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南阳市卧龙区 龙光电园的河南莱盛隆电子信息科技公司，员工们正

在组装无人机 特约记者 陈辉 摄

□天强

城和乡是联动的，是共同体。城

镇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农业

农村现代化也离不开城镇化，城乡融

合发展，乡村方可振兴。

从“城乡二元”到“城乡统筹”，再

到“城乡一体”，最终实现“城乡融合”，

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推进

城乡融合，应在三个方面着力。

应着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乡村产业的核心是农业，但我们不能

走传统农业发展的老路，必须发展现

代农业，大力推广农业科技，实施农

业品牌战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抓好“互联网+农业”，以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提升农业现代水平。

应着力推进“三产”融合。应实

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实现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应加快农业结构调

整，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

业链价值链；应切实加强产业培育和

产业支撑，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

兴；应通过农村闲置宅基地整理、土

地整治等新增的耕地和建设用地，优

先用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应着力推进生产生活生态的“三

生”融合。农业的基本属性是生产，

又兼有生态生活的功能，休闲观光农

业既是农业生产，又是居民观光休闲

去处。应坚持以农为本，以生产功能

为基础，充分挖掘农业的生态生活功

能，传承和挖掘农耕文明、乡土文化，

发展农业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

等产业，使农村不仅产出农产品，同

时产出生态品、健康品、文化品。

位于城乡接合部的王村乡以建

设现代农业、推动新型城镇化、兴办

产业为切入点，初步形成了城乡产业

融合发展态势，有力推动了乡村产业

发展。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累累累3

城乡融合应在三个方面着力

编者按

“城乡融合”、“共同富

裕”、“质量兴农”、“绿色发

展”、“文化兴盛”、“乡村善

治”。根据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本报编辑部将从上

述 6个 方 面 选 择 典 型 乡
（村） 加以报道，为我市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摇旗呐喊。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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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三农”观察

