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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论坛

王臣是义勇村的村书记，也是一
名种地“老把式”。初中毕业后一直
务农的他深刻感受到传统种植模式
很难实现农民增收致富。2013 年，镇
党委号召组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王臣积极响应，到吉林市磐石市小石
头 村 利 民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观 摩 学
习。此次观摩学习让王臣打开了工
作思路，从合作社运营模式、管理制
度、经营方式、利润分配方式，到玉
米、大豆等农作物的种植方式都让他

耳目一新。“以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为单位的农业种植模式土地利用率
高，且经济效益好，合作社通过流转
土地实现了规模经营，提高了机械化
种植，解放了劳动力，能够大大增加
村民收入。”王臣说。

2013 年 6 月，王臣开始着手筹建
“老六种植专业合作社”。万事开头
难，起初村民对合作社不了解，不愿
意加入合作社，王臣就和一些思想解
放的村民进行沟通，向他们宣传合作

社的种植优势，经过一番努力，终于
有42人同意加入合作社。

老六种植专业合作社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正式注册，王臣被选为合作社
理事长。2014 年，合作社共经营土地
80 公顷，以种玉米为主，采取统一购
买种子、化肥、农药，统一种植、管理、
销售的方式，当年入社村民人均增收
3000元。

看到入社村民收入增加，陆续有
新的村民加入合作社，到 2016 年底，
老六种植专业合作社已发展成员达
61人，固定资产达到120万元，经营土
地 260 公顷，拥有免耕机 10 台，旋耕
机2台，深松机2台，玉米收割机1台，
达到了全程机械化耕作水平。

2017 年，合作社调整种植结构，
改种花生 220 公顷，并出资 30 万元打
抗旱水源井 42 眼。当年花生产量达

到 220 万斤，收入达到 170 万元，合作
社成员获得了丰厚的收入。

王臣在带领老六种植专业合作
社发展的路上，始终不忘带领村民共
同增收致富的初心。长期以来，他一
直竭力为村民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实
际困难，切实为村民谋福利，积极安
排剩余劳动力就业，想方设法帮助村
民增加收入。王臣个人还积极投身
公益事业，2016 年出资为义勇村两户
生活困难的村民建造彩钢房，并为他
们购买价值 2000 元的生活用品；2016
年至今，每年为义勇村小学的孩子们
购买冬季羽绒服、夏季常服，受到村
民的高度赞扬。

王臣以身作则，在经济发展中帮
扶济贫，做好事、办实事，带领义勇
村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
前行。

“老把式”变身“新农人”
——双辽市兴隆镇义勇村村书记王臣带领村民致富记事

全媒体记者 张鹏

走振兴发展之路 绘就美丽新画卷
——伊通马鞍山镇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侧记

全媒体记者 高鸿

新华社成都5月26日电（记者
叶含勇 董小红）走进四川成都蒲江
县铁牛村柑橘生态果园，满眼翠绿，
橘树上悬挂的“柑宝宝”标识牌引人
注目。一棵树一天一元钱，认养人就
可以成为“柑爸柑妈”，生动有趣的认
养模式，让更多人参与到当地生态种
植中。

“柑宝宝”的兴起，是铁牛村近年
来吸引“新村民”形成人才“雁阵”，带
动村子蓬勃发展的缩影。

一方水土养一方柑
“新村民”干劲十足
耙耙柑学名“春见”，是柑橘的

一个品种。每年 12 月底至次年 3
月，是蒲江县铁牛村耙耙柑的成熟
季。一方水土养一方柑，铁牛村青
山环绕，树木茂密，再加上雨水阳
光充沛，自然孕育出的耙耙柑皮薄
肉甜。

每天，黄海英都要到果园看看耙
耙柑生长情况。穿着棉布衣服，头上
系着丝巾，脚踩一双平底运动鞋，这
位曾经在上海工作的金融业白领，如
今满身乡土气息。

“最开始来这儿，是想找个养老
的地方，来了后发现，乡村大有可
为，我干劲十足。”黄海英笑着说。
在城市高楼大厦里忙碌了十多年的
她，三年前因一次朋友邀约来到这
儿，就被这里吸引，并尝试着留下来
干点事。

