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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绿色生态”托起农民致富梦
——记梨树县立国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立国

全媒体记者 刘莉

种植户在诸暨市东白
湖镇的铁皮石斛有机种植
基地采摘铁皮石斛花和铁
皮石斛鲜条。该铁皮石斛
有机种植基地占地200多
亩，是由回归的乡贤创办，
该基地除了产出铁皮石斛
鲜条、盆栽以及铁皮石斛
粉、铁皮石斛酒等多种相
关产品外，还作为当地乡
村旅游的特色景点吸引了
上海、杭州、苏州等省内外
游客前来采购、游玩。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解决好城乡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党的
二十大报告着眼于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提出“发展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我们要探索
多样化途径，积极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增动力、添活力。

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重
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
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
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把促
进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积极拓展农业多种功能，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把产业链延伸环节更多留
在乡村，把产业发展的增值收
益更多留给农民，着力缩小城
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
距。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盘活农村集体资产，
让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显著增加广
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以深化改革探索多样化
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深化农村改革，必须继续把
住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
条主线，把强化集体所有制
根基、保障和实现农民集体
成员权利同激活资源要素统
一起来，搞好农村集体资源
资产的权利分置和权能完
善，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分
享更多成果。”改革是解放和
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要
在牢牢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

不改变、耕地不减少、粮食生
产能力不减弱、农民利益不
受损等底线基础上，以深化
改革探索多样化途径，发展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化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坚持农
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推进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
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
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
局，同时尊重农民意愿，坚持
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经营
权。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试点，探索建立
兼顾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和农民利益的土地增值收
益有效调节机制。巩固提升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
果，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
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多样
化途径。

以城乡融合发展激发动
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
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
之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而要强
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
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
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
农城乡关系。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同样不能忽视城
乡融合发展。为此，要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
制和政策体系，畅通城乡要
素流动，引导城市资金、技术
等先进生产要素进入“三农”
领域，解决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面临的资金、技术短
缺等难题，增强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动力。创新乡村
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引导城
市人才去乡村创新创业，为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
人才助力。此外，还要抓住
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新一
代信息技术赋能改造传统农
村集体经济，引领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模式和业态创新，
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程宇昌

“80 后”冯超没有想到，曾经
拼命想要离开的老家会成为自己
事业发展的新起点。

三年前，看到昊苑村因为葡萄
酒产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绿化
配套等越来越好，在外面闯荡做生
意的他毅然选择“回家”，花费七八
十万元“升级改造”父母2000多平
方米的老院，打造出民宿“贺兰山
下阅山居”，可接待近80人用餐。

昊苑村隶属于宁夏银川市西
夏区镇北堡镇，位于我国葡萄酒明
星产区贺兰山东麓产区内。“今年

‘五一’期间每天都是满的，还因为
接待能力有限不得不拒了很多订
单。”冯超说。

“我平时工作特别忙，每当
想要放松时，就骑个电动车来
村里，一个人看看风景、逛逛酒
庄、吃点美食、喝点小酒，很舒
服。”已是第三次来昊苑村的游
客麻小彦说。

尽管自家地道农家菜和自助
烧烤很受欢迎，但冯超很清楚，民
宿的最大依仗还是这片戈壁滩上
正在郁郁葱葱生长的葡萄树。但
2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不毛之
地，遍布开采砂石后遗留的大坑。
村里人多是外省移民而来，承受恶
劣环境就为了挣一口饭吃。

经过不断尝试，村民发现贫瘠
的土地不适宜种粮食作物，但却是
种植优质酿酒葡萄的绝佳土壤。
在政府鼓励支持下，全村家家户户
开始承包土地种植葡萄，逐渐把家
园变成绿色，1.8 万亩酿酒葡萄已
吸引19家酒庄落户于此。

“昊苑村每户人家收入都和葡
萄有关，村民从过去单一的务工人
员变成现在的技术工人、酿酒师、
管理者、销售者。低的一年挣3万
多元，高的能达到二三十万元。”昊
苑村驻村第一书记者秀军说。

掰着手指数了数，村民刘灿
说，自己家和老公家近十人全在同
一个酒庄工作，有人搞绿化、有人
管葡萄园、有人当讲解员……而她

自己因为上了大学成为酒庄一名
财务人员，每月收入5000多元。

“我爸 2004 年从安徽来到昊
苑村时，只盼着能养活我们一家就
行，哪能想到还有拿固定工资、住
楼房、开小车的日子，20 年，终于
在这里扎下根了。”刘灿说。

受益于葡萄酒产业发展的远
不止刘灿一家。经过近 40 年发
展，贺兰山东麓这片风水宝地孕育
了228家酒庄和葡萄酒企业，酿酒
葡萄种植总面积达58.3万亩，年产
葡萄酒1.38亿瓶，在布鲁塞尔、巴
黎等国际顶级酒类大赛中多次获
奖。作为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据
统计，目前宁夏葡萄酒产业每年为
农户提供固定及季节性用工岗位
近13万个。

