇农民种植的花生亩产由过

去的150多公斤增加到300公斤左

右，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

生产的积极性。

桐柏县实行项目管护保护碑

制度、项目标段控额制度等措

施，随时监控项目进度与质量，

促进项目迅速投入足够的人力、

物力、财力，为缩短工期提供了

保证。

在桐柏老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成为制约山区经济发

展的重要因素。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区田间道路工程的建设，极大

地改善了桐柏农村交通系统，加

强了城乡联系；改善了部分偏远

村组的人畜饮水条件；有效控制

了水土流失，推进了淮河源头流

域的生态环境保护。

同时，促进了项目农业生产

结构的调整，提高了农产品的生

产能力，实现了桐柏农业生产方

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

变，进一步提升了土地利用效

益，使得高效农业示范项目在一

个个偏远村扎根，“一村一品，一

村一业”的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形

成。此外，桐柏县多渠道筹措资

金，促进空心村等建设用地拆旧

复垦，新增1万余亩耕地，解决了

1125 户、4268 人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用地问题。

桐柏县持续提升耕地保护和

用地保障能力，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通过土地整理、

补充耕地，实现“点土成金”，提

高粮食产能，为国家确保谷物基

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作出应有

贡献。

荒岗变良田 沃土出红利
——河南桐柏实施土地开发整理促进农村发展

记者 牛新建
通讯员 蔺晓燕

本报讯 今年以来，甘肃省玉门市坚持把

项目建设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主要抓手，抓谋

划、抓招商、抓落地、抓建设、抓开工，努力

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截至6月底，年初确定实施的125个重点项目，

开工建设 103 个，开工率 82%，全市完成投资

35.3亿元，增长8%。

玉门市围绕融资担保、稳岗就业、税收支

持、优化营商环境等16个方面，先后分4批次

制定出台 《促进工业经济发展扶持措施 （24

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励政策措施》

《玉门市“六保”工作方案》……一项项有效举

措成为玉门市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得益于玉门市重点项目投资扶持奖励政

策，一季度开工复工且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000 万元以上的酒泉浩海煤化、玉门鑫能光

