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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

建设和美乡村建设和美乡村 共享幸福生活共享幸福生活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黄河北岸，良田丰饶硕果
满仓；太行山下，和美乡村气象
更新。

因地处中原沃野，河南省
新乡市新乡县的农业高质量发
展有更多天然优势，加之长期
与诸多农业科研机构深度合
作，新乡县在阔步迈向“国内全
域制种第一县”的征程中更多
了份笃定。

加快推进种业科技自立自
强、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生
态宜居美丽乡村……一项项政
策方针的贯彻落实、一个个发
展理念的实效转化，绘就了新
乡县乡村振兴的秀美画卷。

育出好种子
强壮农业“芯”

霜降时节，豫北田畴褪去
金黄，冬小麦播种顺利结束，千
里沃野在时序轮回中再次播下
丰收的希望。

粮安天下，种筑基石。今
年4月，河南省印发“中原农谷”
建设方案，打造千亿元级种业和
粮食产业集群，谋划“一核三
区”。新乡县作为“西区”中的重
要区域，底气十足地立下了“国
内全域制种第一县”的目标。

新乡县建设种业强县的自
信由来已久。“种业一直是主
业。”新乡县委书记祝显成说，
县域内种子企业22家，培育小
麦品种70多个，中国农科院、
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河南
省科学院、河南科技学院、新乡
市农科院等培育的小麦品种常
年在此繁育，新乡县多年承担
着河南省农作物新品种生产试
验、区域试验。

如今，新乡县是中国农科
院科技助推乡村振兴全国十个
示范县之一，拥有中国农科院
在全国兴建的第一个院本级综
合试验基地，及棉花转基因育
种工程中心和矮败小麦育种创
新中心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让科技真正走到田间地
头，持续“开花结果”，新乡县广
大农户有深刻体会。

谈及好种子带来的高收
益，新乡县翟坡镇任小营村种
植大户马有永表示：“从‘新麦
9’到‘新麦45’优质麦，我和新
乡市农科院合作了18年。‘新
麦26’和‘新麦45’的商品粮价
格每公斤要比普通麦高0.2到
0.3元。我种了5000亩地，每
年可生产300万公斤麦种，今
年每公斤价格比普通小麦高
0.4元，仅此我就能多收入120
多万元。”

提起新品种推向大市场，
新乡县小冀镇鑫蕊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马光周说：“我种了
五彩甜糯、黄糯、白甜糯等玉米
品种，每亩地当季能卖 2300
元，比普通玉米多收入 500
元。并且，这些玉米在市场上
很抢手，销往胖东来、新天地商
超、万邦市场以及一些食品加
工厂。”

一季季丰收，一程程奋
斗。从田间到餐桌，种子变身
美食，不仅要经历多个日日夜
夜，也离不开一二三产业的融

合发展。
据了解，新乡县近年来着

力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形成
“一镇一特”“一村一品”的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同时，新乡县
以工补农，壮大村集体经济，大
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优化产业
布局，将农业增值增效收益留
在当地、留给农民。

现在，新乡县大力发展农
村电子商务新业态，连续举办
农产品展销节、网销大赛等活
动，助力电商销售，推动农产品
上网销售。全县电商从业者近
万人，网络零售交易额突破9
亿元，有力助推了农民返乡创
业、自主就业。

此外，新乡县依托五得利
集团、喜世食品和新亚集团等
涉农龙头企业，推动农产品加
工及销售服务平台建设，谋划
建设公铁物流园，加快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缩小城
乡差距，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农
民增收致富。

弘扬先进模范精神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

一栋栋楼房，溢出甜蜜、溢
出温馨；一条条公路，伸向农
村、伸向富裕；一座座公园，色
彩斑斓、欢声笑语……如今的
新乡县翟坡镇东大阳堤村欣欣
向荣。

然而，以前的东大阳堤村
是另一幅景象。“道路坑洼难
行，路灯经常不明，有水污染难

吃，村民怨声载道。”身为共产
党员的陈来胜看在眼中、急在
心里。为把东大阳堤村建成富
裕文明的新农村，把群众带到
致富路上，他决定放弃红火的
快递生意，毅然挑起村党支部
书记的重任。