近年来，昊苑村以葡萄酒元素
为基础，整合乡村生产、生活、生态
资源，将“葡萄酒＋民宿”打造成为
村级特色产业，形成集葡萄酒品
鉴、民俗文化、农事体验、特色民宿
等为一体的休闲度假新业态，年接
待游客 50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
500万元。2022年，昊苑村被农业
农村部认定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
产值超亿元村”。

“为了丰富游客的休闲生活，
我们还计划建设采摘园、帐篷露营
区和亲子活动广场等，希望能把昊
苑村打造成有特色的民宿集群。”
者秀军说。

而19家酒庄之一的格莉其酒
庄更是开辟了酒庄旅游新体验
——“红酒巴士”。游客可以边吃
牛排、边品红酒，同时在行进途中
参观酒庄、葡萄种植基地以及旅游
景点。这种独特的方式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打卡，进一步提升了昊苑
村的知名度。

“通过这20多年的努力，我们
昊苑村种出了风景、种出了产业，
不但守住了绿水青山，也圆了群众
的致富梦。”者秀军说。

（记者 艾福梅 谢建雯 马思
嘉）

戈壁滩上藤蔓万顷
赋能乡村振兴

振兴论坛“我这里的香瓜香甜、可口，是用烀熟的黄豆
和发酵的农家肥做底肥的自然方法种植的，吃起
来能尝出自然的瓜香，很受市场青睐。”日前，在梨
树县宝成甜瓜种植基地，49岁的梨树县立国种植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唐立国拿起一个白绿
相间的香瓜，神采奕奕地说。

唐立国是当地香瓜种植能手，采用生态绿色的自然模式，种出来的香瓜不仅品相
好而且带着自然香味。这背后饱含着他作为吉林生态新农人，多年来在生态种植事
业中的坚守以及他带领合作社成员付出的辛勤和洒下的汗水。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近日，经过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抽检，所检项合格。

敢作敢为 成立合作社带乡亲致富

“我生长在大烟筒村，对家乡有着
一份特殊的感情，过去村民们一直以
种植玉米为主，但由于人多地少等原
因，种植玉米的收入满足不了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想通过自
己的努力为家乡做点儿事。”唐立国虽
然是一个普通农民，但他思想活跃、敢
作敢为，一心想要为家乡发展出份力
的他，于 1999 年改变思路，依托得天
独厚的区位优势和种植条件，开始发
展棚膜经济，种植豆角、茄子、西红柿

等蔬菜，经过一番努力，他尝到了棚膜
经济的甜头，发展棚膜经济的效益比
种植玉米增加了好几倍，生活渐渐有
了起色。

但他逐渐发现，要进一步发展，靠
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实现，为了扩大规
模，同时带动更多乡亲走上致富路，
2013 年 11 月 27 日，他成立了梨树县
立国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最初
合作社主要以园艺设施建设和生产为
主，所有社员都经过电焊工操作和创

不惧挫折 开启生态新农人之路

正在唐立国和社员们准备继续大干
一场时，天有不测风云，2015 年 6 月 1 日
的一场大风，将7栋大棚吹得七零八落，
大家几年的心血瞬间化为乌有。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唐立国措手不
及，但短暂的低落后，他又重新振作起
来，“我不能倒下，合作社的社员们把希
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一定要想办法重
新开始。”唐立国说，这其中有家人的
鼓励、乡亲的信任和镇里相关领导的
支持。当时，唐立国的家人亲朋都纷
纷 向 他 伸 出 援 手 ，合 作 社 社 员 也 表
示 ，大 家 要 一 起 努 力 ，共 同 渡 过 难
关。最令他感动的是，镇里相关部门
了解他的困境后，给他申请了补助，
并帮助联系贷款事宜。在相关政策有
变、贷款无法发放的情况下，一位镇
领导还个人借给唐立国两万元，在县
里农业部门和领导的大力支持帮助
下，唐立国又重新建起了大棚。

