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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俊兴 林婷婷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近年来

坚持全域谋划，全力推进乡村振

兴，朝着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

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目标阔

步前行，奋力绘就美丽乡村、美

丽经济、美丽生活的新画卷。

全域治理乡村环境

漫步在枋洋镇径仑村，放眼

望去，原本一排排“素面朝天”

的裸房纷纷穿上“新衣”。“以前

房子周边杂草丛生、垃圾乱堆乱

放，经过一番整治，建成了美观

的纳凉亭、好玩的小公园，老人

和小孩有了休闲的好去处。我们

一家也搬进了敞亮的新居，居住

条件不知比以前好多少。”径仑村

村民蔡建山满脸幸福地说。

径仑村的美丽蝶变，正是长

泰开展农村环境治理、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的生动实践。长泰在打

造美丽乡村样板的同时，注重全

区整体推进，先后制定了 《县域

村庄建设规划》 等区、镇、村三

级全域规划，统筹指导乡村建设

工作，让“一村美”延伸到“连

村美”，进而实现“村村美”。

今年以来，长泰持续建设912

平方公里全域景区，探索“一把

扫帚扫到底”的城乡一体化保洁

模式，不断美化市容村貌。采取

区级补助、镇级配套、金融支

持、村民自筹的方式，加快推动

全区农村裸房整治，力争三年实

现农村无裸房。目前，裸房整治

已签约 5283 栋，占三年任务的

67.5%，动工 3641 栋，完工 2492

栋，居全省前列。

长泰着力解决好基础设施建

设“里子”工程，坚持项目化推

进、精细化治理、社会化参与、

全要素保障，重视并加快推进352

个、总投资 18.93 亿元的区、镇、

村三级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同

时，长泰区还注重精细化治理，

推广“网格化+云平台”智慧村居

治理模式，打造“村村享”乡村

治理综合服务数字化平台，构建

智慧党建、自治法治德治等4个村

级治理标准化体系。

为确保乡村振兴各项任务常

态化落实、长效化保持，长泰建

立了区级履行主体责任、乡镇具

体组织实施、部门具体负责的三

级责任联动体系，推动形成比学

赶超、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全面发展特色产业

走进岩溪镇石铭村，满目苍

翠，看似平平无奇的农田，却藏

着农民们的“金疙瘩”——石铭

芋。近年来，石铭芋不仅获得国

家地理标志、国家绿色食品中心

认证和漳州市知名商标，还辐射

带动了全区及周边县区农户 2000

多户发展槟榔芋，种植面积达1万

亩，年可增加农民收入1.2亿元。

石铭村发展好主打产业的同

时，还积极探索延伸产业链，打

造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林下中草

药材，至今已开发生态、自然中

草药生产基地1万亩，生产名贵中

草药材100多种，带动村民增产增

收。此外，石铭村还建立漳州市

首家村级供销社，为农民提供农

产品流通、技术支持和生产生活

服务。

长泰开展现代农业发展三年

行动，建立省、市、区三级农业

产业园体系，引导特色产品进行

市场运作，并打造陈巷田园风光

等乡镇主题产业，培育特色乡村

产业。同时，突出产业龙头示范

带动，推进长泰花坞里现代农业

产业园等一批特色项目，探索打

造多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型农旅产

业平台，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特

色化的乡村产业发展路子。

花坞里现代农业产业园落户

长泰区古农农场白石作业区之

后，推行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

模式，带动当地就业近200人，创

造农工劳务年收入约 1000 万元，

社区农工实现人均纯收入 3.25 万

元。白石作业区引导群众发展树

葡萄等高优农业种植和虎皮兰等

优质花卉种植，发展形成集农业

休闲旅游、康养、生态为一体的

特色乡村产业。

特色产业的快速发展，让长

泰乡村旅游迎来发展机遇。长泰

整合红色、体育、生态、养生等

资源，让乡村旅游容纳更多新业

态，目前已建设“醉美坂里、清

新丹岩”“田园古村、慢客岩溪”