热、甘肃凯迈斯公司医药中间体等 21 个新

建、续建工业项目，分别兑现了奖补资金，

项目建设加速前行。

玉门市建立重大项目市级领导包挂、部门

包抓、专人服务制度，将53个重大项目、6个

前期项目分解落实到 14 名市级领导和 22 个部

门上，一周一调度，集中攻坚解决资金、建

材、用工等难题。

同时，全面落实玉门市招商引资项目前期

手续部门承包代办责任制，大力推行“承诺即

开工、容缺即审批”“网上办”“掌上办”等服

务机制，引导企业从简从快办理项目前期手

续，项目审批时限压缩75%。

上半年，累计交办项目64个，限期办理事

项2548项，按期办结率97.94%。适时调整招商

工作策略，抽调 68 名干部组建 17 个招商工作

组，认真分析研究靶向区域和目标企业，采取

电话、微信、平台招商等方式，广泛搜集企业

信息线索，加强与客商沟通对接，先后组织召

开3场网络签约仪式，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招商

工作不断档，项目引进不断链。

截至6月底，累计对接1730家企业，接待

考察企业 136 批、498 人次，签约合同项目 31

个，签约金额157.42亿元，落实招商引资到位

资金50.27亿元，增长51.4%。记者 余惠玲
通讯员 郭军

本报讯 湖北省竹溪县近年

来坚持内抓扶持培育，外抓招商

引进，以项目建设为支撑，以企

业培育为抓手，以文旅招商为驱

动，不断推进文旅产业发展壮

大，呈现出蓬勃兴起的景象，文

旅产业逐渐成为竹溪经济发展的

重要增长点。

竹溪县编制文旅融合发展规

划和重点文化旅游景区景点的详

细修建性规划，科学指导文化旅

游业发展，积极开展文旅名县创

建。推进国际漆艺村、汇湾贡茶

小镇、偏头山森林公园等文旅康

养项目开发；加速营盘山、黄花

沟、曾家寨等 8 个国家 AAA 级旅

游景区提挡升级；推进桃花岛夯

土小镇、岱王沟等3个景区创建国

家 AAA 级景区；举办桃花岛首游

暨中国药膳康养大会、2020 年中

国楠木湖垂钓大赛暨中国舟钓

（路亚） 公开赛、年货节等重点文

旅活动，不断增强竹溪文化旅游

内在吸引力。

竹溪县全力做好达规未纳统

和即将达规企业的培育、服务工

作，今年重点培育竹溪文旅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竹溪惠航鼎泰印

刷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竹溪福泽

会议培训服务有限公司、竹溪婚

庆服务有限公司、竹溪石板河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等5家文化旅游企

业进规纳限。同时，切实加强政

策宣讲，认真落实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扎实开展“百名干部进百

企”活动，协调解决好企业在经

营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帮助文旅

企业做优做强。

竹溪县委、县政府成立文旅

产业招商领导小组，明确专人负

责招商引资工作，建立文旅招商

引资项目库，制作招商手册，积

极推介、洽谈和引进项目，先后

举行多次招商引资调研座谈会和

网络推介活动，组织湖北中青文

旅康养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飞

狐视觉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来实

地考察，以增强文旅产业的引力。

目前，山泉溪舍国际森林康

养项目、乡趣绿之恋旅游景区特

色文旅产业链建设项目、武陵湖

度假营项目等新招引项目正在有

序推进中。

记者 王莹思
通讯员 张广为

“刺梨是一种野生小灌木，在

山坡、河谷都可以种植，是典型

的‘懒汉庄稼’。”走进贵州省毕

节市七星关区碧海街道西冲社

区，一簇簇刺梨树随风摇曳，社

区党支部书吴长钰正在为远道而

来的广州客人科普刺梨知识。

“这几年，通过政府政策和种

植技术改良，刺梨的产量、经济

价值得到很大提升，社区的刺梨

产业发展红火，村民收入翻了几

番，大家都尝到了种植刺梨的甜

头。”吴长钰认为，一颗小果子不

仅带富了村民、更带火了产业。

现在，西冲社区400多户居民

都种上了刺梨，户均增收 2 万元

以上，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好日子。

以西冲社区为核心的刺梨产

业示范基地是七星关区刺梨产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区委、区政府

精准谋划“532”农业产业发展布

局，大力发展刺梨、茶叶、蔬菜

三大主导产业。其中“532”中

“5”，就是力争用3年时间发展50

万亩刺梨。

七星关区围绕产业选择、培

训农民、技术服务、资金筹措、

组织方式、产销对接、利益联

结、基层党建八要素，刺梨产业

裂变式发展，结出了“高、大、

强”的产业硕果。

为提升刺梨附加值，打造刺

梨产业品牌，七星关区加大招商

引资力度，做好项目培育，先后

引进、培育广药王老吉 （毕节）

刺梨产业有限公司、贵州欣扬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毕节市刺

梨花开农业有限公司、贵州金黔

果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 家刺

梨加工企业，初步形成刺梨加工

产业集聚。

2019 年 加 工 刺 梨 鲜 果 2000

吨，实现年产值 3000 万元。2020

年预计加工刺梨鲜果5000吨，实

现年产值1亿元。

抢抓东西部扶贫协作契机，

七星关区认真贯彻执行广东省贵

州省两省和广州市毕节市两市的

决策部署，主动对接广药王老

吉，积极推动推进广药王老吉刺

梨项目落地，经过10余次对接磋

商，今年 4 月 22 日，七星关区政

府与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 《合作开发刺梨项目协

议书》。第一期改造厂房1万平方

米，新建润喉糖生产车间，力争

今年 9 月底建成投产。第二期根

据广药集团刺梨业务发展需要，

改造或新建榨汁生产线及其他休

闲食品生产线。

七星关区在大力培育刺梨产

业项目中，切实解决企业用地、

用房、用电、用水等项目建设和

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出台扶持政

策，对收购七星关区刺梨鲜果的

刺梨加工企业，给予 500 元/吨的

收购补助，扶持企业加快发展。

七星关区支持贵州欣扬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毕节

刺梨综合开发产业基地项目，企

业已注册“遇见刺梨”品牌，成

功获得“贵州刺梨”公共品牌。

支持贵州金黔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毕节刺梨花开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加大产品研发力度，拓

