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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孤家子镇，小小的庭院如今已
变身“希望田野”。镇政府积极对接市
场，与当地特色农产品企业——四平
市鲜谷食品有限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共同推动鲜食玉米庭院种植项目。企
业不仅免费提供优质的甜玉米种子和
高效化肥，还全程提供技术支持，并以
高于市场均价的价格回收成熟玉米，
确保了脱贫户的经济收益。这一从种

到销的完整产业闭环，极大地激发了
脱贫户参与庭院种植的热情。

为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孤家子
镇政府全方位开展工作。一方面，大
力宣传庭院经济相关补贴政策，让脱
贫户清楚了解政策红利，增强他们参
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镇干部和专
业技术人员组成帮扶队伍，多次深入
基层，走进脱贫户家中，现场指导种

植，及时解决各种难题。在玉米成熟
之际，镇、村两级干部与驻村工作队成
员不辞辛劳，挨家挨户走访，帮助脱贫
户收割、运输玉米。最终，全镇 205 户
脱贫人口申报庭院经济，其中 172 户
种植鲜食玉米，共计增收67.1万元，脱
贫人口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

如今，这份助力并未停歇。临近
春耕，工作人员穿梭在村舍之间，走
进每一户参与庭院经济种植的脱贫
户、监测户家中，认真仔细地对种植
面 积 进 行 核 实 。 他 们 手 持 测 量 工
具，在庭院里忙碌，不放过任何一块
种植区域，精准记录数据，为后续的
政 策 扶 持 和 技 术 指 导 提 供 有 力 依
据。此次核实工作不仅是对种植面

积的统计，更是对脱贫户、监测户的
深 度 关 怀 。 通 过 精 准 掌 握 种 植 情
况，镇政府能够针对性地提供技术
培训、市场信息对接等服务，进一步
提升庭院经济的效益。

未来，孤家子镇将持续发力庭院
经济，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引导更多
农户投身其中。同时，还将探索一年
双作物丰收模式，在种植鲜食玉米的
同时套种九月青豆角，有效提升土地
利用效率与产出效益。此外，孤家子
镇还将积极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通过加强稻米、玉米等支柱性产业的
深加工，引进新产业，提供就业岗位，
建立帮扶车间，做大镇域经济，为乡村
振兴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孤家子镇：庭院经济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全媒体记者 邢天笑 通讯员 王跃超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鹏）为扎
实做好村级后备力量培育储备“后半
篇文章”，全面提升村级后备力量素质
能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高、带富能
力强、为民服务实”的干部队伍，近日，
王奔镇党校举行 2025 年度春季开班
仪式暨村级后备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
开班仪式。镇班子成员，村级后备干
部共60余人参加培训。

王奔镇党委书记做开班动员。动

员会议指出，村级后备干部是推动乡
村振兴的接班人，围绕“不忘本、守底
线、干好事、做好人”的基本要求，全体
后备干部要筑牢理想信念之“基”，答
好不忘初心的“思想题”；要增强担当
斗争之“本”，答好干事创业的“实践
题”；要守牢廉洁自律之“线”，答好拒
腐防变的“保险题”。随后，参训党员
干部集体重温入党誓词，回顾了庄严
承诺，增强了坚定决心，进一步激发了

党员干部的爱党、爱国热情和为事业
奋斗的使命感。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结合王奔镇当
前农业农村工作的实际需求和村级干
部不同分工领域，有针对性地安排了专
题课程，按需施教，全覆盖精准培养。
镇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开展了党纪党
规讲解、党员发展相关注意事项、农村
安全生产与应急突发事项处理、农村三
资管理及“四议两公开”讲解等专题授

课。以课堂讲授、案例分析等方式“充
电补钙”，帮助村级后备干部进一步明
晰角色定位，明确工作职责，提高履职
本领，进一步提高干事创业精气神。

王奔镇将常态化开展多种形式的
培训活动，持续加强对村级后备力量
的教育管理，进一步提升村级后备人
才的整体素质水平，强化责任担当，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作风全
力推进乡镇高质量发展。