两条乡村振兴示范线，推动美丽

乡村转化为“美丽经济”。

全力办好惠民实事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长泰全力实施推进十二类16个区

级、55 个镇级为民办实事项目建

设，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 武 安 镇 城 关 的 “ 长 者 食

堂”，老人们围坐在饭桌前正有序

地享用着“爱心午餐”。目前像这

样的长者食堂，长泰区共有12个

村、22 个点，受益老年群众达

2305人。

长 泰 今 年 以 来 采 用 政 府 搭

台、社会资助、村居运营、社会

参与的模式，整合创办“长者食

堂”，为60周岁以上低保、五保、

失能老人以及70周岁以上老人提

供免费膳食服务，同时注重拓展

功能，把“小食堂”建成“大阵

地”，有机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移风易俗等功能。

长泰不仅着力于提升养老服

务水平，还力促医疗卫生、文化

娱乐以及教育等公务服务不断下

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三级阵地建设、志愿服务实现

全覆盖，在着力打造全国试点工

作“长泰样板”；73个基层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全面建设完成，互联

网、广播电视宽带、公共交通等

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农村居

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城市生活，

享受城乡融合福利。

长泰致力于让村民有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奋力谱写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长泰新篇章。

记者 查燕荣 通讯员 米丽·加仑

新疆温宿县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推进

乡村振兴有机结合，形成了“一户一特色”的乡村

振兴“示范户”和“产业一条街”，用心用情用力解

决村民的困难事、烦心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

行走在温宿县柯柯牙镇帕克勒克村干净整洁的

“产业一条街”上，绿荫荫的葡萄架、敞亮的农家小

院、有特色的店面招牌……一幅美丽的乡村景象扑

面而来。

近年来，帕克勒克村依托辖区内帕克勒克草

原，紧紧围绕“天山梦城，山水温宿”的发展理

念，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并将生态发展与脱贫攻坚

有机合起来，引导和安置边境山区吐木秀克镇、博

孜墩乡和塔格拉克牧场游牧民就地定居，基地建成

566套房屋，共有1840人定居。

自2021年起，在温宿县委统筹协调、县直党委

共同参与的工作模式下，帕克勒克村组织28个县直

单位，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结对认领32户游牧民

定居户，根据生产生活特点，教育引导村民用双手

创造幸福生活。

帕克勒克村村民图热甫·尼牙孜以前以放牧为

主，如今做起了老板，在“产业一条街”经营餐饮

店，主要卖拌面、抓饭等。图热甫·尼牙孜说：“以

前收入不稳定，主要打打零工、给别人放牧。现在

乡政府为我们免费提供房屋，县发改委专门安排技

术人员为我们提供服务，自从村里发展旅游后，我

的餐饮店收入很稳定。”

“我们 5月18日开始营业，这个月收入很可观，

我们的干劲更大了。”“一家亲超市”的店主坎巴热汗·阿不都瓦依提喜上

眉梢，“以前我们放牧年收入才3万元，现在光是5月的收入就有1万元”。

温宿县精准施策，制定一户一方案，实现一户一主导产业、户均至

少一人就业，逐步形成“产业示范小组”“产业示范村”，逐步拓宽党建+

旅游+农户的增收致富渠道。

温宿各县直党委自4月以来多次组织技术骨干深入帕克勒克村，持续

开展技术、服务质量等系统化现场培训。村民们也由不会经营、不懂经

营，变为会经营，能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让游客玩得开心并提供

周全的服务。“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温宿县把暖心事办

在群众心坎上。温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刘东文说：“我们从头到尾帮扶到

底，如果有滞销的产品，村民和对口部门联系，他们就会想办法为村民

卖出滞销产品。”

温宿县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动力，

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在真抓实干中践行初心使命，扎实推进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振兴，提升村民的满意度，增强村民的幸福感。