□郭天强

2018年的第一场雪如约而至。这场雪，一是大，多年来少
见；二是广，大雪覆盖了陕西中部、河南、湖北、安徽、江苏

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根据天气预报，大雪过后，低温天气还将

持续很久。

这场雪，对农业生产来说降下了灾，同时也降下了财。

先说灾。大雪对设施农业的影响最为明显。持续低温，大

棚蔬菜、露地蔬菜受冻，用于早春栽培的幼苗也易冻死；更为严

重的是部分地区出现蔬菜大棚、食用菌棚倒塌现象，家禽大棚也

有倒塌现象。畜禽生产方面，天气寒冷，导致畜禽尤其是幼畜幼

禽死亡。由于交通运输受阻，导致应上市活畜禽运出困难，后期

集中上市可能会导致利益受损。

再说财。“瑞雪兆丰年”,大雪至少给农业生产带来三个“有
利”。

有利于冬小麦越冬：经历过比较强烈的冷空气的洗礼，冬小

麦锻炼了御寒能力。同时，大雪覆盖也相当于给作物盖上了棉

被，保护冬小麦和冬油菜免受更低温度侵扰。有利于“天然杀

虫”：寒潮带来的低温，是目前最有效的天然“杀虫剂”，可大量杀

死潜伏在土中过冬的害虫和病菌，或抑制其滋生，减轻来年的病

虫害。有利于土地墒情：强降雪缓和了冬季的干旱，积雪的融化

将较好地补充土地墒情，且雪水比较干净，雪水比雨水对土地的

滋养效果更好。

当然，“灾”与“财”，还要辩证地看。连续低温雨雪天气增加

了对大棚蔬菜的管理难度，再加上大棚损失严重，影响到蔬菜的

供应量。如果能够及时除雪，加固大棚，增加保温设施，大棚内

的农产品无疑会卖个好价钱，这是现把现地由“灾”变“财”。畜

禽养殖也是如此，谁能扛过这场雪灾，让畜禽在雪灾中少受损

失，谁就能赚到更多的钱。

大雪对小麦、油菜等农作物的生长固然有利，但如果小麦、

油菜播种得太晚，或地力太差，这些越冬农作物根系生长不好，

大量的弱小苗也会冻死，将来也会大幅度减产。

说到底，农业是个靠天吃饭的产业。干农业，要有“战天斗

地”的精神和干劲。当你功夫下到了，有了充分的抗击大灾的准

备，“灾”就可变为“财”；反之，看着是“财”，其实是要受“灾”的。累累累3

“老郭说农事”之四十

大雪带来的“灾”“财”辩

特约记者 张雅静 杨振辉

在淅川县厚坡镇付营村，有一个炕烟棚，在炕烟棚内住着一

位76岁的孤寡老人。老人无儿无女，举目无亲，因为患有股骨头
坏死病，于去年秋季已经生活不能自理。记者走进狭长的炕烟

棚，虽然屋内都是老家具、老物件，但床头、案几生活用品摆放整

齐，水泥地面干干净净，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孤寡

老人住处。

这是一个简陋的炕烟棚，也是一个充满温暖的“爱心驿站”。

“老人名叫周创奇，因为住房年久失修成了危房，我们就在

村里为他盖了新房。新房没盖好期间，老人暂时在村里烟站居

住。这个炕烟室由水泥砌成，通水通电，向阳通风。不曾想，安

置后没多久这里竟成了村里的‘爱心驿站’。”淅川县住建局驻付

营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常博说。

如果说驻村工作队是“爱心驿站”的“站长”，那么村民张进

云则是不折不扣的“驿站骨干”。

张进云与老人是同村邻居，住在距离烟站几百米的地方。

每天在家做好饭，张进云便带着热腾腾的饭菜，步行百米送到老

人居住的地方。扫扫地、铺铺床，与老人聊聊天、带老人晒晒太

阳，老人瘫痪的6个多月里，张进云把对待父亲一般的爱，无偿地
投注到了这位老人身上。

“半年之间，她视我为长辈，不仅端茶送饭还提屎倒尿、洗衣

洗脚、风雨无阻……”在“爱心驿站”内，老人数度哽咽。

无声而冰冷的炕烟房，因为有了此般的亲情，变得温暖。但

张进云长期的默默付出，却如星星之火一般有了燎原之势。

“地里的活忙了我来干！”60多岁的邻居付占成悄悄地加入
了照顾老人的队伍；“咱们来个轮换，彼此都能腾出点时间。”村

民付文奇加入了进来；“我也过来照顾他，不能看着老人被生活

所难！”村民付广晨也参与了……渐渐地，“爱心驿站”热闹了起

来，并且悄无声息地增加着“服务员”。累累累3

爱心温暖炕烟棚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红薯是农家的重要食

材，在我国北方农村，吃不完的制成淀粉、薯干，蒸馒头、捞粉

条。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家特色食品走向城市餐

桌，红薯粉条摇身变“金条”。

记者在河南省辉县市的省级贫困乡张村乡采访时了解到，

全乡目前有建档立卡贫困户378户1067人。这里丘陵居多，十
年九旱，但土质却是特有的石灰岩红粘土，非常适宜红薯生长。

如何带领老百姓脱贫致富？张村乡乡长赵爱民说，发展粉条经

济。

赵爱民说，乡里红薯平均亩产能达到5000斤，5000斤的红
薯能产1000斤的淀粉，可制成粉条900斤，按照每斤10块钱的市
场价，一亩地的毛利润能达到9000块钱。刨去化肥、农药等成
本，农户每亩地年净收入能达到5000块钱。
“前年冬天，我发现乡亲们手工制作的红薯粉条难销售，便

在同学微信群里一吆喝，大家一起众筹，按每斤8块钱的价格收
了红薯粉条两万余斤，包装后通过淘宝电商等渠道销售，除去包

装费等成本，大家还额外赚了4万多块钱。”张村乡尚品种植专业
合作社社长王孝义说。

目前，张村乡正在积极探索“合作社+农户”方式，由合作社
引导农户大面积种植红薯，优先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为社员，并

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按照协议规定，合作社不仅要对农户提

供统一供苗、统一技术指导等服务，还要负责拓宽红薯粉条销

路，解决销售难的问题。

张村乡村民刘广思2015年因病致贫。“我现在的身体虽然不能
干了，但把地交给合作社，有合作社来帮助我致富，等我以后的身体

恢复了，再多种些红薯做红薯粉条，确实是条好门路。”

近日，极具乡土风情的“第二届中国·太行红薯粉条文化节”

在张村乡举行。揉面、拍瓢、漏粉、出锅、清洗、晾晒……传统纯

手工红薯粉条加工技艺亮相乡广场，也丰富和提高了人们的文

化多样性体验。

“除了红薯粉条现代化生产线，合作社还引进了全自动酸辣

粉生产线进行深加工，发展产业链。”王孝义说，随着合作社生产

车间投入使用，以后农户制作手工粉条也要到封闭车间里进行，

保证手工制作食品的卫生安全。

除了红薯粉条，小米、香菇、柿子等太行山特色农副产品也

将成为张村乡的名片，一条适合张村发展的脱贫攻坚致富路正

在形成。累累累3

红薯粉条变“金条”