在她的带动运营下，“丑美阿柑”
品牌创立，生态农人培训计划拉开帷
幕，亲子课堂、“铁牛大讲堂”等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也在村里兴起……

村里产业原本较薄弱，经过她
和一群“新村民”的经营，如今，村
里已经培育出 5 家公司、2 个公益
机构和 1 个村级联合体，专注有机
种植、人才引进培养、生态农业发
展等多个领域。

“前不久，我丈夫也带着孩子从
北京来了，一家人都决定留在村里。”
黄海英说。

老村民有新鲜感
“新村民”有归属感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目前，

铁牛村已从北上广深引进60多位常
住“新村民”、300 多位“候鸟”型“新
村民”，他们联动当地村民，形成了规
划建设、创意设计、运营管理、文化艺
术、生态农业等10多个人才组团，在
尊重村子现有生态布局基础上，巧妙
提升乡村生态价值、生产价值与生活
美学，逐渐把一个原本偏僻落后的小

村庄变成了引领乡村振兴的明星村。
在“新村民”带动下，铁牛村耙耙

柑生态种植基地扩大到了 40 亩，不
少本地村民“回流”，村集体经济蒸蒸
日上。

29岁的村民曹彬洋此前在外地
打工，看到村子的变化，就决定回来，
在“新村民”开办的餐厅做了一名服
务员，跟着来自上海的主厨团队学习
制作节气素食。如今，他已成长为餐
厅主理人，参与策划运营。“每天干完
活，骑车10多分钟就到家了，工作内
容很有挑战性，比在外面打工有趣多
了。”曹彬洋说。

老村民体会到新鲜感，“新村民”
也有了归属感。

“90后”的高晓欣曾在广州上大
学，后辗转到北京、上海工作生活，如
今扎根铁牛村，成了党委副书记。不
仅如此，她还是村里的“金牌讲解
员”，村里大事小事如数家珍。

“在城里工作，我就像一颗小小
的螺丝钉，村里虽然很多事情需要
花更多精力，比较辛苦，但看着村
子一点点在改变，很有成就感。”高
晓欣说。

乡村生活氛围踏实又温暖
山水相融的小村庄，随处可见郁

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各种野花盛开在
路边……村子变美了，产业起来了，
来旅游参观的人多了。在高晓欣的
带动下，铁牛村组织了一支村民宣传
队，很多本地村民成了导鉴员，负责
给游客讲解当地风俗民情。

“70后”本地村民邹莉就是一名
导鉴员。现在，她不仅凭着这份家门
口的工作，一个月收入三四千元，还
利用插花手艺，在村里开课教游客插
花，有一份额外收入。

“乡村要发展，需要不同层次不
同领域的人才，我们在逐渐搭建一个
乡村人才发展平台，吸引更多新村民
留在这儿。”黄海英说，搭建铁牛村人
才“雁阵”，不仅靠优美的田园风光和
逐渐红火的产业，也要靠充满人情味
儿的乡村生活氛围。

黄海英说，在村里，“新村民”需
要轮流为大家做饭。一起下厨，一
起采摘耙耙柑，一起看露天电影
……在新老村民的互动中，这种看
得见、摸得着的生活，让他们感到
踏实又温暖。

“在村里，每一天都很长，因为这
里的风土人情让人放松从容，每一天
又很短，因为有很多规划和想法要实
现，觉得时间不够用。这样的日子充
实有盼头。”高晓欣说。

成都铁牛村飞来人才“雁阵”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
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回
信，对他们提出殷切期望。“科技
小院”一时成为热词。

科技“高大上”，小院“接地
气”，科技加小院，碰撞出怎样的
火花？科技小院将农业专业
研究生长期派驻到农业生产
一线，是农业科研、科技服务
与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让
田野成为授业的课堂、作物成
为生动的教材，教书与育人、
理论与实践、科研与推广、创
新与服务，就这样被“种”进一
片片充满生机的田野。