宽市场，快速发展，目前已研

发生产刺梨发酵酒、刺梨果脯、

刺梨茶等产品。

截至目前，七星关区刺梨种

植面积达28.9万亩，涉及33个乡

镇 街 道 ， 覆 盖 农 户 22827 户 、

90488 人，其中贫困户 2756 户、

10370人。涉及基地有碧海街道西

冲社区、朱昌镇白泥村、放珠镇

法桥村、杨家湾镇开林村等，今

年预计10万亩刺梨可挂果产生收

益，预计刺梨鲜果产量1万吨。

“要以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

为抓手，持续抓好刺梨产业的基

地建设、龙头带动、质量认证、

品牌包装等体系建设，使刺梨产

业发展基础更牢、后劲更足、效

益更好。”七星关区委副书记、区

长胡敬斌在乡镇调研刺梨产业发

展时表示，要将刺梨打造成为生

态惠民、产业富民的好产业、大

产业、强产业。

小果子富了村民火了产业
——贵州毕节七星关区初步形成刺梨加工产业集聚记者 张伟伟

通讯员 王一平 段芳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浦

南镇草舍村，提起李庆良、李存

父子俩“打擂台”忙致富的事，

当地人都津津乐道。李庆良是凭

经验搞番茄种植批发的农民，李

存是靠线上下单，门店取菜的

“网红小哥”。同住一个屋檐下，

在现代农业发展上打起了“擂

台”，父子俩虽然经营理念迥

异，但目标方向一致，得益于好

政策、人努力，他们离小康生活

的目标也越来越近了。

今年 52 岁的李庆良是四邻

八村公认的“能人”。早在2008

年8月，李庆良自觉响应村里号

召，带头承包了一个大棚种植

番 茄 ， 由 于 他 善 钻 研 、 肯 吃

苦，当年就赚了 5000 多元。近

年来，随着当地政府对番茄产

业扶持力度的加大，李庆良的

番茄大棚数量也逐年增加。

2016 年 ， 李 存 辞 掉 了 工

作，回村联系了七八个人，组

成“新农人”队伍，专职从事

农产品网络销售工作。他还注

册 了 “ 袁 大 娘 ” 果 蔬 电 商 公

司，利用抖音、快手、微信等

网络平台，将本村以及周边村

的优质农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到

城里人的餐桌。

2018 年，番茄销售行情不

好，批发价格一降再降。见利

润太薄，番茄收购商也不见了

踪影。守着联排的蔬菜大棚，

李庆良坐在田头一筹莫展。李

存一边安慰着父亲，一边自信

地拍着胸脯说：“大棚里的番

茄，我包销了。”

一个多月时间，李存在城里

的小区开了3家蔬菜直营店和7

个供货点，依靠线上下单、门店

供货的方式，轻松销售6万余斤

番茄。“酒香也怕巷子深，市场

变 了 ， 农 民 种 田 也 该 跟 着 变

了。”李庆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如今，李庆良加入了李存

的团队，父子俩正齐心搭建一

条一头连着田间，一头连着餐

桌的快速销售通道。今年上半

年，团队农产品销售额就达到

近300万元。

记者 王官波

8 月中旬，正是辽宁省铁岭

县田间鲜食玉米收获时节。大甸

子镇英树沟村的村民们正在田垄

间忙碌着，将一棒棒鲜食玉米收

入编织袋中。由于鲜食玉米产值

较高，收益是普通玉米的 3 至 5

倍，种植鲜食玉米已成为当地村

民的一条致富新路。

看着自家丰收的玉米地，村

民陈尊生难掩心中的喜悦之情。

他说：“我从 6 月开始种鲜食玉

米，采用单行、宽垄、覆盖地膜

的种植方式，只用了 50 多天玉

米就成熟上市了。4 亩鲜食玉米

去除人工、成本后，能收入不到

2万元。”

除了自己增加了收入，陈尊

生的鲜食玉米还带动了村民致

富，正在地里干活的村民金广英

表示：“在这采摘玉米1天能收入

100 元，村里还有合作社，我们

扒玉米、收地瓜、摘苏子叶一年

到头活儿不断，1年能收入1万多

元。”

金广英说的合作社是村里创

办的铁岭县家家富农业种植专业

合作社。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

理事长谢广军说：“今年合作社流

转土地 120 亩，种上了苏子、鲜

食玉米、爆粒玉米。在销售方

面，有客商到村里收购，也有电

商销售渠道。鲜食玉米也叫水果

玉米，可以直接生吃，也可煮熟

食用，口感香甜脆爽，十分受消

费者欢迎。今后，我们将吸纳更

多村民入股合作社，带动更多人

通过鲜食玉米等特色农产品致

富。”

鲜食玉米成为村民手中“金棒棒”

父子“打擂台” 齐心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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