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脱 贫 攻 坚 取 得 胜 利

后 ，要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这 是

“ 三 农 ”工 作 重 心 的 历 史 性 转 移 。

当 前 ，脱 贫 地 区 正 努 力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做 好 同 乡 村 振 兴 的 有

效 衔 接 。 乡 村 振 兴 关 键 是 产 业 振

兴 ，如 何 进 一 步 夯 实 产 业 基 础 ，如

何 改 善 基 础 设 施 条 件 ，如 何 提 升 社

会 化 服 务 水 平 ？ 本 报 记 者 深 入 脱

贫 地 区 ，观 察 脱 贫 乡 村 的 产 业 振 兴

实 践 。

■乡村振兴怎么干①R

政策不断档，持续补
短板，脱贫产业后劲足

一大早，河南省兰考县葡萄架乡杜寨村就

热闹起来：一辆辆货车在地头排起了长队，村

党支部书记李永建招呼着乡亲们把一筐筐蜜

瓜从大棚里往外搬，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们

赶忙称重、装车，当起了义务卖瓜员。

“今年预计出棚 300 万斤瓜，产值能超 480
万元！”李永建说着笑得合不拢嘴。

夏季卖瓜忙，忙碌的不止杜寨村的乡亲

们。如今，兰考全县种植蜜瓜 3 万亩，遍布 10
个乡镇 117 个村，有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标签，

这里的蜜瓜成了抢手货。

蜜瓜甜自苦心栽。蜜瓜产业是兰考脱贫

攻坚期间培育起来的新产业。“2017 年，我去参

加省农科院的一次专家讲座，听到专家研发新

的甜瓜品种，就想着报名试种一下。”说到产业

起步，李永建眼里闪着光。

说干就干，会后没多久李永建就和村干部

从农科院拉回 2000 多株瓜苗，用塑料薄膜搭起

简易窝棚，杜寨村第一个“蜜瓜大棚”诞生了。

第一棚瓜出来，乡亲们切开蜜瓜一尝，意想不

到的甜。

“这里土质半沙半淤，适宜种瓜，甜度高达

20！”李永建请来专家把脉，发现试种的蜜瓜品

质有优势。

兰考县把蜜瓜作为重点产业打造。学技

术、办贷款，如今杜寨村发展大棚 475 座，170
余名脱贫户在蜜瓜产业园务工，每人每天收

入 60 元 。 小 蜜 瓜 成 了 乡 亲 们 脱 贫 奔 小 康 的

“甜蜜果”。

蜜瓜产业如何继续“长大”？“村里 28 眼井，

只有 4眼水质好，其他都是盐碱水。对蜜瓜产业

来说，解决灌溉问题才是长久之计。”今年 3月，李

永建在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的座谈会上建议。

“水质问题有办法。建蓄水池，引黄河水，

蜜瓜‘喝上甜水’不是难事！”县水利局驻杜寨

村工作队队长程文亮现场给出解决方案。

会后，工作队联系相关部门，申请 50 万元

的项目资金，专门为杜寨村升级水利设施。

“推动脱贫产业发展壮大，才能带动脱贫

群众持续增收、逐步致富。”中国农业大学农

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各地要在完善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