此次变故也给唐立国留下了深深的
思考，他觉得要加强管理，进一步拓宽思
路才能取得成功。当一切步入正轨后，
唐立国开始积极参加农业知识培训，学
习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接触到
了许多新的发展理念。在参加梨树县园
艺带户管理站组织的新型农业农民培训
实践考察学习中，他学到了香瓜的“双断
根插接”技术。“梨树县园艺特产管理站
王玉霞研究员告诉我，用烀熟的黄豆和
发酵的农家肥做底肥，初期用火焰高温
杀菌技术除草，这种利用生态技术种植
的香瓜有自然的香甜。”唐立国如获至
宝，经过尝试，2017 年，他开始用自然农
法种植香瓜，结果，当年4个大棚种的香
瓜就收入12万元。

成功的喜悦让唐立国更加坚定了开
启生态农业发展之路的信心，2017 年他
又参加了吉林省现代青年农业主培训，
2018年，开始进行绿色种植和采摘。

迎来转折 誓为生态吉林作贡献

唐立国带领合作社开展生态种植
香瓜颇有成效，并注册了“唐王北贡”
商标，许多慕名而来的人都被这皮薄
甜脆的香瓜所吸引，一传十，十传百，
唐立国这个香瓜致富能手名气越来越
大。市农委相关领导和技术人员多次
来合作社调研，同时帮合作社开展农
超对接。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唐立国的香瓜种植
事业蒸蒸日上。

2021 年，唐立国迎来了他人生的又
一个转折。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省农
业宣传中心主任孙策的介绍，他了解到
吉林省吉乡贞品生态农业发展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的 CSA 模式，进一步坚定了他
发展生态农业的决心。“CSA模式简单地
说，就是在合作社和消费者之间建立直
销、互信的关系。消费者以预付生产定

金作为投资，农民有稳定的市场保障，消
费者也能吃到更健康的食品，实现生产
者和消费者互助。”唐立国介绍说。

今年2月，唐立国的合作社加入吉林
省吉乡贞品生态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和更多有志于生态事业发展的
伙伴一同为生态吉林发展作贡献。5
月，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吉林梨树黑
土地学院）的专家团队来到梨树县立国
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现场技
术指导，专家们对合作社种植的生态香
瓜给予很高评价，并为合作社“农科服
务小院”揭牌。

“探索生态农业的过程中经历了许
多艰辛与不易，但收获却是硕果累累。
我将不断坚持生态种植，继续学习新技
术、试种新品种，带动更多村民走上‘甜
蜜’致富路。”唐立国说。

业培训，合作社成立后，发展到 7 个大
棚。”唐立国脸上带着笑意说，当时，周
边的乡亲也跟着我用大棚种植蔬菜，

效益特别显著，看着大家兴奋的神情，
我也特别欣慰，更加坚定了带动乡亲
们共同致富的信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爽 通讯员
李响）走进双辽市柳条乡部分村庄，入户
村道平整干净，房前屋后整洁有序，农舍
庭院郁郁葱葱。这是该乡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
柳条乡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统领，以建设
美丽宜居乡村为目标，围绕“干”字做文
章，重实干、求实效，推动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又上新台阶。

柳条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部署会，

对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再加压再部署；细
化工作任务，对全乡15个行政村、社区进
行拉网式排查，建立台账清单，做到不落
一村一户；不留盲区死角，坚持垃圾定人
清扫、定时收集、定期清运，确保清理一
处，规范一处，洁净一处；定期督查和随
机督查，对发现的问题，当场交办，限期
整改。

全乡15个行政村、社区比学赶超，多
维发力，坚决和乡党委、政府保持步调一
致，形成乡村组三级联动。重点对乡道

沿线绿化带、沟渠、排水沟内的垃圾等进
行集中整治，完成路边花栽种；组建人居
环境整治小分队，责任到人，从坑塘沟渠
到田间地头，从基础设施到庭院周边，确
保每一处都有人抓、有人管；加强宣传引
导，通过大喇叭、宣传车、宣传条幅等方
式积极宣传农村人居环境的做法，提高
农民文明素养，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变

“要我干”为“我要干”，汇聚起建设美丽
乡村的强大合力。

截至6月，柳条乡共组织党员干部、

群众及志愿者1700余人次，出动机械设
备760余辆（台）次，清理残垣断壁15处，
清理杂物 470 余吨、坑塘 2 个、沟渠河道
67公里，累计完成绿化87公里。

每天整洁一小步，美丽乡村一大
步。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接下来，柳条乡将进一
步健全机制，补齐短板，向美而行，让
全乡人居环境“净起来、绿起来、亮起
来 、美 起 来 ”，推 动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增

“颜”提“质”。

增颜提质绘就乡村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