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以推动农业高

质高效为主线、以促进乡村宜居宜业为

重点、以实现农民富裕富足为核心，围绕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 5个方面，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00亿

元，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到 33977 元、

17512元。

坚 持 把 产 业 振 兴 作 为 乡 村 振 兴

的 基 础 ，全 力 推 进 奶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奶牛存栏达 19.8 万头，生鲜乳质

量高于欧盟标准。奶牛肉牛养殖基

地 吸 纳 劳 动 力 就 业 4800 人 ，人 均 月

增 收 3500 元 ，奶 产 业 全 产 业 链 产 值

达 到 200 亿 元 。 发 展 设 施 果 蔬 等 富

民产业，特色农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的 91%。

坚 持 以 环 境 美 、田 园 美 、村 庄

美、庭院美为目标，持续推进现代化

生 态 灌 区 建 设 ，建 成 高 标 准 基 本 农

田 49.8 万亩。改造老旧小区 144 个，

建成特色小城镇 4 个、美丽宜居村庄

48 个。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行动，改造农村危房 2736 户，完

成 农 村 改 厕 4.5 万 户 ，建 成 7 条 生 态

廊道。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持续推进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试点，广泛开展最美利通人等

评 选 活 动 ，连 续 16 年 举 办 社 区 邻 居

节，涌现出“七一勋章”、第八届全国道

德模范获得者王兰花。

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

理、源头治理，常态化开展“法律八进”

等普法活动。探索建立乡村治理积分

管理制度，创新开展“葡萄架下传精神”

等特色宣讲活动，构建自治、法治、德治

融合互促的基层治理体系。

坚持每年将 85%以上的财力用于

发展民生事业，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提升。 11 个贫困村 1827
户 7556 人全部脱贫，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 4%以内。

利通区将紧盯目标埋头苦干、牢

记使命勇毅前行，为努力建设先行区、

继续建设美丽新宁夏作出贡献。

围绕五个方面 推进乡村振兴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区长 宋 喜

河 北 省 滦 平 县 位 于“ 首 都 水 源

涵养功能区”和“京津冀生态环境支

撑区”的最前沿，是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 示 范 区 。 在 脱 贫 攻 坚 战 中 ，滦 平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在 守 护 绿 水 青 山 中 换 来 了 金 山

银 山 ，在 推 动 绿 色 发 展 中 迈 向 了 全

面小康。滦平县委荣获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滦平产业扶贫经验获

评 2020 中 国 品 牌 论 坛“ 精 准 扶 贫 优

秀案例”。

今年以来，滦平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以乡村振兴统揽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借力区位优势，盘活自然资

源，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一条具有滦平

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

依 托 燕 山 中 药 材 核 心 经 济 示 范

区，按照“中医农业、中药产业、健康营

养套餐、功能食品”理念，对接北京知

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中药材北

方研发基地、育种实验基地等八大基

地，发展“中药材+”产业，形成了赏药

花、喝药茶、品药膳、沐药浴、逛药市、

看药戏的中药材全产业链模式，带动

了中药游、康养游、研学游等业态繁荣

发展，拓宽了百姓家门口增收致富防

返贫路径。

依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金山岭段

试点建设，引导发展全域旅游。着力

盘活闲置土地、房屋等资源，大力发展

特色民宿、休闲采摘等乡村旅游产业，

吸引了大量来自北京等地的游客，百

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依托“全国普通话体验区”和周台

子“全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等名

片，打造标准普通话体验中心、培训中

心、测试中心、发证中心，建设面向全

国的乡村振兴学院，引来全国各地的

研学培训团队，为乡村振兴扬了名气、

聚了人气、留了财气、活了商气。

未来，滦平将借势借力京津冀协

同发展，努力在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上，

再谱新的篇章、再创新的辉煌。

盘活自然资源 发展特色产业
河北省滦平县委书记 高浚力

河南省虞城县原为国家级贫困

县，在人民日报社 27 年对口帮扶中，9
批 14 位报社优秀干部挂职帮扶，助力

虞城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近年来，虞城县以党的

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抢

抓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机遇。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持脱贫户