流设施上加大投入，畅通从田间到餐桌的“最

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确保农产品产得

出、卖得好。

扶持蜜瓜产业，各项政策给力。为解决灌

溉问题，一座长 10 米、宽 16 米的蓄水池落户杜

寨村；为解决蜜瓜保鲜问题，全县建设冷鲜库

199 座，可储瓜 4750 吨；为研发新技术，两座智

能化温室拔地而起，省农科院专家研发新品

种，让蜜瓜长出“科技范”。

“政策不断档，产业有后劲。今年我们还

准备扩建 600 亩大棚，让杜寨变成富裕的‘蜜瓜

村’。”李永建眼中满是憧憬。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农民分享更多增值
收益

走进河北省巨鹿县堤村乡前堤村，空气中弥

漫着清香，家家户户忙着烘干刚采摘的金银花。

“靠着新建成的智能烘干设备，烘干成本

降低 2/3，还能收集金银花露。”河北省金银花

协会会长郭清辉说。

巨鹿县金银花种植面积 13 万亩，年产值

12 亿元，辐射带动 4 万多农户。然而，由于花

期集中，每年收获时节总有不少农民犯愁：烘

干效率低，品质不稳定，收入上不去。

“以前金银花干制靠晾晒，看天气，或者靠

木炭烘干，色泽、药性不稳定，卖不上价钱。”55
岁 的 前 堤 村 村 民 骆 玉 群 回 忆 ，“ 一 亩 地 能 产

1000 多斤湿花，靠传统烘干，全家老小一起忙

活，还经常赶不上趟。”

“做大乡村产业要从全产业链入手。”郭清

辉认为，现在人们对健康需求愈发旺盛，金银

花在食品、制药、日用化工等领域广泛应用，

“不管如何变身，金银花的采后干制是产业链

条上的重要环节。”

为了破解难题，县里联系科研机构在烘干

环节发力，采用空气能热泵烘干，智能烘干房

一天就能消化 16 亩金银花。“用上物联网，手机

能控制温度湿度，金银花品质好，价格高。”骆

玉群把采摘的 3000 多斤湿花送进烘干房，节本

增收 10%。

走进河北旺泉饮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

瓶瓶“金银花水”排列整齐，正由工人打包，送

上货车外运。“把花变成水”，是公司负责人姜

孟杰的主意。

姜孟杰调研发现，当地金银花种植面积大，

原材料充足优质。然而，不少农民选择采摘鲜

花直接售卖。“如果能做好深加工，金银花的增

值空间一下就能打开。”经过专家论证，政府支

持，姜孟杰的厂房正式投产。目前，企业研发金

银花水等 6种产品，年生产能力达到 6000吨。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才能把特色

做 成 优 势 ，让 乡 村 产 业 更 富 民 。”朱 启 臻 说 ，

提 升 乡 村 产 业 链 现 代 化 水 平 ，要 立 足 特 色 ，

布局初加工和精深加工，通过龙头企业带动

合 作 社 、家 庭 农 场 等 新 型 经 营 主 体 ，推 广 一

体 化 经 营 、标 准 化 生 产 ，让 农 民 更 多 分 享 产

业增值收益。

巨鹿县大力培育龙头企业，目前有旺泉饮

品、卉源公司等金银花深加工企业 30 多家，开

发出中药材食品、花茶、饮料等产品 30 多个。

凭借科技创新，金银花还变身为化妆品，“身

价”翻了几番。

“ 金 银 花 水 ，解 渴 不 上 火 ！ 去 年 光 网 上

销 售 额 就 达 500 万 元 。”谈 到 将 来 ，姜 孟 杰

信 心 满 满 ，“ 除 了 金 银 花 ，红 杏 、枸 杞 也 能 在

家 门 口 卖 上 好 价 钱 。 我 们 的 产 品 年 生 产 规

模 300 余 万 箱 ，需 要 枸 杞 80 吨 ，金 银 花 40
吨 ，红 杏 520 吨 ，一 定 能 带 动 更 多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

乡村聚人气，产业添
动 力 ，农 旅 融 合 跑 出 加
速度

正值暑期，山东省嘉祥县金屯镇司许赵

村的玫瑰园又迎来一批客人。“眼下大中小学

放假了，孩子们研学游异常火爆。”玫瑰园负

责人王心刚看着村里游客越来越多，又张罗

起玫瑰饼手工制作工坊，带着孩子们体验“吃

玫瑰”。

每年 5 月至 6 月是玫瑰的盛花期，也是村里

最热闹的时候。百亩玫瑰园娇艳欲滴，连片花

海，吸引游客闻香而来。盛花期也是用工高峰

期，100多个乡亲在这打工。“家门口摘花，一天能

挣 80多块钱。”66岁的穆大启靠这“新营生”顺利

脱贫。

说起种玫瑰，王心刚有一肚子话：“最初我

在济宁市开了婚纱影楼，拍婚纱照总要租借花

海，要是有自己的花海就好了！”