记者 吴昊
通讯员 胡国贵

安徽省桐城市近年来坚持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突出

党建引领，把基层组织优势转化

为助推乡村振兴的资源优势和攻

坚优势，以红色之帆引航乡村振

兴，一幅美丽和谐的乡村振兴新

画卷正徐徐展开。

色彩缤纷的生态园林，花果

飘香的林间小道，绿树掩映的整

齐民居……桐城市嬉子湖镇蟠龙

村这个“高颜值”的小村庄，让

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昔日的穷山

村能够甩掉“穷帽子”、转变为今

日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与村党总

支书记江胜霞数十年来的呕心沥

血密不可分。

村 子 强 不 强 ， 要 看 “ 领 头

羊”；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

桐城市精心实施“头雁培育”工

程，出台 《村党组织书记底线管

理办法》，引导村党组织书记学先

进、争先进、当先进；全面深化

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和

党支部提升行动，着力筑牢红色

堡垒，夯实党建根基。

值得一提的是，桐城市还在

安庆市率先出台扶持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激励工作实施细则，对做

出突出贡献的村两委成员进行物质

和精神激励，一批优秀的“皖美村

支书”竞相涌现，2名村党组织书

记和2名驻村工作队员通过“五方

面人员”选拔进入镇领导班子，

“一池春水”得以有效激活，乡村

振兴的“火车头”跑得更快了。

“ 我 去 年 11 月 份 来 园 区 上

班，月工资大概 5000 多元，订单

多 时 要 加 班 ，工资还会再高一

点，领取的最高工资是 6300 元。”

谈及工资待遇，桐城市凯盛浩丰

有限公司包装工人黄大姐笑意盈

盈。良好的工作环境、丰厚的薪

水，让在这里务工的范岗镇杨安

村村民无不干得起劲、干得踏实。

杨安村村民如今的好光景，

正是桐城市近年来下好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先手棋”的生动缩

影。桐城市审时度势，将发展村

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牛鼻

子”工程，制定下发 《桐城市扶

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管理暂

行办法》 等 3 个文件，全市 207

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均由

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打造了新渡

镇胜圩村、唐湾镇蒋潭村等一批

市级以上扶持村，村集体经济发

展欣欣向荣，如杨安村通过与桐

城市凯盛浩丰有限公司村企共

建，村集体经济每年有望增收 10

万余元。

杨安村党支部负责人说：“如

今，我们通过党建引领、村企共

建，构建起企业健康发展、集体

持续增收、农民不断致富、乡村

全面振兴的新格局，探索出了一

条共同致富路，村党支部有钱办

事了，号召力也更强了。”

在桐城市文昌街道翻身社区西

南安置点，1号楼居民章正理幸福

地说：“这里过去占用的消防通道

畅通了，绿化带、桂花树都保留下

来，中间的菜地变成了停车场，小

区环境整洁，住着很舒服。”

