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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产需对接，强化
利益联结，土豆变成了
“金豆”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京一根食品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中，一车车马铃

薯变成一袋袋淀粉，再经过打浆、熟化等工

序，制成半熟鲜湿粉条，定型后包装发货。公

司负责人尹兴华说，“马铃薯变身即食粉条，

通过订单销往全国各地，身价提升一大截。”

粉条产业能长多大？尹兴华算过一笔

账：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无明矾粉条 5
万吨，产业链带动 5000 多人增收，促进 30 多

万亩马铃薯向精深加工转变。

“老手艺焕发新生机，离不开协作大平

台。”尹兴华介绍，“京一根粉条技艺已传承

140 多年。好产品离不开好原料，乌兰察布

出 产 的 优 质 马 铃 薯 正 是 我 们 需 要 的 好 原

料。当地渴望延伸马铃薯产业链，带动更多

村民致富。互利共赢，项目一拍即合。”

“京一根”马铃薯深加工项目在察右中旗

开工建设，总投资 1.8 亿元，规划建设 10 条无

明矾鲜粉条生产线。“我们采取无菌化操作，

高温蒸煮、鲜切后直接做产品。粉条产品倒

上开水，10 秒就能吃，熟得快、味道好，很受

市场欢迎。”尹兴华说。

“拿着订单种土豆，种植有技术员护航，收

购直接上门，心里踏实。”土城子乡西湾子村党

支部书记李萍说，公司和合作社一起发展标

准化生产，实现种子、种植、收购、加工、运输

等全产业链管理。

“强化利益联结，土豆变‘金豆’。”尹兴华

说，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使脱贫群众嵌入产业

链条，分享更多收益。“龙头企业+村集体+脱

贫户”模式，促进 2000 多名脱贫群众持续增

收，带动 400 多名农牧民就近就业。察右中

旗 通 过 协 作 帮 扶 资 金 入 股 项 目 ，每 年 可 为

3000 多名脱贫人口及 18 个村级集体经济实

现资产收益 260 万元。

产业发展壮大的不只是马铃薯。据了

解，2021 年以来，北京市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59 亿余元，与内蒙古携手打造 606 个绿色农

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今年以来，农畜产品

销售额近 200 亿元。北京市在内蒙古新增落

地投产企业 73 家，共建产业园区 71 个。

“手拉手一起走，谱写乡村产业振兴新篇

章。”内蒙古自治区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海山介

绍，协作帮扶资金每年用于产业项目占比超过

65%，内蒙古充分挖掘“粮仓”“肉库”“奶罐”潜

能，创新“北京企业+内蒙古资源”“北京市场+
内蒙古产品”“北京总部+内蒙古基地”等协作

方式，带动马铃薯种植加工，肉羊、肉牛养殖加

工等形成优势产业集群，为内蒙古乡村产业振

兴注入了新动能。

提升师资力量，共享
线上资源，助力教育高质
量发展

在内蒙古卓资县，学校是最美的风景。走

进卓资县北京朝阳学校，教学办公楼、学生公

寓、学生餐厅等建筑映入眼帘，教学楼内，实验

室、语音室、心理咨询室等配套齐全。

作为一所公办寄宿制学校，卓资县北京

朝阳学校由卓资县与北京市朝阳区教委“手

拉手”建设而得名。“朝阳区选派优秀干部、骨

干教师前来支教，打造优质教育品牌，助力学

校 快 速 发 展 。”朝 阳 区 支 教 教 师 领 队 张 进

军说。

培养当地教师能力是教育帮扶的重要

内容。去年 8 月，张进军带领 14 名骨干教师

来到卓资县，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他说，

“为帮助当地青年教师提升教学专业水平，我

们开办了青年教师夜校，为青年教师配备了

教学师傅。”

“夜校成了第二课堂，课程作业个性化设

计、青年教师职业规划等多门课程，切合实

际，操作性很强。”卓资县北京朝阳学校道德

与法治教师鲍晓银从课程中受益良多。

2021 年起，北京市朝阳区 22 所学校与内

蒙古 22 所学校签订为期 5 年的一对一结对帮

扶协议，今年选派 27 位干部、教师到内蒙古

支教。

“提升内蒙古地区教育条件与教师水平

是两地协作的重点内容。”北京市东西部协作

内蒙古挂职干部团队总领队葛俊凯介绍，近

年来，北京市在内蒙古援建县乡村级学校、幼

儿园超 200 所。深入推进教育人才“组团式”

