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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论坛

梨树县金山乡加快推进粪污堆沤点标准化建设，方便养殖户倾倒粪污，这是旱河村点位建设施工现场。 全媒体记者 王冬雪 摄

今年年初，伊通满族自治县
三 道 乡 将 发 展“ 庭 院 经 济 ”作 为
带动村民实现增收的突破口，与
公 主 岭 市 学 亮 田 园 种 植 专 业 合
作社合作，发动村民在房前屋后
种植辣椒，让村民的“方寸地”释
放出乡村振兴新活力。

一方庭院有何用处？又如何
为 村 民 带 来 收 益 ？ 走 进 伊 通 满
族自治县三道乡庭院辣椒基地，
答 案 就 在 这 片 翠 绿 的 辣 椒 地
里 。 当 地 乡 党 委 及 政 府 积 极 引
导农户以小庭院为载体，以家庭
为 阵 地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庭 院 辣

椒种植，激活了农村“小庭院”，
做足了增收“大文章”，蹚出了发
展庭院经济的新路径。

近日，省乡村振兴促进会在
三道乡举办助力乡村振兴“庭院
经济”经验交流会，120 余名村党
支 部 书 记 和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现 场
学 习 经 验 。 为 了 让 大 家 进 一 步
了 解 庭 院 辣 椒 的 种 植 技 术 、产
量、价格、收入等情况，公主岭市
学 亮 田 园 种 植 专 业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陈 学 亮 为 在 场 村 书 记 详 细 介
绍 。“ 咱 们 这 个 辣 椒 一 公 顷 种 植
6.5 万 棵 辣 椒 秧 苗 ，一 棵 辣 椒 秧

苗 基 本 上 能 结 超 过 一 斤 辣 椒 。
今 年 辣 椒 收 购 价 格 每 市 斤 1.5
元 ，这 样 算 下 来 ，一 公 顷 地 毛 利
润 在 10 万 元 左 右 ，把 人 工 、化
肥 、苗 等 成 本 去 掉 ，一 公 顷 地 利
润在 4 万元左右。如果辣椒管理
得 好 ，它 的 收 入 会 是 玉 米 的 4
倍。”陈学亮说道。

伊通满族自治县景台镇景台
村党支部书记宋辉表示，参加此
次 经 验 交 流 会 受 益 匪 浅 。 小 庭
院 、大 作 为 ，项 目 非 常 有 发 展 。
一路上听介绍、看现场让我有了
更 多 思 路 ，回 去 准 备 研 究 一 下

“庭院经济”，进一步激活乡村振
兴新“钱”景。

省 乡 促 会 副 会 长 史 册 说 ：
“伊通三道乡辣椒种植基地项目
是由省乡村促进会搭建的平台，
为当地群众引进的产业。从 5 月
中旬栽种到即将回收，村民将有
一 份 非 常 可 观 的 收 入 。 希 望 参
加 此 次 交 流 会 的 村 书 记 因 地 制
宜、整合资源，积极构建‘庭院经
济 ’发 展 新 模 式 ，进 一 步 激 发 村
民 内 生 动 力 ，拓 宽 增 收 致 富 渠
道，不断把庭院这块‘方寸地’打
造成为村民的‘增收园’”。

2019 年，李伟开始研究种植土豆，
是远近闻名的“土豆西施”。作为一名朴

实的农村妇女，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她对
土地和农作物有着深厚的情感，她认为

土豆是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蔬菜，种好
了肯定有销路。在研究当地的气候和土
壤条件后，同时也在党的富民政策和茂
林镇党委抓种植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
李伟立足实际，坚守诚信，在增收致富的
道路上带头发展土豆种植业。

在得到村民们的信任与支持下，她
鼓足干劲不仅将土豆销往广西、山东、贵
州及周边省市，还远销到缅甸、俄罗斯，
让土豆走出了国门。四年来，年均纯收
入达到68万元、流转土地30公顷，带动
上百户农民一年接着一年种起了土豆，

这也让李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优秀新型
农民代表。

“以诚感人者，人以诚而应”,李伟把
诚信摆在第一位，这也很快成为了她的
一张名片。几年来，李伟靠种植土豆带
动本村及周边妇女就业达200余人。在
她的带领下，乡亲们走出了一条绿色生
态的致富路。

谈及到未来发展，李伟说：“要尽自
己的力量，让土豆成为当地农民致富奔
小康的‘金豆’，带着一份责任心和使命
感坚持走下去。”

土豆变成“金豆”
——双辽市茂林镇宏盛村李伟带领乡邻致富记事

全媒体记者 张鹏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天
驰 通讯员 范特）为 进 一 步 巩 固
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提升群众生
活 环 境 质 量 ，近 日 ，梨 树 县 孤 家
子 镇 团 山 子 村 组 织 开 展 人 居 环
境大整治大提升活动，通过打造
宜 居 环 境 ，提 升 村 容 村 貌 ，不 断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专 项 推 进 抓 落 实 。 该 村 每
周 召 开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安 排 部 署
会 ，对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工 作 进 行
安 排 ，进 一 步 强 化 责 任 ，全 面 落

