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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宋 浩

2月25日16时，在北京市
朝阳区太阳宫北街1号，“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牌子
被摘下，换上了“国家乡村振兴
局”的新牌。这标志着我国脱
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
作重心开始向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转移。

如果把乡村振兴事业比作
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那么乡
村产业发展无疑是它的火车
头。当乡村发展的车轮从脱贫
攻坚的车道上“无缝转轨”到乡
村振兴，如何开好产业发展的

“火车头”就成了关键。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多地采

访时发现，当前我国乡村产业现
代化发展已全面铺开，并渐渐走
上了品牌化发展之路；乡村旅游
焕发活力，城乡差距不断缩小，
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局面逐步
成型。但在乡村产业积极向上
发展的背后，依然存在土地流
转难、产业工人缺乏、金融支
持少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产业升级及持续性发展。

现代化作业扩宽致富路

在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镇
的一处蔬菜基地里，工人们正
在流水线上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分拣和包装工作，这些刚刚采
摘下来的蔬菜将通过物流车被
运送往北京城区的千家万户。
基地负责人孔博告诉记者，这
些工人都是当地的村民，以前
他们都是自己种菜，但因为销
路不畅，收入一直上不去。

后来，这些村民把自己的
菜地租给了孔博负责的蔬菜基
地。基地生产的产品都是根据
订单来种植的，采摘后通过网

络平台统一配送。由于产品品
质有了保证，不仅价格翻了番，
销售量也比以前高出很多倍。

“如今，村民们不再为卖菜难犯
愁，还可以到基地上班，收入比
以前高不少。”孔博说。

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
尔沁右翼前旗良种场村，村集体
成立了三个种植、养殖和农机合
作社，农户全部入股。农机合作
社负责耕种和收割，然后将农作
物秸秆制作成饲料供给养殖合
作社，资源得到了最大化的利
用。“我们这里是户户都入社、人
人能分红。村民在社里上班还
能领工资，从农民变成了产业工
人。”良种场村党支部书记逄学
文告诉记者，如今村里种养殖都
已实现了现代化，合作社开始大
量流转其它村的土地，集体经济
逐渐壮大，村民致富发展的信心
越来越足了。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随
着各种新型农牧业技术的运
用，农牧业产业化走上了高速
发展的道路，养殖业中的胚胎
移植技术、农作物中的种子培
育技术等如今都成了农牧民增
产增收的“助推剂”。

从卖产品到卖品牌

河北省承德市隆华县砬子
沟村地处大山深处，林木葱郁，
降雨量丰富，盛产各种木耳和
野生中药材。但过去由于交通
不便等因素，这些优质产品很
难走出大山。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驻砬子
沟村第一书记王志刚到村后，
从土特产中看到了发展新机。
他帮助村民引进了蘑菇烘干
机，让不易存放的纯天然深山
蘑菇成了外地游客眼中的珍
品，价格比普通蘑菇高出好几

倍。砬子沟山货逐渐走俏，村
民的腰包也逐渐鼓了起来。“以
前大家只知道东西能卖就行，
现在也都有了品牌意识。砬子
沟独一无二的生态环境就是我
们最大的品牌优势。”谈起砬子
沟村如今的发展态势，王志刚
信心十足。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
县常年气候宜人，盛产茶叶和
百花蜜，但过去鲜为人知，被称
为“高原孤岛”。而如今，借助
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宣传，墨脱
茶叶和百花蜜都已形成了自
己的独有品牌，村民们纷纷开
起了网店，产品陆续销往大江
南北。

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
市，“天赋河套”的区域公共品
牌正快速崛起，为河套平原的
优质农产品插上了腾飞的翅
膀。“以前一公斤河套雪花面粉
只卖六七元，现在我们的石磨
富硒黑小麦面粉500元左右12
公斤的礼盒装也卖得很好，大
家尝到了品牌的甜头，对产品
的质量也更加重视了。”在巴彦
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一家特产
经销店里，店老板老赵一边忙
着给客人装货，一边跟记者聊
起了变化。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如
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将精力
放在产业品牌的塑造和发展
上。“卓资山珍”品牌的推动者、
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李
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
来乡村振兴要实现高质量发
展，必将走品牌之路。

乡村旅游全面开花

部分业内人士称，要实现
乡村振兴，实现城乡协同发展，

让城市成为乡村消费大市场，
就应发挥乡村旅游的重要作
用。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乡村
旅游成为化解城乡二元枷锁的
钥匙，也成为了全面推动乡村
振兴的主动力。

