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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高产妙招多 带领乡亲闯富路
——记双辽市祥泰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武振海

全媒体记者 刘莉

挖掘文化特色
助力乡村振兴

罗德胤

振兴论坛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我市各地村民抢抓农时积极培育秧苗。这是在双辽市新立乡长泡村宝华家庭农场内，村民通过钵盘育苗方式培育秧苗。
全媒体记者 孙莹 摄

从多姿多彩、喜庆热闹的云
上“村晚”，到因地制宜、面貌各
异的乡村旅游路线，文化在乡村
振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挖掘
文化特色，助力乡村振兴，不同
地方有不同的探索实践，呈现出
蓬勃气象和创造活力。在刚刚
闭幕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上，打造各具特色的乡村风
貌，保护和传承好地域文化、乡
土文化，受到人们关注。

“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对
于保留比较完整且建筑质量较
高的村落，适宜进行整村保护，
多角度发掘村落价值。人们所
熟悉的安徽省黟县西递宏村、福
建省龙岩市洪坑村、浙江省兰溪
市诸葛村、云南省剑川县沙溪
镇、北京市门头沟区爨底下村
等，莫不如是。作为中国古村
落代表的宏村和西递村，其完
整合理的布局和水墨画般的风
格，呈现出乡村建筑和景观的
文化内涵；洪坑村以体量巨大
的土楼，展现了古人面对严苛
环境时的建造智慧和团结精
神；诸葛村被誉为“江南古村的
典型代表”，当地村民在增强文
化自豪感、认同感的同时，也自
觉加强保护意识；沙溪镇经由高
标准修复和专家驻地指导，成为
文化社区整体保护的国际范本；
爨底下村作为北京山区村落的
代表，以高密度的建筑布局取得
最大的空间效益，形成令人惊叹
的立体景观……悠久的历史文
化在这些村落中凝结为建筑的
巧思，有如凝固的诗行，吸引着
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面对历史文化建筑质量并
不突出的村落，只要深入挖掘，
也能够通过跨学科的合作研究，
找到其独特文化价值，进而带动
当地发展。比如河南省新县西
河村、江西省婺源县篁岭村、浙
江省松阳县全县域传统村落保
护，等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研
和全国范围的对比，西河村的设
计人员总结其历史文化价值特
征 是 历 史 上 形 成 的“ 滨 水 社
区”。设计师以河道景观为中心

开展规划设计、景观提升、建筑
改造等工作，以较小的资金投入
实现宜居水平的显著提高和旅
游产业的持续发展。篁岭村巧
借坡度大的山地特点，立体呈现

“晒秋”这一传统劳作方式，实现
“破圈”传播，成为一张闪亮的古
村文化名片。松阳县深耕当地
茶文化、历史文化名人资源等，
通过一系列颇具创新性的“建筑
针灸”项目实现点位激活，为全
县域传统村落保护带来蓬勃生
机，在国际上被视为山区发展和
城乡融合的典范。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特
色文化带动乡村发展的另一大
抓手。传统美术、传统音乐……
十大门类、1557项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截至2021年，国务院
已先后公布 5 批国家级非遗名
录。剪纸、制瓷、农民画，各种
各样的传统技艺在山间溪头、
村寨巷陌传承。聚焦当地非遗
技艺，为设计师和民间手艺人
搭建合作平台，通过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将不同村落的
特色工艺转化为当代消费者所
喜爱的产品，同样可以为一方
发展注入生机。四川省崇州市
道明镇竹艺村，在实践中摸索
出“公司+设计师联盟+乡村规
划师+村民”的经营模式，文创
设计力量带动传统手工艺产业
转型升级，形成道明竹编产业
链，助力全体村民增收致富。
江西省景德镇市三宝陶瓷村，
曾是景德镇古代瓷业的瓷土原
料产地，近年来通过吸引艺术
家群体进驻，逐渐发展成一个
迸发创新活力的陶瓷工艺美术
新聚落。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无论是着眼于乡村建筑还是聚
焦村落文化，不同地区推动乡村
振兴的具体路径有别，但是对创
意人才和跨领域合作的需求、对
村民主体性的调动是一致的，通
过特色文化带动一方发展是已
被实践证明了的有效路径。这
启发我们要重视对地域文化、乡
土文化的深入挖掘；多深入田间
地头，从乡村广袤的土地上获得
新的发现，以文聚力，以文化人，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断释放
文化的力量。

打造宜居环境，领导带头促整治。
刘家馆子镇党委多次召开人居环境整
治会议，要求全镇党员干部深化思想认
识，要有全局意识和大局观念，要有“等
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

