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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

沃野田畴披锦绣沃野田畴披锦绣 全面振兴谱华章全面振兴谱华章
当前，东方湿地之都、苏北

名城江苏省盐城市，正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合力，激荡乡村
振兴的澎湃春潮；与此同时，地
处盐城市中西部的建湖县，深
耕农文旅融合发展，激活乡村
振兴新动能。

为高质量做好乡村振兴工
作，近年来，建湖县坚持把“三
农”工作作为全县工作的重中
之重，围绕农业规模化、产业
化、品牌化、科技化“四化”发展
方向，突出有基地、有园区、有
企业、有市场“四有”建设，重点
做好“田、粮、产、房、人”五篇文
章，加快推进建湖农业农村现
代化进程，努力打造更具影响
力的乡村振兴建湖样板。

改善人居环境
推进生态振兴

春分时节，位于建湖县冈
西镇的徐王新型农村社区，白
墙黛瓦、小桥流水，错落有致的
农家小院掩映在绿树中，犹如
一幅乡村田园水墨画。

据了解，该村村民徐寿银
拆旧换新只花了3万多元，便
搬进了约120平方米的二层小
楼。“空斗墙、旧瓦房，一门两
窗、六十平方”曾是建湖农房的
真实写照。如今，建湖县把农
房改善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
力抓手，尊重群众意愿，坚持系
统谋划，积极引导农民进城入
镇进社区，累计改善农民住房
4.4万户，新建新型农村社区44
个，建成省级特色田园乡村7
个、传统村落5个，获评江苏省
农房改善工作绩效考核评价优
秀县。

建湖县把群众满意作为农
房改善的出发点，加强路桥水
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步配套
卫生室、超市等公共服务设施，
有效保障群众生活需求。同
时，该县为每个社区规划一块

“微菜地”，让村民自己种菜吃，
有更多获得感。

每天早上6点，建湖县九
龙口镇收成新型农村社区的村
民吴鸿月准时蹬着环卫车，挨
家挨户收集生活垃圾。“我负
责68户村民的垃圾收集，每天
两次，收完后送到村里的垃圾
收集点，再由镇上统一转运至
县里集中无害化处理。”吴鸿
月说。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建
湖县以特色田园乡村示范区建
设为抓手，深入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统筹
抓好村容村貌、厕所革命、污水
治理和河塘整治等重点工作，
扎实做好农房改善“后半篇文
章”，让村民居住更舒适。

做好“土特产”文章
助力产业振兴

眼下，正是水产养殖户育
苗的关键期。位于建湖县恒济
镇苗庄村的九龙口大闸蟹公司
正组织苗种培育，农技人员将
蟹种小心地放在水池里暂养，
为今年水产养殖季作准备。

建湖县地处里下河地区，
境内河网密布，湖荡成片，水域
浮游生物、底栖动物丰富。得
天独厚的水域环境造就了“九
龙口大闸蟹”体大膘肥、膏似凝
脂，蟹黄似金、鲜中带甜的独特

品质，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近年来，建湖县推出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遇建湖鲜”，
打造九龙口大闸蟹、九龙口冲
浪鱼、建湖青虾等绿色生态水
产品，依托品牌集群优势，成
功打开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
全国市场，并开拓了东南亚等
国际市场。同时，建湖县积极
探索“龙头企业+农协+农户”
模式，大力发展生态规模养
殖，推动市场化运作，带动群
众共同致富。目前，该县仅大
闸蟹养殖面积就突破10万亩，
2022年大闸蟹交易额达到45
亿元。

在建湖县高作镇万亩稻虾
综合种养示范区，高标准农田
成方连片，一架架无人机喷洒
着农药。“以前，我们种的田零
碎分散，既不利于机械化耕作，
也不利于田间管理，无形中增
加了生产成本；现在，土地连
片，能够利用农用无人机作业，
省时省力省钱。”71岁的高作

镇季墩村二组村民姜甲虎表
示：“家里8亩田全部流转给村
里，自己一边领土地租金，一边
在基地务工拿工资，每年能多
挣2万元。”

据了解，为了让村民能够
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建湖县做
足土地文章，率先破题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通过全域规划、全
域设计，逐步构建农田集中连
片、建设用地集中集聚、空间形
态高效集约的国土空间新格
局，推进农业高效生产，助力乡
村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
重中之重。”建湖县农业农村局
局长仇汉兵说，建湖围绕做好

“土”“特”“产”三篇文章，做大
做优设施果蔬、优质稻米、特色
水产等农业主导产业，加快引
培一批年销售超10亿元规模
农业龙头企业，精心做强“九
龙口大闸蟹”育苗、养殖、加
工、销售一体化产业，全力打造
长三角绿色优质农副产品供应
基地。