在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
村，随着古北水镇等一批旅游
景点的持续走热，附近的老百
姓都将精力放在了经营农家乐
上，游客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
越好。野蔬坊民俗客栈老板吴
大哥告诉记者，他是最早经营
民俗项目的村民之一，之后其
他村民看到生意好了、有效益
了，便也陆续加入进来。如今，
古北口村成了京郊远近闻名的
民俗村，村民的收入也大大提
高。“很多村民都在城里买了
房，小轿车早就成了标配。”吴
大哥一脸喜色地说。

经过几年的精心打造，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保合少镇恼包村成了一个小型
的江南园林社区，吸引了呼和浩
特市及周边地区的游客前来打
卡。“一到周末村里就堵车，各种
游乐项目前都会排起长队，带动
了村内餐饮、住宿等生意和产
业。”恼包村党支部书记李恒彪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乡村旅游
火起来后，外出打工的村民们少
了，“大家伙在自己家门口干，挣
得不比在城里少。”

“乡村旅游业发展需要政
府的合理引导和有力扶持。我
们要先把蛋孵化成鸡，等鸡长
大后能下蛋了，才算项目取得
了初步的成功。”在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黄合少镇石人湾景区，
镇长李锐亨说，政府对景区已
经打造好的几个民俗点，给予
了很大力度的招商政策优惠，
乡民们看到政府动真格了，参
与建设乡村旅游的积极性也高

涨了起来。

产业发展亟需突破瓶颈

多年来的脱贫攻坚行动，
让我国乡村的社会和经济面貌
得到了彻底的改观，也为当下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但记者在采访中也发
现，目前我国乡村产业发展中
依然存在着不少制约因素。

“我们有好几个项目准备
得很充分，但最后因为少数村
民在土地流转上持不同意见只
好放弃。”北京市某村农业合作
社负责人田岗告诉记者，按照
目前的政策，农民的土地承包
权都在个人手上，只要有一人
不同意，整个规模项目就有可
能被叫停。“希望在流转过程
中，只要有三分之二的村民同
意了，就可允许整体流转。”田
岗说。

“产业到了农村，却往往招
不到合适的工人，也是目前制
约乡村产业发展的一大因素。”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李文平
长期以来关注农村技术人才的
培训问题，在他看来，如果不加
强农村适龄劳动力的职业培
训，农村的产业发展就会出现
资源闲置的问题，进而影响乡
村振兴的进程和效果。

“农业项目普遍都会享受
一定的政策性补贴，部分地方
会出现为了争取补贴资金而盲
目上马项目的现象，最后往往
留下一堆烂尾项目，造成了国
家资金和集体资源的浪费。后
来国家为了防止出现类似情
况，改为验收后再给予奖补的
措施，使这些行为得到了有效
遏制。”甘肃省陇南市一位基层
乡镇干部告诉记者。

“现代化农业项目基础设
施投资力度不小，但收益周期
较长，资金占用量大，所以收益
率偏低。”某农业产业公司负责
人刘伟对记者说，由于农业项目
用地都是租的土地，因此企业除
了部分政策性小额贷款外，很难
争取到大额贷款支持，也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乡村振兴是一项国家战
略，具体实行过程中难免会出
现各种情况，需要相关部门积
极应对。”九江学院国际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孙飞认为，国家乡
村振兴局成立后，应该在土地
流转、新型职业化农民培养、产
业发展科学决策机制等方面制
定出成熟的实施方案。对于乡
村振兴产业贷款难的问题，孙
飞建议要加大国家政策性金融
机构的扶持力度，落实落地到
乡村，并在时机成熟之时组建
国家乡村振兴银行与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基金，推动解决乡村
振兴过程中的金融问题。

脱贫之后脱贫之后，，乡村产业升级发展乡村产业升级发展
如何获取长足动力如何获取长足动力

安徽庐江安徽庐江：“：“一村一品一村一品””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4月 19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

县龙桥镇凌安村的农民正在地膜覆

盖种植药材黄蜀葵。近年来，庐江

县围绕“一村一品”建设，引导农民

因地制宜发展种植、养殖、加工等特

色产业，积极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

训”工程和新型职业农民的系统培

训，推动产业发展壮大，引领群众脱

贫致富奔小康。目前，该县“一村一

品”的产业格局已全面铺开。

中新社发 左学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