本报讯 （记者

贾林伟）去年，方城

县清河镇脱贫 438
户958人，建成安全
饮水工程5处，扶贫
考核全县名列前茅。

截至去年底，

清河镇识别贫困户

1563户3007人。脱
贫攻坚中，紧紧围

绕贫困群众“增收

和节支”两大主题，

充分调动贫困群众

积极性，力争把政

策 兜 底 措 施 全 覆

盖，把产业扶贫项

目建在贫困户家门

口，以“输血”扶贫

为 基 础 ，做 好“ 造

血”扶贫大文章，让

贫困户的钱袋子鼓

起来，让贫困户的

精神“富”起来。

政策兜底，应

保尽保。清河镇切

实把政策兜底措施

落实到户、落实到

人，实现应保尽保、

应办必办，坚决把

党中央的红利普惠

到所有贫困人口。

提高低保、五保户与贫困户的重合度，

教育扶贫实现全覆盖，优先对456户贫
困户危房进行全部改造。加大贫困人

口的计划生育奖励政策，确保计生奖励

扶助政策落实到贫困户家中。

产业扶贫，激发动力。建设产业扶

贫基地和车间，吸纳贫困人口就近就

业。全镇已建成产业扶贫基地9个，涉
及3家企业、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
贫困人口102人务工就业。已建成扶
贫车间 3个，涉及电子加工和制衣行
业，吸纳贫困人口73人就业。实施到
户增收项目。全镇到户增收实施728
户1678人，补助资金230.7175万元，实
施率达到84%，实现了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家家有项目、户户争着上项目的局

面。同时，实施就业培训,安排公益岗
位。全镇已介绍县外务工贫困群众58
人，月工资都在2300元以上，购买公益
性岗位96个。

医疗救助，助推脱贫。全镇已鉴定

患慢性病贫困群众748人、患大病贫困群
众93人，并为544名慢性病患者发放了
免费药品。镇、村两级卫生机构统一设

立贫困群众就医窗口，实行先诊治后付

费和“一站式”结算制度，让贫困群众敢

看病、看得起病。镇卫生院坚持一户不

漏的原则，为所有贫困人口进行居民医

保的办理。目前，全镇贫困人口居民医

保参保率达到100%，发放居民医保补贴
款19.675万元。累累累3

方
城
清
河
建
成
产
业
基
地
吸
纳
就
业

﹃
造
血
﹄
扶
贫
见
实
效

通讯员 贾景 刘运发

社旗县唐庄乡依托本地白莲产

业优势，将白莲产业定位为精准扶

贫帮扶发展的重点产业，充分利用

“合作社+农户”的方式，采取政府
引导、贫困户参与、合作社经营的

发展方式，带动103户社员连片种植
有机白莲500余亩，为32户贫困莲
农免费提供技术销售服务，村民从

白莲产业中人均受益达 2300元以
上。白莲种植投入低、见效快、效

益高，已逐渐成为该乡农业主导产

业和农民脱贫增收的主要经济来源。

唐庄乡种植白莲的历史可追溯

至宋代，盛于清光绪年间，流传至

今，其传统种植方法被列入《中国

蔬菜志》。白莲是独具地方特色的优

质蔬菜品种，也是南阳市八大名优

特产之一。因其“藕断丝不连，隔

夜不变色，皮薄质脆，洁白无渣”