办好科技小院的关键是“扎
下去”。科技小院的“小”，不是
作用小、效果小，而是在一个院
落、几间农房中，解决农业生产
中遇到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在
生产种植中，难免会碰到各种问
题，这些问题农民知晓，但很多
时候他们凭借自身力量解决不
了。苗有啥病？该施啥肥？科
技小院的研究生们和老百姓同
吃、同住、同劳动，在乡间田野解
答一个个难题。这既是实操也
是学习，既是“墩苗”也是贡献。
科技小院不仅能为农民答疑解
惑、解决现实问题，也帮助部分
高校和科研机构解决重理论轻
实践、与实际需求脱钩等问题。

一个个科技小院如种子般
播撒开来，向下扎根、向上生
长。2009 年，全国第一个科技

小院在河北省曲周县成立，到今
天，全国已建立 1048 个科技小
院，覆盖 31 个省份；此外，科技
小院模式还得到联合国粮农组
织推介，逐渐走向世界。气象小
院、花卉小院、虾蟹小院、驴产业
科技小院……小院覆盖了农业
生产的方方面面，往产业发展、
绿色升级等方面深入推进。从
1.0 版的精准帮扶模式，发展至
2.0版的产业扶贫模式，再到3.0
版的乡村振兴模式，科技小院不
止于技术输出，还要带动更多主
体参与，给整个区域的人、生产
和生活带来改变。

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的科
技特派员制度，经过开枝散叶，
已从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层面
制度性安排。而科技小院有所
不同，专家的科技帮扶，还将更
好带动青春力量向下扎根。科
技小院是有形的小院，也是无
形的平台。创新的人才培养模
式在这里萌芽，乡村振兴的年
轻力量在这里成长，产业致富
的金点子在这里生发。新的机
制在诞生、新的活力在释放，农
业这门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产业
和时代的知识创造一次次碰
撞，在一代代人的接力中行稳
致远。师生们日复一日的坚
守、付出，终将一点点生长出收
获和希望。这就是科技小院的
动人之处。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宏伟
目标，需要具体的载体和抓手。
期待更多的科技小院破土冒尖，
用丰富资源、优秀人才滋养乡
村、播种梦想。

办好科技小院的关键是“扎下去”
余姝满

近日，河
北省唐山市海
港经济开发区
葡萄种植特色
小镇——王滩
镇的大棚葡萄
陆续成熟。近
年来，唐山市
海港经济开发
区引导农民采
取“合作社＋
基地＋农户”
的模式，发展
冷棚、温室大
棚 等 葡 萄 种
植，延长葡萄
供应期，促进
农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
目前该区葡萄
种 植 面 积 达
1.1万亩，年产
葡 萄 2.5 万
吨。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我当了村书记以后，一直想着如何
改变家乡现状，帮助村民增收致富。为
此多次外出考察学习，想把合适的产业
引进我们村。”双辽市兴隆镇义勇村村书
记王臣说。

伊通满族自治县马鞍山镇深入贯彻“走振兴发展之路，建设富美马鞍山”的发展思路，
以“五星”支部创建引领乡村振兴，加快推动新时代马鞍山镇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实现

“产业兴、生态优、百姓富”的奋斗目标。

多措并举 提升群众满意度

马鞍山镇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建立党委“一把手”负总责、分管
领导具体抓、基层党组织书记亲自抓的
工作责任制，以农村经济为抓手推进乡
村振兴。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专项
行动，多举措助力春耕生产，通过村级
集体经济组织牵头流转土地的方式，将
零散地块进行宜机化改造，推动农业生
产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大力发展特
色农业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
布局，以铠绎农牧业循环经济园区为龙
头，采用“公司+合作社”模式，辐射各
村发展现代畜牧业。以伊美果蔬园区
为中心，带动各村发展果蔬种植。北岗
子村党支部书记郑艳辉说：“党和政府
出台了一系列好政策，让村干部有了明
确方向，工作好开展了，村集体收入增
加了，村屯环境提升了，老百姓也更满
意了，我们北岗子村在乡村振兴的大路
上正大步迈进。”