提级培养强素质 蓄势赋能促振兴
双辽市王奔镇举行村级后备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

“哇，都是番茄！”131 个参赛
样品，按照果型大小分组，每组样
品统一摆放，展示果型和色泽，还
有切好的样品供人品尝。

3月中旬，天津武清区黄花店
镇甄营村幸福大院，第二届天津
（武清）“番茄擂台赛”好不热闹。
在这里，68 家农业合作社和种植
大户参赛，农业专家当评委，社会
各界人士均可投票，按照外观形
态、口感风味、绿色安全等标准，最
终评出擂主奖等各类奖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
一体发展，做好‘土特产’文章，
发展林下经济，促进乡村特色产
业延链增效、联农带农，拓宽农
民增收渠道。”办好农产品“擂台
赛”，大有可为。

赛出提升品质的动力。想拿
奖，就得高品质。“擂台赛”有公开、
公平、公正的评比机制，能够有效
激发种植户积极性，让其把精力用
在提升农产品品质上。一位种植
大户去年参赛抱憾而归，却激发了
斗志：“今年阳光足，果实的甜度上
来了，在管理上也用了心，有信心
能拿个名次。”发挥“擂台赛”激励
作用，引导种植户用心用力搞农业
标准化和科学化种植，有利于推动
农产品生产进一步提质。

赛出推广品牌的路径。“擂台
赛”并非单纯展示产品，也不只图
个红火热闹，可以扩大当地农产品
品牌影响力。比如，作为天津打造

“津农精品”的具体行动，武清“擂
台赛”主题为“‘柿’不可挡，津彩绽
放”。在浙江杭州，“西湖龙井茶炒
茶王大赛”提升了龙井茶的品牌价

值，帮助茶农和茶企拓宽了销售渠
道。农产品是讲究好山好水的，打
造地理标志品牌有天然优势。通
过参加“擂台赛”，相关产品不仅能
提升口碑，还能借助赛事的传播走
向全国。

赛出产销对接的成果。“擂台
赛”上，一些种植大户一边直播比
赛，一边带货售卖。“直播+带货”
的方式，让好酒不怕巷子深。这次

“番茄擂台赛”，黄花店镇与天津食
品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甄营村
与东田庄村达成村际采购合作。
再看四川丹棱的“大雅柑比武”，多
家电商平台与雅柑种植户签订了
合作协议。下一步，“擂台赛”不妨
加强资源整合，吸引实体商超、电
商企业、物流企业、社区团购平台
以及批发商参与，打通从田间到市
场的销售渠道，帮助更多农民签订

“大订单”“长协议”。
办好用活“擂台赛”，为乡村全

面振兴添动力。云南元阳的“乡村
振兴大擂台”农特产品展销会，展
示了梯田红米、稻田鱼、鸭蛋、茶叶
等特色农产品。广东肇庆的地理
标志“一村一品”培育擂台大赛，吸
引80多家企业携带粤桂两地的地
理标志产品参加。成功举办一次

“擂台赛”不易，连年成功举办更
难。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精准发
力、久久为功，在展示特色农产品、
推广品牌、交流经验、扩大销售等
方面不断改进，务实办好农产品

“擂台赛”，能有效激发干部群众的
内生动力，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农
文商旅融合发展。

“擂台赛”只是个平台，不能指
望它“一招鲜，吃遍天”。因地制宜
开发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强龙头、
补链条、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升
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需要不断改革创新，下更深
更实的功夫。

办好农产品“擂台赛”
武卫政

朝阳初升，晨雾轻抚着云南省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罕镇的“三
曼”村——曼空岱、曼峦站、曼空迈。三
个自然村如三颗明珠，静卧于橄榄坝的
怀抱。

“来尝尝这甘甜的木瓜！”46 岁的
岩罕农站在自家的小卖部门口，热情地
招呼着笔者。他那因小儿麻痹而略显
蹒跚的身影，在光影下显得格外坚韧。
在这个开了近三十年的小卖部门口，摆
满了村民们自己种的蔬菜、水果，琳琅
满目，等待着过往游客的青睐。