而芳名远播。但其种植需要投入大

量的劳动力，随着村里外出务工人

员的增多，加上土地流转和气候等

自然因素，白莲曾经渐渐离唐庄远

去，成为濒危产业。

濒危产业焕生机。2010年唐庄
乡肖庄村原党支部书记周国强依托

唐庄白莲品牌，组织村里的52名群
众成立了周国强白莲专业合作社，

对传统白莲加以改良，发展有机白

莲。先后投资150余万元，连片种植
莲藕500余亩，并严格按照有机蔬菜
的生产标准，实行规模化生产，在

选地、整地、施肥、放水稳池、选

种下种、田间管理、收获、留种等

各个栽培环节上，采用无害化有机

栽培技术，注册了商标并获得了有

机食品转换认证书。此后7年，白莲
产业焕发生机，如今种植面积达500
余亩。

品牌建设谱新篇。唐庄乡依托

白莲品牌优势，抓好绿色食品标志

申报和使用，注册了“风荷”商

标，通过了国家农业部的有机农产

品认证。并对地理保护专用标志进

行规范整合，采用真空包装达到延

长5个月保质期的效果，更利于贮存

和销售。经过改良后的有机白莲顺

利进入北京等地有机超市，可以卖

到15元一斤。
产业“链条”助增收。唐庄乡

依托白莲农产品资源，鼓励民营企

业围绕白莲生产利用的各个环节进

行产品深加工，规划开发荷叶茶、

莲蓉、藕粉等白莲深加工产品，还

探索在莲池里养甲鱼种养方式，打

造白莲全产业链。

唐庄白莲品牌效应逐步显现，

在本地周边乡镇和县区十分畅销，

并远销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经

济效益可观，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目前合作社正在筹备扩大规模，进

一步拉长产业链条，带领周边贫困

群众通过种植白莲脱贫增收。累累累3

唐庄乡发掘白莲种植优势

让濒危“莲”产业生机勃发

内乡县在贫困村建立切纸、制衣、电子元件加工等扶贫车间100余个，带动1300余贫困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图为该县
马山口镇王场村切纸扶贫车间 累累累3 本报记者 胡楚强 摄

本报记者 张松

田野里，一栋栋温室大棚鳞次栉

比；市场上，一辆辆货车川流不息，交

易人员熙熙攘攘；产业集聚区内，一

个个企业产销两旺，生产工人忙碌有

序……

卧龙区王村乡以产业集聚发展为

依托，畅通城乡经济血脉，推动科技、

资金、信息、人才等要素充分自由流

动，探索出一条产业优化、生活宜居、

公共服务均等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

产业集聚巨能量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

方营村李宗义种植反季节香菇，

发展规模从2009年5万袋发展到如

今的10万袋，年效益达七八十万元。
李宗义的香菇种植，得益于该乡

产业集聚发展。包括金属制造、物

流、制药、轻纺、食品加工、大型机械

制造在内的一大批项目成功入驻王

村并顺利建成投产，带动全乡经济跨

越发展，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显著提升。

产业集聚，经济活力凸显。“产业

集聚带动了城乡资金、技术、人才等充

分整合。”王村乡党委副书记谭晓滢介

绍，去年王村乡生产总值完成8.7亿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100元。

百姓融入新生活

1月5日，滴水成冰。走进郑岗
新型社区，一栋栋楼房排列整齐，道

路干净整洁，小区里卫生室、超市等

配套设施齐全。

“自从住进后，俺们的生活环境

变好了，出门就有公交站，到哪儿都

顺畅。”村民段光武一边清理积雪，一

边为国家的好政策“点赞”，同步回

迁，入住社区，让段光武一家的生活

变了样。

变化的还有鱼池村村民董志策

一家。董志策在产业集聚区的一家

工厂上班，“离家近，一月能挣2000多
元，比出门打工强多了。”在距董志策

工作的地点不过几公里处，董志策的

爱人在一个合作社找到了工作，一个

月有1500元左右的收入。
王村乡在加快推进城乡融合

上，投入600余万元，对贯穿南镇路
出入市口进行精心打造，并对沿街

商户实行标准改造。王村街集贸市

场建成三纵三横框架，可容纳商户

600余户。
如今，许多像董志策夫妻俩一样

的村民，实现了从村民到居民的华丽

转身。王村乡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

利用工商业发达、产业聚集的优势，

解除群众的就近就业问题，让乡亲们

充分享受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

全体携手奔小康

王村乡持续统筹城乡发展，把公

共基础而设施延伸到乡村。投入30
万元，在王庄村铺油硬化道路1.5公
里，栽植树木2000余株；建设社区服
务中心、商业网点、医院、幼儿园、娱

乐广场、小游园、垃圾中转站、污水处

理厂……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为全

乡城乡融合发展打下了基础。

随着市场繁荣，各地商贾云集王

村，供应的百货应有尽有。银海钢

材、兴达建材、盈泰粮油市场投入使

用，拉近了与市区市场的对接，城乡

融合进程加快推进。

谭晓滢说，按照城乡融合发展新

要求，该乡还将大力为乡亲们提供公

共服务，加大社会保障力度，重点解

决产业发展、居民就业、社区管理、村

民融入等城乡融合体制机制难题，带

动全乡从城乡接合部向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大乡转变。

如今，走进王村乡，一路上车海

人流，熙熙攘攘；一个个项目现场，厂

房林立；集镇临街经营的门店，随处

可见，红红火火。累累累3

“乡村振兴·南阳之路”系列报道之一

卧龙区王村乡 城乡融合展新颜

他山之石

乡镇经验 乡村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