“坐不住”的责任感，快马加鞭，狠抓落
实，推动党员干部动起来、沉下去，确保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取得实际成
效。该镇成立了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把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作
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镇、村、社
三级网格管理体系，层层细化压实责
任；按照“两级书记”抓环境的要求，镇
党委书记带领班子成员和包村干部经
常深入村屯一线查看环境整治工作进
展情况，现场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整改
对策，明确责任人、整改任务及整改时
限，确保环境整治工作真正落地见效。

创新治理新招，激发全民参与度。
刘家馆子镇把道德银行建设和人居环
境整治结合起来，通过道德银行“星级
农户”评选、表彰，道德积分发放、兑换，
积极引导村民参与环境整治工作，实现

了村容村貌、户容户貌、精神风貌的极
大改善。在实施“道德银行+环境整
治”工作中，将环境整治纳入村规民约
和道德银行评分标准，发动群众力量助
力环境整治提升常态化开展，自觉做好
自家庭院和室内卫生、保持公共卫生整
洁的责任和义务，主动清理自家庭院房
前屋后的生活垃圾和畜禽粪污。通过
道德银行积分兑换等多种方式，正向激
励，教育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整体推进的
浓厚氛围和良好格局。

建设堆沤场所，有序管理见成效。
自环境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刘家馆子镇
共建设粪污集中堆沤场 17 个、临时堆
放点109个，每个集中堆沤场（点）面积
均达 4000 平方米以上，各社屯堆沤点
按照实际养殖量情况设立，完全可以满
足全镇畜禽粪污存储，并安排专人负责
对粪污堆沤场进行日常管理。截至目
前，共清理畜禽粪污、生活垃圾 70000
余吨，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深入推
进粪污堆沤还田、河道保洁等当前重点
工作；针对对辖区河道，进行定期巡查

整治，做到问题发现及时、整改及时，确
保整治问题不反弹，努力打造“河清、水
畅、岸绿、景美”的生态环境。

监督跟踪检查，督导评比创突破。
对标对表上级部署要求，由镇人居环境
办牵头、执法中队配合，考核采取巡检
和暗访、定期与不定期、指定地点与随
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镇人居环
境办通过工作简报形式及时将考核情
况报送镇党委主要领导及相关部门，同
时将考核情况和存在问题反馈给村主
要负责人，督促其按要求进行整改。对
连续两个月排名末位的村书记在大会
上作表态发言；对连续3个月排名末位

的村书记由镇相关部门进行约谈处理；
对整治工作推进不力，造成严重后果
的，严肃追责问责。

刘家馆子镇党委书记于海波表示，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是人
民群众健康生活的应有之义，更是实现
全镇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所需，他们将严
格按照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敢
担当、勇作为，责任上再压实、推进上再
有力、考核上再严格，党群联动、户户参
与、群策群力，不断完善人居环境长效
治理机制，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参与共建
美丽家园的积极主动性，持续提升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梨树县梨树镇在人居环境整治中，紧盯问题不放松，瞄准目标不懈怠，
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人居环境整治成效。

全媒体记者 邢天笑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邢天笑 通
讯员 赵薇）近日，伊通满族自治县新
兴乡点面结合开展“环境整治齐发力
乡村面貌换新颜”活动，有效巩固了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成果。

环 境 整 治 全 覆 盖 。 新 兴 乡 动
用大型机械，集中对主次干道、房
前屋后、屯内小路、村部周围等区
域 进 行 大 规 模 彻 底 清 理 清 扫 ，整
治乱堆乱占现象。推进河道沟渠
治 理 行 动 ，清 除 河 道 沟 渠 内 外 及

周 边 各 类 漂 浮 物 和 积 存 垃 圾 ，疏
堵结合，组合发力，打造良好的农
村水生态环境。

绿化美化增颜值。抓实护路林栽
种工作，合理配置树种苗木，提升景观
效果。栽种杨树苗 5000 棵，果树苗
1200棵，补植林带8条。

压实责任保成效。强化保洁队伍
建设，实行动态管理，规范工作标准，
确保保洁效果落到实处，环境卫生整
治取得长效。

环境整治齐发力
乡村面貌换新颜

他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
势上下功夫，致力于研究特色高效农业技术
及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示范推广新品种、新
技术，带领乡亲增收致富，让村民有更多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与合作社新老社员之间浓厚的乡情、田间劳作的辛勤汗水、实验田
里攻克难关的喜悦、拓展市场的百折不挠，都是他在探索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路上不
懈奋斗的意义所在；他靠着一颗致力于农业产业化的初心和情怀，带领乡亲走出了
一条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他就是双辽市祥泰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武振海。