“三曼”村距离景洪市约 30 公里，
现有 140 户、679 名村民。村子里历经
沧桑的干栏式竹楼，在时光的涟漪中静
默。2023 年开始，这一切逐渐改变。
当地政府携手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
授团队，挖掘“三曼”村传统民居和民族
文化的独特魅力。

依托中老铁路沿线的区位优势，他
们精心规划和建设，把荒废池塘变成露
天泳池，闲置仓库变成休闲茶亭，低产
胶林变成科普公园，废弃水塔变成特色

“村咖”，将“三曼”村打造成农文旅融合
的综合体，一村一主题，各展风采。

漫步“三曼”村，时间仿佛被赋予了
双重韵律——一半是诗意栖居的静谧，
一半是乡村振兴的快进。改造后的传
统傣族干栏式建筑在保留古朴韵味的
同时，融入了现代家居的便捷，推开窗，
绿意盎然，远山如黛，仿佛穿越时空的
长廊。

笔者观察到，在乡村旅游同质化
竞争的困境下，“三曼”村找到了破题
关键——将传统傣族村落与现代艺术
形式相结合，从而实现从“观光式”旅游
向“体验式”生活的转变，并积极探索利
益共享机制。

曼空岱，民俗文化体验区，傣纸、傣
陶的制作场所让人流连忘返；曼峦站，
乡村公寓康养区，餐厅、乡村公寓、游泳
池等新事物不断涌现；曼空迈，旅游综
合服务区，咖啡店、便利店、研学路线一
应俱全。自2024年各项目陆续试营业
以来，“三曼”村旅居业态的总营业额突
破110万元。

来自河南郑州的游客王多多和家
人错峰到西双版纳旅游，特地来到“三
曼”村。“坐在树下喝咖啡，在村里闲逛，
很自在，想多待上几天。”她说。

在“三曼”村，乡村CEO、公寓管理
员、园林建筑队、咖啡师……家门口的
岗位让农民变成了“新农人”。

岩罕农的小卖部在政府助力下焕
然一新，货物补给高效便捷，收入也水
涨船高。在村子农文旅融合发展之前，
他还得再靠种木瓜来贴补生活，现在月
收入能稳定在4000元左右。

傣族姑娘玉章家经营的曼峦 1 号
民宿，月收入已破万元大关。此前，她
主要依靠打零工、干农活和割胶维持生
计，如今找到了稳定增收的新路子。

在村集体共建咖啡店工作的玉喃
香，同样享受着这份变化带来的喜悦，

“我每个月底薪2000元，还入股参与分
红，每年还有提成”。

“村民的生活快了起来，只为带给
游客‘慢’体验。”曼峦站村民小组组长
岩甩勒给笔者道出了“快慢相生”的门
道。他说，游客住几天傣楼、学做一顿
傣家饭、体验傣族造纸，来这儿不待上
十天半月，根本体验不完。

乡村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
在当地政府和李小云教授团队的帮助
下，“三曼”村积极培养本土人才，一批
乡村主播、文创店主、导游等应运而
生。目前，已培养 90 名乡土工匠和产
业带头人，带动 60 名村民实现“家门
口”就业。

暮色四合，村里的篝火旁传来游客
和村民的欢声笑语。今年春节期间，

“三曼”村共接待 6000 余名游客，实现
旅游综合消费26.8万元。

旅居产业让世界拥抱“三曼”村，也
打开了村民走向山外的路。“我们的村
子越来越国际化了，非洲留学生刚走，
村里又迎来了明星。”岩罕农的话语中
满是自豪。去年，他终于实现了心底的
愿望——坐着中老铁路列车游览昆明，
还远赴老挝探寻异国风情。

“三曼”村是西双版纳州康养旅居
产业发展的缩影。从观光游到深度游，
从旅游到旅居，西双版纳依托自然美和
人文美，2024年吸引68万人来此旅居，
旅居人数同比增长20%。