帮扶，把帮扶重点放在“传帮带”、培育本地专

业人才、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上，助力脱贫地区

教育高质量发展。

北京市还将“在线教育”“飞象双师素质课

堂”等线上资源引到帮扶地区。今年 10 月 11
日，教育协作智慧平台正式启动。内蒙古赤峰

市巴林左旗林东第九中学与北京市陈经纶中

学“隔空连线”，两校师生同上一堂课。

“两地学生同屏同课，师生课堂上有啥疑

问，北京老师在线指导，教学方案及时调整优

化，很受师生欢迎。”林东九中校长贺小兵边

听课边记录。贺小兵也是北京教育“组团式”

帮扶队伍中的一员，来到林东九中已经一年

多 。“新 校 园 很 美 ，孩 子 们 渴 望 有 更 多 好 课

程。”贺小兵发挥帮扶团队优势，带领九中教

师开发了 10 多门校本课程，体育、艺术、小语

种等成为学校的办学特色。

北京市支援合作办公室副主任汪兆龙介

绍，协作帮扶开展以来，两地聚焦教育领域短

板弱项开展集团化、“组团式”帮扶，支持硬件

建设、培训业务骨干、拓展线上资源等。目前

内蒙古 468 所学校与北京市 358 所学校结对，

北京市“组团式”帮扶 1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的 18 所学校，有力地推动内蒙古教

育水平稳步提升。

补上发展短板，夯实
人才基础，促进乡村全面
振兴

前不久，在巴林右旗的现代商贸物流园

区，协作帮扶标志性项目——京东云仓建设完

成并交付使用。巴林右旗电商中心主任刘建

波介绍：“以前，我们这里的牛羊肉外销，先要

发货到赤峰进行分拣，光这个环节就要花费一

天。建成云仓后就地完成发货分拣，物流提

速，成本降低 30%。”

“历时一年多，从蓝图设计到建设完成，

北京市经开区和巴林右旗通力合作，京东云

仓项目终于落户家门口。”刘建波说，项目每

年可实现牛羊肉冷链鲜冻品交易 6.5 亿元，物

流快递包裹分拨 3000 万件，补齐了发展区域

电商创业、农特产品销售的基础设施短板。

“草原牛羊肉搭乘冷链车，5 小时就能送到北

京居民餐桌上。”刘建波说。

北京新发地市场总经理张月琳介绍，内

蒙古有丰富多样的农畜产品，中东部地区盛

产的高原型冷凉蔬菜，西部地区盛产的高糖

度瓜类和优质牛羊肉……各类农产品源源不

断 进 入 新 发 地 市 场 ，年 销 售 额 在 30 亿 元

以上。

张月琳说，新发地市场专门开辟内蒙古

农产品销售专区，并向产地拓展，促进农产品

产销衔接更加高效。巴林左旗、宁城县等地

在新发地设立农产品流通联络处，引导和组

织市场经销大户收购当地农产品。新发地还

在内蒙古兴和县、扎赉特旗等地发展 8.3 万亩

种植基地，带动周边农民就近就业。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2021 年以来，北京

和内蒙古两地围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

村治理重点工作，累计投入 8.5 亿元打造“百

村示范工程”。兴安盟科右前旗平安村的一

二三产融合型、赤峰市林西县乌兰沟村产业

带动型等一批示范村已初具规模，村容村貌

明 显 改 善 ，村 民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得 到 极 大

提升。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两地实

施“青力青智”工程，选派大学生志愿者，开展

精 准 帮 扶 青 年 就 业 行 动 ，培 育 更 多 乡 村 人

才。“技术支持、创业规划、人才培训等服务跟

上，村里的产业带头人多了，脱贫群众吃上了

手艺饭。”兴安盟阿尔山市明水河镇西口村驻

村第一书记黄玉洋说。

借着协作帮扶的东风，科右前旗创业孵

化基地落户在科尔沁镇平安村。大学生齐晓

景创办合作社发展设施农业，带动村民发展

大棚 180 个，100 多名村民就近就地就业创

业。人才振兴带动富民强村，今年平安村新

增申请创办特色民宿、农家乐共 25 户，资源

变 资 产 、村 民 变 导 游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愈 加

红火。

北京和内蒙古两地完善结对帮扶关系，以大合作促进大发展

汇聚乡村振兴的合力
本报记者 常 钦

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
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
的重大决策。北京和内蒙古，
两地完善结对帮扶关系，拓展
帮扶领域，健全帮扶机制，优
化帮扶方式，汇聚起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合力。

