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正变成现实——

打 开 乡 村 幸 福 门

又是一年葡萄熟。灌涨镇郭营村优

质葡萄基地里，游客络绎不绝，果农们

笑逐颜开。

“农业强，才能农民富、农村美。

把产业做大了，效益提高了，乡村振兴

就有了经济基础。”县农业局负责人说。

内乡县总面积2465平方公里，耕
地 70万亩，是一个“七山二水一分
田”的山区县。特殊的地形地貌，决定

了其在传统种植业上没有优势。对此，

该县牢牢抓好产业兴旺这个重点，以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调整农业

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实现由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

益链，不断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开展田园综合体试点建设。中以高

效农业科技示范园、福瑞兹科技园、方

山公园综合体、供港蔬菜基地等项目加

紧建设。中以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通过

引进以色列先进农业科技成果，推动滴

灌、水肥一体化等高效农业技术，已成

为内乡县“资本+技术”聚集的典范。
该县以此项目为引爆点，形成高效农业

燎原之势。同时，各地立足资源优势，

坚持主业为基、多元发展，着力推动产

业融合，打造复合型经济模式。如今，

城郊都市农业、山区生态旅游、一二三

产融合等新业态不断涌现。逐步打造集

“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为

一体的乡村振兴试验示范区。

如今，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

场深刻革命。该县坚持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大力发展林果、烟叶、茶叶、食

用菌等传统特色优势产业。加强农业品

牌建设，着力建设一批优质农产品标准

化生产示范基地，形成内乡核桃、赤眉

油桃、郦邑贡菊、杨沟柑橘等特色品

牌。目前，该县“三品一标”生产基地

面积达14239公顷，约占农产品生产总
面积的39.6%。成功创建“全国畜牧业
绿色发展示范县”，争取中央补助资金

近亿元。

在促进农业增效过程中，该县扎实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聚焦“四优四

化”，强力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同时，

坚持做好科技创新大文章，着力推动主

要农作物全程机械化，不断提高农业机

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不断壮大，全县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达

26家，国家、省级龙头企业2家，有力
带动当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

转型发展。

农民乐，幸福生活看得见。

走进内乡县马山口镇郑湾村，农

家院落干净整洁，房前屋后绿树掩映，

宽敞平坦的道路蜿蜒曲折。置身其

中，青山绿水环抱，蓝天白云笼罩，整

个村庄安静而祥和，犹如一幅美丽的

山水画卷。

“过去，我们村垃圾乱倒、污水乱

流、禽畜乱跑、乱搭乱建等现象十分严

重。”郑湾村村支书郑红江介绍。

郑湾村的变化是内乡县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内乡县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守住生

态保护红线，打造环境美、田园美、村

庄美、庭院美的美丽乡村。

生态宜居，关键在于做好“绿色运

算”。一方面，该县坚持做好绿色“加

法”，扎实开展国土绿化、河渠治理、生

态修复；另一方面，硬起手腕做好治污

“减法”，全面遏制农业农村污染蔓延，

坚决守护绿水青山。内乡县大规模实

施国土绿化行动，以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为抓手，加大围村围镇围城“三围”

造林力度，“规划见绿、见缝插绿、提

质优绿、协力植绿”的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

河流是乡村的灵秀所在。今年以

来，该县加强水污染治理，全面落实

“河长制”，严格落实水资源管理制度，

着力营造河畅水清岸绿的生态环境。

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内乡县

着力抓好农村清洁工程、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农村亮化工程、垃圾分类处理

工程、农村改厕工程、污水处理设施工

程。目前，已建成农村人居环境试点

示范村 148个，累计投入资金 2.6亿元。
此外，该县全面启动农村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 PPP项目，运用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模式融资 5亿多元，率先
对 102个行政村实施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年底项目建设大头落地。