建花海，既能当拍摄基地，又能发展休闲

观光。村干部助力王心刚返乡“圆梦”，县里在

技术上给予支持，王心刚牵头成立合作社，带

动乡亲种起了玫瑰。

如今，司许赵村种植的玫瑰品种有几十

个，一条由玫瑰花丛构成的“拾花长廊”成为网

红打卡地。这里既卖风景也卖产品，合作社的

玫瑰茶、玫瑰花酱等产品销往各地。为了让玫

瑰园“四季有花”，最近王心刚在村里选址，准

备建 2000 平方米恒温花房。

“村里有了年轻人，产业发展有希望。”司

许赵村党支部书记司传兴说，现在全村有 220
亩玫瑰，一亩收益 4500 多元。“下一步，村里通

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方式，发展壮大产

业，让玫瑰花成为更多乡亲的致富花。”

“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离不开新型职业农

民的带动作用。”朱启臻说，去年全国返乡入

乡创新创业人员达 1010 万人，在乡创新创业

人员 3000 多万人，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

展。下一步，要在推动乡村宜居宜业上持续

用力，加快培育高素质农民，为返乡创业能人

搭好发展平台，“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

着农民赚”。

促进农旅融合，王心刚又在探索“花下经

济”。“玫瑰丛下适度放养鸡、鸭、鹅，家禽除杂

草、捉虫子，杂草及花瓣变成优质饲料，产出的

‘玫瑰蛋’成了畅销货。”王心刚说。现在村里开

了不少农家乐，“玫瑰花炒鸡蛋”成了招牌菜，新

开发的“玫瑰宴”需要提前几天预定。

“从卖产品到卖风景，乡村旅游火爆拉动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嘉 祥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局 长 李

养华说，嘉祥农村的特色产业、农耕民宿，观

光 采 摘 、科 普 教 育 等 成 为 不 少 乡 亲 们 的 新

“ 饭 碗 ”。 下 一 步 ，打 算 完 善 民 宿 、农 家 乐 规

范化管理，让旺盛的人气转化为产业富民的

新动能。

左上图：近日，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芦溪镇

稻田绿意盎然，丰收在望。

王 强摄（人民视觉）

产业提档升级 致富更有底气
本报记者 常 钦

■话说新农村R

把小麦机收损失率降低 1 个
百分点，全国就能增产粮食 25 亿
斤以上。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
增产与减损并行，全链条减损，让
粮食颗粒归仓，我们一定能把饭
碗端得更牢更稳

“不比收得快，看谁丢损少。”今年麦收期

间，安徽省怀远县徐圩乡盛世兴农农机合作

社的农机手尚林庆，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机收“大比武”。凭借新式农机和多年经验，