持续增收，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在

教育、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问题得到

保障的基础上，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治

理工作，持续“丰绿增水”。全面加强

农村公路养护工作，农村公路通村入

组工程项目建设完成率 98%。

培育发展主导产业。坚持“以大

带小、以小育大、以新促转”原则，塑造

优质品牌，壮大产业规模，培育产业集

群，建成了河南省第三家保税物流中

心、苏鲁豫皖接合部规模最大的电镀

生态园、食品工业园，形成了装备制

造、食品加工、服装纺织 3 个百亿级产

业集群。

着力保障民生事业。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让民生改善成为衡量发展的

第一标准。截至目前，城镇新增就业

完成 7924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完

成 11824 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 32
所。着力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发放低

保资金 7535 万元，特困救助金 3083 万

元。持续改善医疗服务，搭建“三级诊

疗”信息网络平台，实现了医疗机构和

村卫生室全覆盖。投资 2000 万元改

造提升 21 所乡镇敬老院，建成 19 所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投资 1500 万元建设

两所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虞城将立足新发展阶

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

的，把乡村振兴的蓝图变成现实，书写

新时代的虞城答卷。

巩固脱贫成果 着力保障民生
河南省虞城县县长 孙 虎

四川省绵竹市抢抓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发展战略机遇，坚持农业

是根、文化是魂、旅游是路的理念，统

筹推进农文旅融合，加快构建现代乡

村产业体系，“一镇一业、一村一品、一

路一景”的全域乡村振兴格局正在加

速形成。

深化“农村+旅游”。串联特色小

镇、农业园区、生态社区，集合旅游景

点、特色民宿、农家小院，实施 600 公里

田园绿道项目等旅游基础设施，做优做

美“画境绵竹”品牌。以绵竹熊猫谷和

玫瑰谷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规划纲要》为契机，加快建设中国熊猫

谷、中国玫瑰谷、天府冰雪世界等重大

文旅项目，打造年画里、九龙里、清平里

等一批乡村旅游综合体，实现以农造

景、以景带旅、以旅促农的农旅融合格

局。今年前三季度，接待游客突破 8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近 90亿元。

拓展“农业+空间”。按照“乡村

振兴示范点+农业园区+生态社区”模

式，高标准提升改造农村基础设施，高

质量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培育出

粮油、生猪、猕猴桃、玫瑰、早熟梨、茶

叶六大现代农业园区，形成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格局。建成大熊猫国家公园

科普宣教中心、旅游观光小火车、矿工

创业社区、帐篷营地等旅游项目，探索

出一条“矿区变景区、家园变花园、颜

值变产值”的转型发展路子。

坚持“农耕+文创”。挖掘以年俗

为代表的绵竹农耕文化底蕴价值，全

力打造年文化体验及度假目的地、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示范

地。形成文创社区等年画组织 40 余

家、年画作坊 20 余家，相继推出“绵妹

妹”“竹娃娃”等具有本土特色的年文

化产品。孝德镇、年画村和年画布艺

产品上榜首批天府旅游名镇、名村、名

品，年画村成为首批四川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

抢抓发展机遇 实现农旅融合
四川省绵竹市委副书记、绵竹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孙 武