实 村“ 两 委 ”负 总 责 、包 村 领 导
抓 统 筹 、各 小 队 队 长 抓 落 实 、干
群 协 力 抓 推 进 的 四 级 责 任 网
络 ，构 建 了 横 向 到 边 、纵 向 到 底
的 责 任 体 系 。 各 村 两 委 成 员 、
包 村 领 导 到 村 跟 踪 推 进 工 作 ，
紧 盯 卫 生 治 理 重 点 。 同 时 不 断
强 化 督 查 ，确 保 环 境 整 治 不 走
过场、清理不留死角。

党 员 带 头 作 表 率 。 该 村 不
断 增 强 党 员 干 部 的 凝 聚 力 、战
斗 力 、向 心 力 ，充 分 发 挥 党 员 干

部 的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 党 员 干
部 、村 民 党 员 在 每 一 次 环 境 卫
生 整 治 活 动 中“ 亮 身 份 、明 责
任 、作 表 率 、当 先 锋 ”，以“ 不 怕
苦 、不 怕 累 、不 怕 脏 ”的 劳 动 精
神 ，用 实 际 行 动 为 群 众 做 好 表
率 ，引 导 群 众 主 动 参 与 环 境 卫
生整治。

志 愿 服 务 常 态 化 。 该 村 不
断 推 进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化 常 态
化 ，积 极 推 进 各 小 队 开 展 环 境
卫 生 整 治 活 动 ，并 推 进 宣 传 劝

导 不 文 明 行 为 、垃 圾 分 类 等 工
作 ，详 细 为 群 众 讲 解 垃 圾 分 类
知 识 ，提 高 居 民 垃 圾 分 类 意 识 ，
倡 导 群 众 自 觉 摒 弃 不 文 明 陋
习 ，养 成 良 好 卫 生 习 惯 ，共 同 维
护乡村文明形象。

团山子村将持续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进一步探索总结人
居环境整治有效经验和方法，凝
心聚力，攻坚克难，常抓不懈，持
续巩固整治成果，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把庭院“方寸地”打造成村民的“增收园”
全媒体记者 刘爽

推动人居环境整治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聚 焦 关 键 问 题 ，以 改 革
创新为动力，扎实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定能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不断添砖加瓦。

强 国 必 先 强 农 ，农 强 方
能国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仍然在农村。”四川省德阳
市罗江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聚焦农业农村发展面
临的问题，以改革为动力、以
创新为支撑，加快推动乡村
振兴，着力打造“良田集中连
片、农业绿色生态、农村整洁
安宁、农民富裕富足”的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

优化农村空间布局。新
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
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
关 系 。 推 动 农 业 农 村 现 代
化，需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合理安排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罗江区紧紧抓住
金山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
点契机，按照“布局优、设施
齐 、功 能 全 、生 态 美 、微 田
园”的理念，重点围绕农用地
和建设用地整理、改善农民
居住条件、乡村生态保护修
复等方面进行探索创新。通
过综合整治，预计可新增耕
地 4000 多亩。实践证明，促
进耕地保护和土地集约节约
利用，能有效解决乡村空心
化以及耕地碎片化、非农化
等问题，加快实现农业规模
经营、人口集中居住、产业聚
集发展。

壮大农业特色产业。乡
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
要有特色。立足资源禀赋、
市场需求等精准发力，创新
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才能塑
造发展新优势。罗江区依托
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
地和国家级油菜制种大县优
势，大力发展制种产业，在全
国率先推出水稻、油菜双季
高效制种模式。目前，全区
制种面积达 5.2 万亩，年产种

子达 900 万公斤，可满足 400
万亩水稻、2200 万亩油菜用
种 需 求 ，年 产 油 菜 种 子 约
占 全 国 油 菜 用 种 量 的 20% ，
在 长 江 流 域 市 场 占 有 率 保
持领先。

助力农民增收致富。农
业 农 村 工 作 ，说 一 千 、道 一
万 ，增 加 农 民 收 入 是 关 键 。
必须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
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
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罗江区作为四川省唯
一 的 新 型 农 民 合 作 联 合 社
（以下简称农联）改革试点，
积极开展省级家庭农场示范
县创建、农民合作社质量提
升整县推进工作，以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为突破口，创新
探索“龙头企业+农联+家庭
农 场 + 小 农 户 ”利 益 联 结 模
式，全方位提升农业社会化
服务水平，规范发展农民合
作 社 213 个 、家 庭 农 场 1304
户 ，培 养 职 业 化 农 民 1343
人，实现“一个村民小组有一
位职业化农民”，有效带动本
地农民增收致富。