围绕“生态宜居”，全面建设美丽
马鞍。全镇擦亮乡村振兴底色，采取

“党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
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模式，开展“干

净庭院、美丽人家”评选，形成上下联
动、齐抓共管的网格化环境治理格
局。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和矿坑复绿，
推进镇域养殖场升级改造，杜绝粪污
直排。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制”，
重点推进伊通河马鞍山镇段治理四
期工程建设，按照“十清，一定，一治”
标准，完善“户集、屯收、镇运”垃圾收
集网格体系，无危害垃圾集中焚烧或
掩埋，做到日产日清，维护好全镇的
绿水青山，使农村环境更美、生活质
量更高。2023 年，马鞍山镇加快推进
北岗子村“百村提升”项目进程、投资
245 万元实施街里村 2023 年示范村基
础 设 施 建 设 项 目 、建 设“ 四 好 农 村
路”、推进路灯安装等村屯美化亮化
工程，真正改善镇容镇貌、村容村貌，
达到“三清四化五到位”标准。北岗
子村脱贫户王志民说：“以前总为衣
食住行发愁，现在镇里年年给我们

‘分红’，园子里种的蔬菜和鲜玉米都
能卖上好价钱，收入增加了，环境变
好了，家门口建了文化广场，吃完饭
扭扭秧歌，小日子别提多带劲了！”

做强项目 让农民生活更富裕

围绕“产业兴旺”全面建设富裕乡
镇。马鞍山镇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

色化、品牌化。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培
育和引进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引资 1000 万元升级打造铠绎农牧业

循环经济园区，高质量推进旅游环境
提质增效。推进三产融合示范区，打
造伊通生态旅游新地标。重点打造北
岗子、铁炉等特色文化村，构建“一村
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风、一村一韵”
新格局。2023 年，该镇拟投资 100 万
元，实施扩建北岗子村养牛项目，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
收，加快产业振兴进程。

围绕“生活富裕”全面建设幸福乡
镇。充分发挥“党建+”优势，完成 13

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创建工作，依
托北岗子村兴伊合作社，大力发展肉
牛养殖行业，以点带面，促进各村集体
经济发展，2022 年有两个村收入超
100 万，村集体经济全部实现正增长；
大力发展棚膜、庭院经济，规模化种植
黏玉米，推动全镇农民实现增产增收；
推行“党建+文旅”发展模式，打造伊
美采摘园、听山农业创业产业园、露美
生态园等旅游品牌，带动周边村民实
现就业增收。

特色产业 拓宽农民致富路

庭院种植黏玉米，撬动文明经
济。北岗子村结合“千村示范”和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将黏玉米种植融入
人居环境提升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制
定《北岗子村“文明经济”考核评比实
施方案》，按照考评分数确定回收价
格，把文明经济进行积分量化，成立

“文明经济”种植先锋队，种植户主动
参加村中各项志愿服务活动，使北岗
子村的示范村建设、村容村貌、乡风文
明大大提升。2022年共回收黏玉米约
18.8万穗，销售收入达94万元，其中村
集体增加收入 25 万元，农户增收最高
达6300元，户均增收3000元。

发 展 樱 桃 种 植 ，聚 力“ 一 村 一
品”。全镇成立樱桃等果品蔬菜合
作社 127 个，涵盖农业、畜牧、农机科
技等种类，创建有机农业+优质樱桃

种源培育基地，与吉林农业大学、吉
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山东
寿光蔬菜公司签订院(校)企合作协
议，聘请专业农艺师进行授课和现
场指导，实现樱桃产业标准化、规模
化发展。延伸产业链，发展以大樱
桃农业体验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全
镇 2 家 4A 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联合
县政府、镇政府举办大樱桃采摘节，
年接待游客达 20 万余人次，带动镇
域旅游业快速发展。“这几年国家政
策好了，为合作社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机遇，以前我们有好想法、好项目
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实行，现在政府
给我们指引方向，给政策支持，既保
护了黑土地，又增加了经济收入。”
马鞍山镇金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孙艳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