抓好乡风文明
加快实现文化振兴

近年来，建湖县将乡风文
明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总体
规划，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发挥乡风评议会、村民议事
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
织和村规民约规范约束作用，
大力开展道德讲堂宣讲、文明
家庭创建、惠民文艺巡演等活
动，积极倡导向上向善向美的
新风正气，坚决破除高价彩
礼、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推动
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
民风。

“如今生活条件变好了，个
人素质也提高了。”今年83岁、
有着62年党龄的建湖县颜单
镇老党员季发农说，现在村里
有事大家一起商量解决，邻里
矛盾纠纷越来越少了，关系也
越来越和谐。

住房改善、生活富裕、乡风
文明，群众幸福指数节节高。
每到华灯初上，劳作了一天的
九龙口镇梅苏村村民便自发来
到村里的文化广场，和着欢快
的旋律跳起自编自演的广场
舞；在恒济镇建河村，由本地村
民自发组建的舞龙队，挥起彩
龙，舞出新农人的精气神；而在
宝塔镇宝塔村新型农村社区，
由县委宣传部主办的文艺化宣
讲活动吸引众多村民参加，一
首《社会主义好》唱出了百姓的
心声。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
实施，一幅幅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美丽画卷，正在水乡建
湖徐徐展开。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入春以来，地处湖南省耒
阳市哲桥镇西部、舂陵江东岸
的泉塘边村内，一片片披上新
绿的油茶林随风起舞，一畦畦
稻田秧苗长势喜人，一处处鱼
塘水波荡漾……来此游玩的旅
客纷纷拿出手机、相机，定格这
世外桃源般的美好画面。

“几年前，村里并不是如今
这般欣欣向荣的景象。因地势
低平、排水不畅，村里大多数地
块犹如沼泽般不宜耕种，加上
年轻人多外出务工，农田抛荒
现象不断。”有村民回忆说，“泉

塘边村旧貌展新颜，不得不提
到一个人，他就是泉塘边村党
支部委员、村民们贴心的‘湾村
明白人’曾德唐。”

“这么好的土地，浪费了太
可惜，得培养点农作物！”曾德
唐不忍看到家乡的土地被荒
废。他在一次村民大会上全力
说服村民们在抛荒的地上复
种，让抛荒的土地再度复绿。
可村民的质疑声不断，“脚踩进
地里都动不了，怎么开垦？”“在
外面打工一个月有四五千元，
种地赚得了这么多？”……

“大家质疑的事，我来做；
大家不敢干的事，我先带头干；

等有成效了，大家再跟着我一
起干！”曾德唐说干就干。2021
年，他凑足了资金，流转近千
亩地，成立坪上种养专业合作
社，清除荒地杂草、多次深翻土
地、修整排水沟……就这样，曾
德唐当起了种粮大户，并承包
鱼塘养起了鱼，还种了油茶、养
了鸡。

看着曾德唐干得热火朝
天，许多村民主动找他申请入
股。曾德唐来者不拒，他笑呵呵
地说：“我做这些事最终目的就
是要带动大伙共同富裕，即使他
们不找我，我也会去找他们。”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经营运

作，如今坪上种养专业合作社
已有23名村民加入，人均增收
2万余元。“现在我们不用去外
面打工了，在这个合作社做事
很方便，一年可以赚不少钱。
合作社年内付清工资，不少我
们一分，现在我们的日子越过
越好。”说起像油茶树苗般欣欣
向荣的日子，合作社的村民喜
上眉梢。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时代洪流之中，村里合作社的
产业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带领更多的村民共同致富。”3
月初春的早晨，看着村民们脸
上越来越多的笑容，曾德唐信

心十足地说。
作为建设家乡的新农人，

曾德唐在当地成为勇于创业的
时代新人、敢于扎根湾村的热
血青年；而在耒阳这片广袤的
土地上，还有着不少像曾德唐
这样的新农人。他们在耒阳市
立足产业振兴的号召下，以促
进农民增收为着力点，充分发
挥“湾村明白人”示范引领作
用，引导新农人当好乡村振兴
助推员，带动、指导村民大力发
展产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吸
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为乡村
振兴注入活力，探索出一条让
农民鼓起“钱袋子”的惠民路。

湖南省耒阳市哲桥镇泉塘边村湖南省耒阳市哲桥镇泉塘边村：：

““湾村明白人湾村明白人””示范引领蹚富路示范引领蹚富路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冈西镇徐王新型农村社区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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