尚林庆取得了“损失率低于 6‰，每亩地多收

40 斤 ”的 好 成 绩 。“ 合 作 社 种 了 1.212 万 亩 小

麦，按照机收每亩减损 40 斤算，能增产 48 万

多斤、增收 50 多万元，产后减损就是增产增收

啊！”尚林庆感叹。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小麦收获要经

过农民数月劳作，闯过春寒、倒伏、病虫害等多

重关口。为保障粮食安全，全国上下重农抓

粮，广大农民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与汗水。然

而，保障粮食安全，除了种植环节下大力气促

进增产，做好产后减损同样重要。据测算，把

小麦机收损失率降低 1 个百分点，全国就能增

产 25 亿斤以上，潜力非常可观。

产后减损是个系统工程，要从田间到餐桌全

链条发力。粮食成熟后，还要经过收获、运输、储

存、加工、流通等诸多环节，才能到达消费者的餐

桌，任何一个环节的“跑冒滴漏”都会造成不小的

损失浪费。这就要求全链条协同发力，共同把好

产后减损关。

看收获环节，今年各地提前升级农业机

械 、做 好 机 手 培 训 ，广 泛 开 展 机 收 减 损 技 能

大比武，取得了不错的节粮减损实效。看储

粮环节，近年来我国推广建设了约 1000 万套

储 粮 新 装 具 ，将 农 户 储 粮 损 失 率 由 8% 降 至

2%以 下 ；通 过 建 设 智 慧 粮 库 ，广 泛 应 用 机 械

通 风 、谷 物 冷 却 、环 流 熏 蒸 、粮 情 测 控“ 四 合

一 ”储 粮 新 技 术 ，国 有 粮 食 储 备 仓 库 综 合 损

失率降至 1%以内。看运输环节，一些地方通

过散装散存流转，使粮食运输损耗率下降了

3 个 百 分 点 。 看 加 工 环 节 ，一 些 企 业 采 用 稻

米柔性加工等技术，有效减少了粮食加工过

程 的 损 失 浪 费 ，提 升 了 粮 食 商 品 品 质 ，一 些

企 业 挖 掘 麦 胚 、米 糠 、豆 粕 、大 豆 蛋 白 、大 米

蛋白等综合利用潜力，有效提升了粮食利用

效率。

事 实 证 明 ，做 好 产 后 全 链 条 、系 统 化 管

理 ，减 少 粮 食 损 失 ，效 果 不 错 、潜 力 不 小 。

节 粮 减 损 相 当 于 多 耕 种 了 一 块 块“ 无 形 的

良 田 ”，粮 农 尝 到 了 增 产 又 增 收 的 甜 头 ，积

极 性 很 高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产 后 减 损 中 ，

提 升 社 会 化 服 务 能 力 是 一 个 关 键 。 相 对 于

单 个 农 户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的 收 割 农 机 、储

粮 设 施 、运 输 工 具 都 比 较 好 ，收 粮 、储 粮 技

术 也 比 较 高 。 不 少 地 方 建 设 粮 食 产 后 服 务

中 心 ，通 过 为 农 民 代 清 理 、代 干 燥 、代 储

存 、代 加 工 、代 销 售 等 一 条 龙 服 务 ，充 分 发

挥 了 促 进 粮 食 产 业 提 档 升 级 和 减 少 损 失 的

作 用 。

今后，还要继续完善政策措施，配套设施

建设，强化科技创新，各环节协同发力，推进产

后节粮减损工作再上新台阶。对于提升社会

化服务而言，要规范管理，提升其服务带动普

通农户的能力，也要通过完善机具设备补贴等

政策措施，支持其发展壮大，带动更多小农户

融入高效集约的产后减损链条，解决他们“丰

收后的烦恼”。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坚持开源与节流

并 重 ，增 产 与 减 损 并 行 ，全 链 条 减 损 ，让 粮

食 颗 粒 归 仓 ，我 们 就 能 把 中 国 饭 碗 端 得 更

牢更稳。

全链条减损，让粮食颗粒归仓
晓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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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根 旺 在 珠 海 斗

门 区 莲 洲 镇 莲 江 村 开

着一间铺子叫“旺记凉

茶”，“我以前在外面做

凉茶，后来看到村子环

境变美了，我就回来开

了这间铺子，卖特色凉

茶，一个周末有好几百

块收入！”

郁郁葱葱的田园，

山水相拥的风光，生机

勃 勃 的 业 态 。 广 东 省

珠海市打破“一城一域

一 地 ”限 制 ，努 力 把 乡

村 建 成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休闲旅游、寻找乡愁的

依托，建成都市人的精

神家园，打造与现代化

国 际 化 城 市 相 匹 配 的

美丽乡村。

用绣花
功夫“绣”出
最美庭院

一 条 清 澈 的 河 涌

上 架 着 一 座 淡 黄 色 的

拱 桥 。 登 桥 远 望 ，目

之所及，水网密布，竹

林 摇 曳 。 这 里 就 是 珠

海 市 金 湾 区 红 旗 镇 三

板村，2019 年荣获“全

国 乡 村 治 理 示 范 村 ”

称号。

“ 近 几 年 ，我 们 对

河 岸 实 施 综 合 治 理 ，

恢 复 了 河 堤 原 本 的 生

态和景观功能。”红旗

镇 镇 长 王 军 介 绍 ，为

了 改 善 农 村 人 居 环

境，红旗镇整治建筑面积近 15 万平方米。

珠海市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 略 的 一 场 硬 仗 来 打 ：硬 化 道 路 全 通 达 ，公 交 线 路