在陈来胜的带领下，东大
阳堤村通过施行拆旧村建新村
改善人居环境、严抓“两委”班
子建设、实行“村民代表提案
制”、实施“一三五”工作法、发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等举措，实
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民从
潮湿破旧的土屋搬进小别墅，
村集体经济从负债累累到一二
三产迅猛发展，人心从冷漠涣
散到一心一意跟党走，村民人
均年收入从原来的不足3000
元增长到目前的3万余元……
陈来胜由此成为新乡县先进群
体的一员，先后被授予“河南省
优秀党务工作者”“河南省劳动
模范”“新乡市优秀共产党员”
等称号。东大阳堤村也荣获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河南省先进
基层党组织”“河南省文明村”
等称号。

陈来胜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接下来，我将
继续扎根基层，服务群众、造福
群众，带领乡亲们以‘五星支
部’创建为抓手，高质量推进乡
村振兴，努力解决好百姓最关
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让群众打心眼里
说共产党好！”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党支
部；党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
雁”。在新乡县，完善乡村治理
体制机制，发挥村党支部书记
模范带头作用，推动乡村组织
振兴，陈来胜的先进事迹并不
是个例。七里营镇西阳兴村党
支部书记郭德永、大召营镇大
召营村党支部书记姜磊、合河
乡西河村党支部书记贠卡佳等
新乡县的好干部在新时代乡村
振兴征程中也不断涌现。

近年来，新乡县持续开展
“学劳模精神、做优秀党员、创
一流业绩”活动，在全县上下营
造学典型、赶先进、比出彩的浓
厚氛围，扎实推进“五星”支部
创建，下功夫整顿软弱涣散基
层党组织，下大力气化解矛盾、
破解难题，推动全县基层党组
织建设“整乡推进、整县提升”，
努力实现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此外，新乡县还全面推出
“社会治安综合保险”，全县群
众积极参保，实现全覆盖，群众
满意度和安全感不断提高；建
立社区矛盾调解室，组建调解
员队伍，扩展调解范围，确保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加
强基层基础工作，注重源头预
防，建立信访稳定三级研判机

制，实行县级党政领导干部下
访接访长效工作机制，全力维
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扮靓美丽乡村
营造文明乡风

绿水绕村流，清新扑面来，
红砖瓦墙的农家小院掩映其
间，乡村振兴让牧野山村焕发
无限活力。

新乡县七里营镇杨堤村也
曾是一个传统农业村，杨堤村巨
大转变的实现，源于新乡县打造
的“美心美乡”乡村振兴示范带。

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新
乡县成立乡村振兴示范带指挥
部，大力打造乡村建设样板村
和乡村振兴示范带，以点带面
开展乡村振兴。同时，新乡县
结合各村区位条件、产业基础、
村庄环境、地域风貌特点，把全
县178个行政村划分为示范引
领、重点提升和整体推进3个
类别，并列支专项资金，聘请专
业设计院所和专家团队，加快
编制县、乡国土空间规划和村
庄实用性建设规划。

杨堤村遵循“修复乡村生
态、实现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优秀传统
文化回归”的设计理念，做到

“不砍一棵树、不扒一间房、不
填一口塘”，使整个村庄保持最
初的自然形态，打造成了一座
豫北民居博物馆。

杨堤村还不断健全人居环
境卫生整治长效机制，划分辖
区保洁区域，聚焦重点、易反弹
点位，压实责任到点、到人，确
保村庄环境卫生有人管、长期
管、常态化保持；建立整治工作
台账制度，日常卫生打扫严格
做到“三无一规范一眼净”，全
力提升人居环境整洁度，进一
步擦亮乡村美丽底色。

目前示范带上，除了杨堤
村，七里营镇的新庄、曹庄、位
庄、刘店都成为了新乡县的“风
景村”。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
铸魂。新乡县因地制宜积极探
索，通过加强党支部、创新工作
方法、织密平安防护网等多项
举措，让农村社会平安和谐；建
设整体美观、寓教于乐、图文并
茂的道德教育文化墙，刊登包
括核心价值观、村史故事、村规
民约、好人好事榜、星级文明
户、文明家庭、公益广告、故事
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
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崇尚美德、
践行美善；充分发挥村民主体
自治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
艺表演活动，丰富农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

如今，新乡县乡风文明的
崭新气象正从村庄农家缓缓吹
向中原大地。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

京华园景区美景。 谢 静摄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

县七里营镇龙泉苑葡萄喜

获丰收。 谢 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