归于山水，隐于烟火。不仅是“三
曼”村，从土瓜冲、老姆登乃至更广阔的
天地，人们到彩云之南寻找心中的诗和
远方。统计显示，2024年有近400万名
旅居客驻足云南。

在采访中，笔者深刻感受到，在云
岭大地的农文旅融合发展中，快与慢已
不是对立的两极，“慢生活”与“快发展”
迸发出的神奇魔力，正谱写壮丽的边疆
发展新画卷。

（吉哲鹏 王贤思）

用旅居解锁乡村振兴

“快慢相生”之道

陇原巧手传统手工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手工编织地毯在四川、新疆、西
藏等地拥有稳定的销售市场。由于带
动就业能力较强，这家老牌本土企业于
2021年被当地人社部门认定为乡村就
业工厂。

“我们陆续吸纳了130多名附近乡
镇的留守妇女从事一线编织工作，每月
工资2800元到3000元，县上每年还为
在这里就业的脱贫劳动力提供就业奖
补。”公司负责人王玉庭说。

36岁的吴鸿桃来自古浪县大靖镇

长城村，此前在家务农。2023年，她来
到陇原巧手传统手工制品有限公司。

“这里很欢迎我，安排老师傅手把手教
我学习十几道工序，大概一周就学会
了。”回想起自己当初亲手编出的第一
条地毯，吴鸿桃依然兴奋不已。

“公司根据大家的住址设置了 12
个不同位置的车间，工作时间也灵活，
我这个车间离孩子学校只有100米，骑
电动车回家只需5分钟。”吴鸿桃说，现
在每天能按自己的节奏上下班，陪孩
子、挣钱两不误，安心且满足。

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厂房式、居
家式、合作社式等多种形式的乡村就
业工厂在古浪不断涌现。“我们还招
录了 25 名残疾女工，有些人腿脚不
方便，就把机架搭到她们家里，派人
送料、取货，不用出门就能挣到钱。”
王玉庭说。

笔者走访发现，乡村就业工厂中，
除了土生土长的企业，还涌现出一些实
力雄厚的“新面孔”。甘肃路斯宠物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是武威市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其研发生产的宠物零食
畅销韩国、中亚、欧美等地，年产值达
1.2亿元。

“我们的 500 多名员工中，古浪本
地人占到近 80%。”公司总经理郭晓超
说，公司提供餐补和宿舍，一线员工
保底月工资 4000 元，最高能赚到 8000
多元。

今年43岁的丁小霞是入职5年的
老员工。“以前走南闯北打零工，收入不
高，还顾不上家里。现在每月稳赚
5000多元，家里三个孩子中老大、老二
都考上了大学。”

“近年来，乡村就业工厂成为农村
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的重要平台，提高
了许多家庭的幸福指数。”古浪县就业
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顾建韬介绍，当地
政府大力推动乡村就业工厂健康发展，
在财政奖补、税收支持、土地供应等方
面落实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笔者从甘肃省人社厅了解到，截至
2月底，甘肃省乡村就业工厂累计达到
2586家，吸纳就业超过10万人，其中脱
贫劳动力3.9万人。如今，越来越多农
村群众告别了过去背井离乡的打工生
活，在日新月异的家乡实现“家门口的
幸福”。 （郭刚 王紫轩）

乡村就业工厂托起“家门口的幸福”

乡村集市，一头连着乡土人情，一头连着乡村振兴，不仅满足了群众的生活需求，也成为了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这是双辽市卧虎镇农民正在
出售自产农产品。 全媒体记者 魏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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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县孤家子镇创新乡村振兴发展思路，将发展目光投向农户
庭院，推出鲜食玉米庭院种植项目，鼓励脱贫户和监测户大力发展
庭院经济，为他们的生活注入新活力，实实在在地增加了收入，迈出
了乡村振兴的坚实步伐。

春分时节，春意盎然。在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陇原巧手传统手工制品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40多位女工正在聚精会神地制作地毯。她们将不同颜
色的毛线依次拴在一股股竖直的经线上。伴着“嗦嗦”的编织声，跃动着蝴蝶、
牡丹等图案的地毯隐约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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