激发乡村善治活力。乡
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持续
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充
分 激 发 广 大 农 民 群 众 参 与
乡 村 建 设 的 积 极 性 、主 动
性 、创 造 性 ，才 能 让 农 村 既
充 满 活 力 又 安 定 有 序 。 罗
江 区 以 推 进 支 部 标 准 化 规
范 化 为 契 机 ，通 过“ 定 向 收
集 、定 向 议 事 、定 向 反 馈 ”，

“ 邻 里 问 题 自 己 议 、组 上 问
题 大 家 议 、村 务 问 题 代 表
议、突出问题引导议”的“三
定 四 合 议 ”，进 一 步 完 善 党
组 织 领 导 的 村 民 自 治 机
制。尊重农民意愿，切实保
障 他 们 的 知 情 权 、参 与 权 、
表达权和监督权，有助于把
矛盾化解在基层，进一步激
发乡村发展活力。

乡 村 振 兴 是 一 篇 大 文
章，要下更大功夫、想更好办
法、做更多实事。聚焦关键
问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扎
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定
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不断添砖加
瓦，更好满足农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以改革创新推动乡村振兴
黄 琦

走进重庆市城口县高楠镇“老杨话
楠事”群众说事处，不大的房间内座无虚
席，老党员杨常发熟练地泡起一壶热茶，
四五个村民围着一张方桌畅所欲言。“老
杨，我想在镇上找点活干，你们有没有办
法？”“老杨，我家门前的垃圾没人处理怎
么办？”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能在“老杨话
楠事”群众说事处看到，身为基层解事员的
杨常发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老杨”。

基层治理千头万绪，小到环境卫生，大
到矛盾纠纷，事事总关情。为更好解决群
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城口县近年来
聚焦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推行“群众
说事、干部答题”工作机制，创新群众参与
机制。

群众有诉求首先得找到“摆道理”的地
方。为此，城口各地以乡镇为阵地中心点，
依托综合治理中心和网格化管理模式，搭建
起“乡镇说事处、村社说事站、网格说事点”
三级平台，帮助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大山里的村民出村困难，那就在自家
院落网格点里搬出个小板凳和解事员谈心
解惑；遇到化解不开的纠纷，就和矛盾方一
起在乡镇说事处喝喝茶，听听法律专家的意
见。”城口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易国刚说。

“小板凳”上说难事，一壶茶里解难
题。如今，在城口，像“老杨话楠事”群众说
事处这样的村民说事平台共有143个。

有问题想反映，又不方便前往说事点
怎么办？在城口县沿河乡政务服务中心数
字屏幕上，记者见到另一种“说事”办法。

“村民有诉求直接登录手机民情信息平台
‘下单’，线上接到诉求后会第一时间‘派
单’，逐级交由干部线下分类办理。”沿河乡

党委书记易伟说。
记者看到，一位村民在线上平台反映

“沿河乡红岩村2 社老粮站路口垃圾箱已
满”，仅两分钟时间，线上平台就反馈了处
理意见并派出环卫工人现场打扫，不一会，
一张清理完成的照片便上传到平台。“为保
证事事有回应，我们会定期对派单处理情
况进行核查督办，相关干部未能及时完成
办理任务将受到问询。”易伟说。

解决了“去哪说”，还得解决“找谁说”的
问题。走进沿河乡红岩村王家院子，院落长
王仕海正带领院落里几户人家打扫院落卫
生。王家院子共有常住农户19户88人，返
乡发展的村民王仕海主动带领大家整治院
落环境；谁家娃儿放学没人管，王仕海和妻
子就在院里办起课后学习室……

“热心肠”王仕海当选为院落长和说事
点的解事员。村民们都说，“王院落长说话
好使。”今年大年三十深夜，院里一对夫妻因
外出打工的矛盾爆发激烈争吵，王仕海听到
动静赶忙从床上爬起来，拉住了赌气要出走
的丈夫。“把这家丈夫劝住后，过完年我帮他
一起找了个干建筑的活，有了稳定收入，两
口子也不吵了。”王仕海说。

城口各说事平台招募当地工作能力
强、说话做事威望高的党员、离退休干部、
新乡贤、网格员、院落长、“法律明白人”等
担任解事员，形成“有事找志愿者，无事当
志愿者”的氛围。

易国刚介绍，如今，明通镇“乡贤说
事”、岚天乡“乡村会客厅”等各类新乡贤调
解组织有效化解各类邻里纠纷和信访积案
2000余件，收集意见建议1000余条。城口
已实现 90％的矛盾纠纷在乡、村两级化
解，全县矛盾纠纷化解率达98.2％。

“小板凳”上话治理
——重庆城口创新机制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新华社记者 李晓婷

一句“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
诺”，让人们看到了诚信的价值。为了带
领村民走出一条致富路，她勇于面对未
知挑战，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为
一名共产党员，她诚信立业，甘愿自己承

担风险；为了带领村民走出一条致富路，她勤劳肯干，持续发展种植业——
她就是双辽市茂林镇宏盛村致富带头人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