可以预见，经过持续治理，河畅水

清、花繁林绿、满天繁星的美丽田园，

将加速实现乡村价值重塑和功能回

归。

3年时间，村集体经济增至17万
元——内乡县余关镇子育村之变，让

人精神振奋。

子育村全村450户1784人，是国
家级贫困村。该村集体经济薄弱，

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村委班

子积极走访调研，入户实地察看，

找准帮扶工作的切入点，谋划脱贫

发展路径，多方协调在村里成立合

作社，建立“支部+合作社+农户”致
富链，动员村民养羊、养牛。全村

现有贫困户 15户养羊，32户贫困
户加入养牛合作社，年收入均可达

万余元。协调内乡仙鹤纸业在该

村建成切纸分装车间，动员贫困户

30人务工，月收入 1500元左右。通
过荒山整治、土地流转、合作社经

营等项目，该村集体年经济收入达

17万元左右，成为远近闻名的脱贫
村。

村集体合作社的成功组建，为扶

贫项目资金发挥造血功能找到了载

体，为发展现代农业、村公益事业扫清

了障碍。

子育之变，是以“三权”促“三变”，

使死资源变活资产，小农户成“大股

东”，贫困村重新焕发生机。

去年以来，该县以全省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为契机，把88个
贫困村作为改革主体，全面完成产权

制度改革工作。通过清产核资、成员

界定、资产量化、股权设置、股份改造、

登记办证等阶段，共清理经营性净资

产5105.31万元，88个村级股份经济
合作社成立并挂牌运行，从而实现了

“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金、村民变股

民”的转变，进一步增加了农民财产性

收入，形成了村支部、村委会和合作社

“三驾马车”并行格局。

为解决贫困村集体经济“空壳

化”短板，该县创新运用“财政注

资+合作社贷款+入股公司分红”模
式，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新突

破。目前，每村 1万元首次分红收
益全部兑现到位。今年在非贫困

村中继续实行财政扶持政策，保证

各村集体年收入不低于 8万元，保
证村集体经济持续增加。

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是

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之举。

乡村振兴，党建是核心，治理是基石。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重心在基层，关键在

引领，路径在整合。”基于这样的判断，内乡

县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移，在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引导社会组

织参与和发挥群众主体作用等方面狠下功

夫。

今年是内乡县党建质量提升年，该县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进一步聚焦中心工作、落实重点任务，不断

提升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

水平，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

战、加快转型跨越发展、决胜全面小康提供

坚强组织保证。

党的领导坚强有力，换届过程规范有

序，换届纪律严肃认真……广大基层党员

群众纷纷点赞今年的村级换届工作。

3月19日，内乡县全面部署农村“两委”
换届选举工作。截至6月上旬，该县295个
村（社区）全部完成“两委”换届，共选举产

生“两委”成员1422人。“选出好班子，绘
就好蓝图，将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组

织保障。”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也

是重要标志。近年来，该县持续推动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推进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制

定修订，将村庄规划、乡村治理、经济发展、

环境卫生等美丽乡村建设、管理内容写进

“两约”；教育农民爱党爱国、向上向善、孝

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实现家庭和

睦、邻里和谐、干群融洽。

乡村振兴，不仅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还要走上乡村善治之路，实现乡村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7年12月，由内乡县委宣传部牵头，
多部门协同，在全县部署开展了“三带五联

奔小康”活动。以五户为一组，组建由“党

员干部、社会能人、致富能手”带动的“联户

组”，以亲情纽带动员组织群众“联学、联

帮、联保、联争、联创”，建立起“农户-联户
组-村民小组-村党支部”四级工作网络，有
效缩小村级治理半径。

截至目前，全县16个乡镇288个村共
成 立 联 户 组 25493个 ，覆 盖 128661户
514035人。小小“联户组”正在成为该县脱
贫攻坚的有力抓手、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

与此同时，在农村深入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持续推进落实一村一法律顾问、

一村一警工作，积极开展法律服务进基层

活动，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感、获得感。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

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质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内乡县委书记李长江说，乡村振兴是一项

幸福的事业，只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强化规划引领，加

大投入力度，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

好愿景一定能如期实现。

（特约记者 樊珂）

现代农业土生金，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产业兴旺

秋意浓，果飘香，稻谷成熟，金黄铺洒一地，玉米胡须美，模样迷人……秋天的菊乡，是丰收的模样！

希望的田野，积蓄着乡村振兴的无限动能。走进内乡县广大乡村，到处都呈现出丰收的景象。该县数十万农民朋友正满怀激情，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方向阔步前进。

青山绿水入画屏，让农村

成为幸福美丽家园

生态宜居

全面深化改革，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赋权赋能

忽如一夜春风来，乡村焕

发新气象

乡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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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⑤产业助民致富
图⑥精心管护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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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乡村宜居宜业
图②生态茶园富民
图③乡村特色民居
图④田园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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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