测土配方“配”出高产量
双辽市双山镇多稼村是武振海的

家乡，多年前他外出打拼，积累了丰富
的现代农业管理经验，获得了一定的资
金积累，但他一直心系现代农业发展和
家乡振兴，于是，几年前，他怀揣着一份
浓厚的乡情，毅然回到家乡，开启了他
的“新农人”之路。

武振海把目光放在了“测土配方施
肥”提高产量上，他带着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及国家项目所给予的丰厚资金，创
立了双辽吉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为家

乡发展提供新技术，生产出玉米专用
肥、水稻专用肥和大豆专用肥。目前，
该技术已在全省推广应用了6年。6年
间，农户使用测土配方专用肥 90 多万
亩，每亩实际增产 200 斤，直接为农户
增收粮食1.9亿斤，武振海也因此成为
了双辽远近闻名的测土配方专用肥研
发专家和生产大户，他不断带领更多乡
亲走上了使用“测土配方施肥”的现代
农业之路，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开辟
出一条新路径。

规模流转“流”出金土地
为 了 不 断 推 进 新 技 术 ，为 家 乡

振兴注入新活力，吉良农业公司成
立了双辽市祥泰种植专业合作社，
采用土地入股分红的经营模式，集

订单种植“种”出新出路

武 振 海 从 种 植 结 构 调 整 入 手 ，
通过发展特色种植和订单农业，探
索出农村稳定增收、持续增收的新
模式。

武 振 海 积 极 与 下 游 优 质 厂 家
联 系 ，越 过 中 间 环 节 直 接 与 食 品 、
药 材 生 产 厂 家 合 作 获 取 订 单 。 通
过多次沟通交流，吉良农业公司的
技术实力得到日本商家青睐，与日
本商家签订了 600 公顷红小豆订单
种植合同。

为 了 让 更 多 乡 亲 过 上 更 加 富
足 、幸 福 的 生 活 ，他 还 积 极 联 系 种
植大户所在的村集体，与种植大户

签订保底价每斤 3 元的收购合同，
提供种子和底肥等生产资料，给村
民的收入带来了保障，切实实现了
为农民收益保驾护航。

曾 经 的 风 雨 兼 程 化 作 春 风 细
雨 ，润 泽 每 一 位 怀 揣 梦 想 的 人 。
如 今 ，作 为 乡 村 振 兴 的 带 头 人 、
农 业 产 业 化 发 展 的 践 行 者 ，武 振
海 带 领 着 更 多 村 民 在 农 业 现 代
发 展 的 道 路 上 执 着 前 行 ，朝 着 实
现 特 色 农 业 、持 续 增 收 和 乡 村 振
兴 的 融 合 发 展 目 标 不 断 迈 进 ，将
更 多 丰 收 的 希 望 播 撒 在 这 片 绿
色 田 野 上 。

中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
2019 年 ，合 作 社 在 茂 林 镇 二 龙

山 村 流 转 土 地 260 公 顷 ，林 场 苗 圃
140 公 顷 ，在 服 先 镇 天 兴 村 流 转 土
地 230 公 顷 ，在 保 证 正 常 收 入 的 基
础 上 ，为 每 户 分 红 2000 元 ，使 越 来
越多的农户在土地流转中获得了更
多收益。

武 振 海 不 断 探 索 进 行 改 革 ，
2020 年，合作社响应“三权分置”的
改 革 号 召 ，创 新 性 提 出“ 土 地 经 营
权 入 股 ”举 措 ，以 各 自 然 村 为 单 位
拿出一定面积集中连片的土地与合
作社合作种植经营，并不断探索建
立 了 风 险 防 范 机 制 ，设 立 入 股 保
险、风险保障金等救济措施等。

增“颜值”提“气质”升“品质”
——梨树县刘家馆子镇掀起人居环境整治热潮

全媒体记者 高鸿

梨树县刘家馆子镇坚持党建引领，不断创新治理新招，加快美丽乡村建
设，建立以党员示范、干部行动、榜样带动、群众互动的人居环境整治新模式，
构建了党支部主导、党群共治、家家户户参与的常态化治理环境体系，持续吹
响人居环境整治冲锋号，全力打造洁净美观、文明有序的人居环境，掀起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新热潮，以“长治久洁”擦亮刘家馆子镇人居环境秀美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