南京国家农创中心是农业农村部

批复建设的全国首家、华东地区唯一

一家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科创中心，

是以创新研发为基础，以产业技术孵

化、产业化为重点的全域性开放共享

创新创业平台，走出了一条科技与产

业融合发展的创新之路。

在载体平台上下功夫。建设 63
万平方米各类办公载体，建成共享实

验室、大数据中心，布局 1000 亩孵化

展示基地，与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汤

泉农场开展协同发展，形成办公、实

验、中试一体化。

在科研平台上做文章。引入江苏

省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等省部级平台

15 个，成功申建 4 个农业农村部重点

实验室，建设江苏南繁科技成果转化

中心、江苏生物种业产业创新中心，为

科技创新提供平台支撑。

在体制机制上求创新。建立专家

咨询委员会，创设部省市联席会议机

制，成立科创投资集团促进国有资产、

社会资本、创新资源联动合作。

在创新生态上出实招。成立 17.8
亿元的农业科创基金，实施“上市公

司、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分层培育计划，全方位助力创新

创业。

经过 3 年多的发展，南京国家农

创中心建成农业高端人才集聚区，与

10 余所科研院所建立广泛合作关系，

引 进 各 类 高 端 人 才 团 队 超 过 50 个 ，

打造农业院士集群式创新基地；建成

农业科技企业集聚区，培育和引进农

业科技企业超过 100 家；建成农业科

技活动集聚区，举办中国农业农村科

技发展高峰论坛、全国生物种业创新

发展论坛等活动 100 余场；建成农业

创新成果集聚区，入驻项目累计申报

专 利 227 件 。 数 十 家 入 园 企 业 的 科

技 成 果 在 全 国 10 多 个 省 份 推 广

应用。

使命在肩、初心不改。南京国家

农创中心将继续推动农业科技与产业

紧密融合，为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和

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的翅膀。

建设农业硅谷 推动成果转化
南京国家农创中心党工委书记 周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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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河南省虞城县城郊乡郭土楼村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改造废旧坑塘，已

成为乡村旅游景点。 冯尚文摄

图②：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改造后的白寺滩村碧玉广场。

资料图片

图③：专家在河北省滦平县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区开展种植繁育培训。

资料图片

图④：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我的田园”田园综合体。 白桂斌摄

图⑤：南京国家农创中心。 资料图片

图⑥：四川省绵竹市年画村一角。 周乐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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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从四川成都青白江区出

发、开往波兰的中欧班列开通，如今已

经建成连接泛欧泛亚的陆海联运枢

纽 ，配 套 了 铁 路 口 岸 、海 关 等 服 务 。

2020 年中欧班列（成渝）开行超 5000
列，今年 1 至 10 月开行 4234 列，被誉

为“铁轨上的丝绸之路”。

青白江区充分发挥成都国际铁路

港口岸优势，推动农业开放合作和国

际贸易平台建设，让内陆农产品通过

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发往欧洲市场，

包括水果、茶叶、花木等，同时也把欧

洲商品运回内地。探索“出口贸易在

港区、生产基地在市州”区域联动发展

模式，规划建设了国家商品展示馆、中

智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园等项目，成功

举办成都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论坛、中

国—中东欧农业国际合作大会等活

动，与内陆地区 60 余个市州、区县达成

“蓉欧+基地”合作模式。2020 年，通过

中欧班列进出口的农副产品达 74 万余

吨，进出口货值 4.3亿美元。

良好的通道优势，也提升了青白

江区的发展条件，吸引众多优秀企业

来发展。第一产业方面，着力发展标

准化种养，不少大规模的粮油、种业、

水果基地已经建成投产。第二产业

方面，引进益海嘉里、九三集团、丰科

国 际 等 产 业 龙 头 企 业 41 家 ，形 成 粮

油、水果、食品、食用菌四大精深加工

产业集群。第三产业方面，规划建设

100 平方公里农业对外开放合作示范

园区，引进盒马鲜生、远洋国际、ESR
（易商）等大型农产品贸易物流企业

118 家，真正形成了集生产、加工、物

流 、销 售 于 一 体 的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体

系 ，初 步 构 建 起 农 业 开 放 合 作 的 生

态圈。

以开放促振兴的农业发展道路，不

仅推动了青白江区农业发展，更服务了

全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让“铁轨上的

丝绸之路”成为内陆乡村的振兴之路。

以开放促振兴 带动共同富裕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乡村振兴推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 罗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