今年以来，两地在教育、
医疗、农畜产品销售、产业协
作等领域全面深化合作，实施
协作“倍增计划”，以大合作促
进大发展。

核心阅读

促进乡村新产业、新业
态更好发展，要让支撑基础
更坚实，也要让发展环境更
宽松，让农村成为大有作为
的新天地

到乡村旅游的人们会发现，如今不

少村庄里都增添了新去处：在浙江，宁

波市镇海区永旺村里，有农具仓库改建

的“稻田咖啡”；嘉兴市南湖区联丰村，

有既是创客工作站也是村民议事点的

“村口咖啡”；湖州市安吉县红庙村，矿

坑湖畔咖啡店一天销量能达到 1000杯。

不只在浙江，四川、安徽、江西、吉

林等地，农村的茶园里、山野间、水库

旁，一间间咖啡馆成了新的网红打卡

地。置身其间，眼前是田野，背后是村

居，聆听山间鸟鸣，欣赏稻田美景……

感受到的，是美丽乡村的独特魅力。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

强国应有之义。乡村咖啡馆等新业态

的兴起，体现了乡村建设的新成就，反

映了城乡融合发展新趋势。

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各项强农惠

农富农政策接连出台，城市基础设施

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

从数据看，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超过 73%，90%以上的自然村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95%以

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修通产业路，喝上自来水，连上互

联网……农民身边的“关键小事”陆续办成，乡村基础设施完

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提升，宜居乡村

为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吸引着

越来越多人到乡村赏美景、品美食、体验民俗。

乡村咖啡馆等新业态的兴起，给乡村发展增添了新动

能。在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石井街道栗峪口村，农忙时种庄

稼，农闲时做咖啡，已经成了一些村民的生活常态。咖啡馆里

既能购买村里的农副产品，还能体验针织等乡村传统手工技

艺，农文旅一体，生产生活协调，产业链纵向延伸，农业功能横

向拓展，产业发展释放出乘数效益。乡亲们的腰包更鼓了，心

气更足了，发展动力更强了。与此同时，随着乡村咖啡馆等新

业态的兴起，资金进了乡村、人才回了乡村、市场观念到了乡

村，要素融通，为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加速城乡经济循环

打开了新局面。

应当看到的是，虽然越来越多的乡村焕发出发展新活力，

传统的城乡格局也在发生着新变化，但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

存在。在我国不少地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还不

健全，部分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与农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快速发展。

促进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更好发展，既要让支撑基础更坚

实，着力推动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村延伸、往户覆盖，

优先建设既方便生活又促进生产的项目，加快补齐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短板；也要让发展环境更宽松，在资金投入、税费减

免、用水用电、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新征程上，一

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让农村成为大有作为的新天

地，让一个个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书写出全面振兴的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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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门，不出院，做草编，把钱赚。”在四川省渠县龙凤

镇，常见村民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边拉家常边做草编。

草编是渠县传统的手工技艺。龙凤镇小麦种植面积 3000
余亩，每年小麦收获后，秸秆就成了村民眼中的宝贝。将小麦

秸秆筛选后，织草编，做草帽，“点草成金”。“每天至少能编 3
条，一条卖 6元，每月 400多元装进腰包。”村民陈广哲说。

传统老手艺，富民大产业。如今，编织草帽实现了机械

化。渠县草编传承人余传明说，“以前全靠手工编织，一顶草帽

一个人要编上一天。现在有机器帮忙，一台机器一天可以制作

400 多顶成品草帽。”龙凤镇按照“支部+协会+编织户”的模式，

发展草帽厂 20 家、草编专业户 300 余户，“龙凤草编”年产值

3000 余万元，带动 6000 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乡亲们巧

手编出的产品也从单一的草帽，延伸出了蒲扇、提篮、枕套等工

艺品。不断拓宽的增收“好路子”，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四川渠县

草编老手艺 增收新路子
杨 东

冬日，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黑土地已

被厚重的积雪覆盖。

广袤的黑土地上，土壤墒情监测站、视频

监视站、自动气象站的数字信息通过网络传

输至控制中心。望奎县已实现大田生产和耕

地质量全过程监测，覆盖面积近 20 万亩。

走进望奎县龙薯现代农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联社的温室，一派郁郁葱葱。“通过对光照、