村 村 通 ，生 活 垃 圾 和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基 本 覆 盖 行 政

村 ，标 准 化 公 厕 改 造 持 续 推 进 ，垃 圾 收 集 点 布 局 不

断完善。

沿着三板河走过幸福桥，就来到了沙脊村。一个

个“美丽庭院”把沙脊村装点得格外恬静休闲。仔细

看，乡村小道两旁的小楼里外，竟然打理得像一个个微

型园林。

“我们加强培训，组织最美庭院比赛，今年已经是

第三届了。”珠海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促进科科

长陈骏说。

用绣花功夫“绣”出最美庭院。去年以来，珠海

市创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聘请第三方机构进村入

户 开 展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验 收 。 梳 理 厕 所 、垃 圾 、

污 水 等 各 类 问 题 ，借 助 大 数 据 和 信 息 化 手 段 ，建 立

问题台账。 2020 年采集问题 1.4 万多个并全部完成

整改。

家门口有景看、有活干、有
钱赚

珠 海 凤 凰 山 脚 下 的 会 同 古 村 ，已 有 两 三 百 年

的 历 史 。 村 里 既 有 古 宅 ，也 有 现 代 建 筑 。 村 落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是 基 础 工 作 ，如 何 激 发 古 村 活 力 则 是

关 键 。 会 同 社 区 党 委 第 一 支 部 书 记 、会 同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社 社 长 莫 瑛 说 ：“ 会 同 古 村 周 边 有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珠 海 校 区 等 3 所 高 校 ，从 2015 年 开 始 ，我 们 围

绕 高 校 学 生 需 求 ，向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乡 村 小 镇 方 向

发 展 。”

社区和校园融合发展，让古村焕发出创业新活

力 。“ 我 2012 年 刚 入 学 的 时 候 ，村 子 只 有 20 多 户

人 。”今 年 26 岁 的 林 鸿 是 珠 海 市 蜜 蜂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的 联 合 创 始 人 ，“ 我 们 看 好 联 合 办 公 空 间 ，今 年 已

经有 10 万平方米的管理面积了。”

对于林鸿来说，会同古村的土壤是培植他创业

梦想的起点。“当时我们 10 多个同学，经常在会同村

子里讨论。古色古香的村落，给了我们不少创意和

灵感。”

高校来了，古村大变样。“村校共建，盘活土地资

源，集体经济每年增收 350 万元。”会同股份经济合作

社社员莫朝荣说，村里还建了饮食街，整合古村古建筑

资源，开展乡村特色旅游，带动岭南古村和大学小镇融

合发展。

走进莲江村，一栋栋青砖灰瓦、朴素淡雅的农居映

入眼帘。

“这岭南风格、黄杨风貌的建筑外墙，是村民一户

一票选出来的。我们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充分挖

掘特色乡村建筑元素，引导农房外立面改造和建筑风

格统一。”莲洲镇相关负责人说。

莲洲镇石龙村村民李悦强说：“现在村子里发展乡

村旅游，陆陆续续有 200 多人回村了。”

近年来，珠海市将乡村产业发展融入粤港澳大

湾 区 发 展 战 略 ，发 展 美 丽 经 济 ，打 造 湾 区 乡 村 旅 游

目的地。

“以美丽乡村撬动美丽经济，带动村民参与旅游

就业、创业，促进村民劳务性收入水平提高，莲洲镇

累计带动 368 名村民年人均增收约 4.2 万元，让农民

在家门口有景看、有活干、有钱赚。”斗门区委农办相

关负责人说。

据 统 计 ，珠 海 市 2019 年 接 待 乡 村 旅 游 游 客 超

1000 万 人 次 ，乡 村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超 20 亿 元 。 2020
年 接 待 乡 村 旅 游 游 客 超 500 万 人 次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约 13 亿 元 ，有 力 促 进 了 乡 村 旅 游 和 休 闲 观 光 农 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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