翻身社区的大变样，还要从

社区依托社区党总支+物业党小

组+党员楼栋长的新模式打造的

“红色物业”说起。翻身社区结合

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依托

开明义纪念馆红色党建展厅等载

体、讲好红色故事，设立“群议

堂”，实现点事、提事、议事、决

事、办事、评事“六事”一体

化，组建“暖心社”志愿服务

队、做实暖心服务，建设初心广

场、为安置点居民提供休闲健

身、初心实践等场所……一套党

建引领“组合拳”打下来，打出

了社区居民的幸福感，画好了基

层治理的“同心圆”。

近年来，桐城市积极探索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打

造村民组例会、党群议事会、六

尺巷调解法等一批各具特色、亮

点纷呈的基层治理新样板，构建

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

局，让“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

出社区”的生动图景得以展现。

记者 余惠玲
通讯员 郭军

本报讯 湖北省竹溪县兵营

镇近年来采取支部引领、协会治

村的模式，组建产业、平安、公

益、文教、环保等村民自治协会，

不断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助推基

层治理常态长效、整体提质。

兵营镇按照因地制宜、有利

发展、群众自愿、便于组织、规

模适度的原则，以村为单位组建

村民自治协会，协助村两委抓好

村级管理。协会组织在村党组织

的领导和村民委员会的指导下，

代表村民对辖区内的公共事务开

展民主议事、民主协商、民主管

理和民主监督，搭建起村党支

部+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协会+

农户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兵营镇通过户院会、群众

会、村民代表会深入开展讨论，

健全完善来自群众、服务群众、

管理群众的村规民约。激发农村

老党员、老教师、老军人、老模

范、老干部的“五老”人才资源

作用，有效强化村民自治、协会

共管的作用。

在推动协会治村过程中，兵

营镇明确每名村干部联系一个协

会组织，每个协会成员按照协会

职能职责负责包联农户，形成村

干部联系协会、协会包联到人的

利益协同机制。同时建立“一会

三公开一报告”制度，即村民自

治协会商议、决议结果、实施方

案、办理结果向群众公开，重大

事项向村两委报告，确保协会组

织制度完善、运行规范。

截至目前，兵营镇16村已成

立51个村民自治协会，339名协会

成员全部参与到村级管理工作中。

记者 张伟伟
通讯员 子夏

本报讯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

区郑集镇石楼村高集小组的水田

里，只见插秧机在水田里穿梭，

机过处留下一排排翠绿的秧苗。

在田头，种植户房小丽一边

忙补秧苗一边介绍：“自从有了机

插秧，真是省时又省力，家里10.6

亩水稻，不到一上午就全部插完

了。以前这10多亩水稻，怎么说

也得干一个星期，忙得腰酸腿疼。”

在大杜楼村村后，种植大户

周立正在开着拖拉机，带水耙

地。周立介绍，自己承包 380 亩

地，自己育秧，也帮周围的村民

育秧，一托盘5元钱，整个育苗过

程村民无需过问。周立说，他进

行机插秧育苗已经 5 年了，每亩

地用16斤稻种，种子总共48元，

打了3遍药，大约30多元，机插秧

每亩地60元，所有费用加起来差

不多160元，一亩地就省下了100

元，380亩地节省成本近3.8万元。

郑集镇农技中心崔明继主任

介绍，郑集镇已经基本实现了机

插秧代替手工插秧。去年，机插

秧亩产大约 650 公斤，手工插秧

才 580 公斤，一亩地多产水稻 70

公斤，并且病虫害少，整个管理

过程中至少少用一遍农药，大约

可以节省成本150元。

郑集镇今年共添置23台插秧

机，全镇共有插秧机88台。郑集

镇共有水稻种植面积 4.5 万亩，

大约4.23万亩为机插秧，机插秧

率达到了94%。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小路口镇近年来沿公路两旁建起40多个

木业加工点，优质板皮销往济南、广州、深圳、上海等省市，共计

有6000名农民“牵手”木板加工业，走上了致富之路。图为小路

口镇农民晾晒板皮。

通讯员 杨玉建摄

筑牢红色堡垒 凝聚振兴合力
——安徽省桐城市以党建引领壮大村集体经济提升群众生活质量

湖北竹溪县兵营镇协会治村助推基层治理

江苏徐州铜山区郑集镇机插秧率超九成

乡村“高颜值” 产业“加速度”
——福建漳州长泰区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办好惠民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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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戚原
通讯员 王琴

本报讯 日前，中国品牌建

设促进会发布2021中国品牌价值

评价结果通知书，经审定，地理

标志区域品牌丹棱桔橙第五次登

上中国品牌价值百强榜，品牌强

度为 831，品牌价值为 50.65 亿

元，比去年增加2.4亿元。

丹棱县有“中国桔橙之乡”

之称，是全国最大不知火生产基

地，也是眉山春橘的核心产区。

截至目前，丹棱县以“不知火”

为主的优质晚熟柑桔面积 18 万

亩，总产值30亿元，产值占农业

总产值的 70%以上，从业果农达

8万余人。

今年以来，丹棱县为了继续

壮大桔橙这项首位产业，做强农

业，推动柑橘品种更新换代，并

首次为桔橙专家大院进行揭牌，

布局了全国首个晚熟柑橘交易服

务中心。同时，为了做强丹棱桔

橙品牌，扩展桔橙销售渠道，丹

棱今年首次到浙江省杭州市，举

行四川·丹棱对接长三角“美丽

经济”发展促进会暨丹棱不知火

推介会，开启丹棱桔橙全新领域

的新征程。

下一步，丹棱县也将继续因

地制宜，坚持以质量兴农、效益

优先、绿色导向为主线，以实现

农 民 就 业 增 收 为 核 心 ， 标 准

化 、 规 模 化 、 商 品 化 、 品 牌

化、信息化“五化”并进，引

导优势产业合理布局，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推进

桔橙产业基地建设，力争将丹

棱县打造成为技术最精准、管理

最精细、服务最精心的全国现代

农业发展精品典范。

四川“丹棱桔橙”品牌再登中国品牌价值百强榜

长泰区岩溪镇村民在采摘芦柑 通讯员 林少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