温湿度智能调控，保证脱毒薯苗在最适应的

环境下生长，确保能产出优质种薯。”技术员

赵井玉说。

作为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数字赋能

让望奎的农业生产加速拥抱“智能化”。

近年来，黑龙江省把数字乡村建设作为

率先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的重要举措，争创桦

南县、望奎县、依安县、牡丹江市西安区等 4
个国家数字乡村试点，推进 7 个省级数字乡

村试点。

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大农业发展，黑龙江

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全省深入

推进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通过数字化建设，

监测评价黑土地保护利用效果；围绕“耕、种、

管、收”各生产环节，构建智慧农业闭环管理

体系，仅省病虫疫情在线监测预警与防控指

导服务体系一项功能，每年对粮食生产贡献

率达 48%。

走进牡丹江市穆棱市穆棱河流域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西红柿种植基地大棚，红艳的西

红柿挂满枝头。网上直播销售在大棚内火热

进行。

穆棱市不断推进数字农业创新建设及提

档升级，推动三产互融互促，培育了一大批数

字农业经营主体。“我们已完成数字化农业建

设，打造全程有机溯源。”园区负责人李炳军

介绍，新采摘的西红柿两天后就会自然成熟

达到最佳口感，依托智慧物流体系，及时发往

全国各地。

新鲜农产品从穆棱市走向全国，得益于

乡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过去要想

富先修路，现在要想富先通网。”李炳军深有

感触，“信息化赋能新农民，加快了咱致富的

脚步。”

近年来，黑龙江省加快补齐乡村网络短

板，4G、光纤宽带已覆盖所有行政村，5G 覆盖

全部乡镇及 95%以上的行政村。同时，建立县

乡村三级智慧物流体系，去年全省农产品网

络零售额达 204.2亿元，同比增长 17.2%。

黑龙江省不断推进涉农数据资源共享

共用，涵盖土地、农机、新型经营主体等 19
类 数 据 。“以 数 据 共 享 为 基 础 ，把 提 升 农 民

数字技能作为重中之重。”黑龙江省网信办

主 任 魏 松 贤 表 示 ，将 让 更 多 农 民 掌 握 手 机

“ 新 农 具 ”，会 用 数 据“ 新 农 资 ”，会 干 直 播

“新农活”。

以数字技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黑龙江省加快建设完善农村基层党建信

息平台，推动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积极推进

“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法

律 服 务 ”等 ，促 进 优 质 医 疗 、教 育 等 资 源 下

沉。全面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

平台三网融合，深度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实现

公共法律服务从省级到村级全覆盖，精细化

服务乡村治理。

“围绕‘农业、农村、农民’实际需求，全省

网信系统将扎实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各项任务

落实。”魏松贤表示，今后将以数字化赋能、信

息化驱动，探索走出符合黑龙江实际的数字

乡村建设新路子。

手机变身“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

黑龙江加快数字乡村建设
本报记者 祝大伟 刘梦丹

本报电 “370 亩水稻，每亩产量 1500 斤，又是个丰收年。”

河北省乐亭县古河乡张李铺村村民杨邵红说，乐亭靠海，过去不

少地是盐碱地，自家地块也有不少泛着白花花的“碱疙瘩”，这几

年经过综合治理，加上选用抗盐碱品种，丰收一年接一年。

据介绍，近年来乐亭县持续对盐碱地区域进行改良，探索

构建盐碱地综合利用体系。通过改善排水灌溉系统、实施测土

配方施肥、引进推广抗盐碱农作物品种等措施，发展水稻种植 8
万余亩，实现土壤全盐含量降低 20%，土壤有机质提升 2%至

3%，作物亩产提高超 10%。 （郑惠文）

河北乐亭

治理盐碱地 丰年稻谷香

江西省丰城市大力推动食用菌产

业科技化发展，通过政策扶持，引导龙

头企业建设具备控温控湿等功能的菇

棚，有效提升食用菌产量和品质，带动

村民就近就业，实现稳定增收。

图为淘沙镇万有食用菌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大棚里，工作人员收获成熟

的鹿茸菇。

王 堃摄（人民视觉）

小菌菇

长成大产业

本版责编：郁静娴

本报电 江苏省常州市郑陆镇查家村首家精品民宿日前

开业。“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农业+传统文化’‘农业+
自然研学’‘农业+乡村旅游’等模式，努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示

范村。”查家村党总支书记顾相才说。

查家村有山有水，自然资源丰富，不少村民因地制宜开起

农家乐，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据介绍，村里配套的餐饮服

务、超市、咖啡馆等也将陆续开业，吸引更多游客走进田园，沉

浸式体验乡村生活。 （张学俭）

江苏常州查家村

农文旅融合 家门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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