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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践——“三百”建设出实招 “三变三增”见实效

锚定锚定““五聚五提五聚五提”，”，抓实抓实““五五星星””创建创建，，建强市域副中心后花园建强市域副中心后花园——

奋 进 杨奋 进 杨 集集 幸 福 花 开幸 福 花 开

每隔一段时间，方城县杨集镇都会给人以“陌生”的惊喜

感。

说“陌生”，是因为变化之大；说惊喜，是因为发展之快。行

走其间，很多人会禁不住感叹不断被刷新的“杨集形象”——

国家级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中国摄影小镇、河南省乡村建

设示范镇、南阳市首批中药材特色乡镇……去年以来，10 余项

国家、省、市级桂冠纷至沓来，花落杨集；

七峰山、七十二潭两家 4A 级景区及 3A 级景区鸿旺哼哼

牧场火爆出圈，尤其是“夜游七峰山”项目点燃城市夜经济，全

市商务系统夜经济现场会在杨集召开；

“五星”支部 1 个，“四星”支部 6 个……市委组织部在杨集

召开现场会，镇党委被县委评为“先进党委”，是全县三级干部

会上获奖最多的乡镇。

山河为卷，改革为笔。杨集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市委七届七次全会和县委十四届八

次全会精神，扎实推进“五聚五提”，聚焦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杨集实践的壮丽画卷徐徐展开。

北靠风景秀丽的七峰山，南与县

城主城区接壤，是方城的水源地，坐拥

两个国家 4A 级景区。杨集，素有方城

生态园、后花园之称。

市委、市政府提出，支持方城建设

现代化市域副中心城市！

“抓住机遇、用好机遇，这是我们

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的关键。”杨集镇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表示，杨集主动站

位全市、全县大局，建强市域副中心

后花园，打造支撑县域经济“成高原”

的 新 增 长 极 ，迎 来 了 难 得 的 发 展 机

遇。

工业强镇，步伐铿锵有力。先进

制造业是引领新型工业化的发动机，

是 推 动 产 业 链 跃 升 的 加 速 器 。 2023

年 ，杨 集 镇 公 共 财 政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5940 万元，连续 3 年突破 5000 万元大

关；规上工业增速 10.13%，四上企业

入库 8 个。烩面产业园 5 条自动化生

产线全线开工，加快方城烩面文化产

业升级。宛北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人李拓说：“镇党委、镇政府经常深入

企业走访，排忧解难，企业不断实现产

业升级、技术创新。主导产业为建材、

装备制造的杨集新型建材产业园已入

驻企业 6 家，总投资 4.18 亿元，年产值

9800万元。”

旅游名镇，足音坚定清晰。七峰

山、七十二潭、鸿旺哼哼牧场年累计接

待 游 客 逾 百 万 人 次 ，营 收 5000 余 万

元，稳居全市前列。杨集的山水旅游

人气超旺，为何有此建树？商户的话，

一 语 道 出 真 谛 ，“ 景 区 周 边 配 套 抢

眼，新建成的人民路北延段、环七峰

山 战 备 路 、鸿 旺 产 业 大 道 等 绿 化 亮

化 有 档 次 ，成 为 旅 游 打 卡 热 线 路 。

尤 其 是 各 景 区 高 标 准 打 造‘ 食 、游 、

购 、娱 、体 、展 、演 ’等 多 元 夜 间 消 费

市 场 ，点 燃 了 夜 经 济 。 以 前 到 晚 上

七 八 点 镇 区 商 铺 都 早 早 关 门 了 ，现

在 镇 区 热 闹 起 来 ，夜 市 能 经 营 到 凌

晨一两点钟。”

生态大镇，万千新绿入画来。“两

年没回来，这河道大变样，咱杨集真是

变化大啊！”常年在外打工的刘大哥兴

奋地指着如意湖说。杨集将环境治理

作为乡村振兴的底线，掀起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热潮，成功打造“四美乡村”3
个，高标准完成人民文化广场和潘河

幸福湾的绿化亮化。以建设“乡村振

兴先导区、环境治理标杆区、全域旅游

示范区”为抓手，发挥鸿旺田园综合

体、丹参产业园、七峰山、七十二潭连

点带面作用，积极探索乡村振兴片区

与“百村”“百园”“百景”融合共进的创

建模式，河湖面貌明显改善，乡村“颜

值”不断攀升。

新定位、新坐标、新使命，全镇倡

树“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争先进”

的创先争优良好氛围；

新思路、新方法、新路径，杨集正全

面迈入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期、突破期、

飞跃期。

碧绿的植被，湛蓝的湖泊，连绵的

山脉……雨后初霁，壮美的方城县中

医药现代农业产业园移步异景，俨然

一幅迷人的异域风情。

丽山奇境育异草，道地丹参香四

方 。 跨 入 位 于 杨 集 镇 尹 庄 村 的 中 医

农 业 示 范 基 地 智 慧 农 业 繁 育 中 心 ，

1.5 万平方米的超大单体智能连栋温

室 蔚 为 壮 观 ，连 片 的 裕 丹 参 长 势 喜

人。

“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南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锚定

‘五聚五提’总抓手不动摇，奋力实施

中医药强镇战略。”杨集镇党委主要负

责同志介绍，镇党委以钉钉子精神，确

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

要求在杨集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

见效。

三年来，杨集以非常之力、行非常

之举、尽非常之职，开启中医药强镇建

设新征程，写好中医药产业守正创新

这篇大文章——

高规格领导，一竿子插到底。县

委、县政府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

县 长 为 园 长 的 园 区 建 设 工 作 领 导 小

组。项目所在地杨集镇也成立了以镇

党委书记为组长的项目建设工作组，

抽调精干力量 4人组成工作专班，专职

专责，全天 24小时服务园区建设，为项

目 顺 利 实 施 保 驾 护 航 。 根 据 项 目 需

要，成立河南荟萃云山农业科技有限

公 司 ，吸 纳 涉 及 的 村 组 ，成 立 工 作 班

子，完善工作场所，保障项目高质高效

推进。

高起点规划，对标全国一流。方

城县现代中医药产业园位于人民路北

段，是省政府确定的 2022 年省重点现

代农业项目和河南省“十四五”期间重

大建设项目，2024 年方城县中药材优

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已列入国家级

中长期贷款支持项目。项目一期规划

涉及杨集镇尹庄村、河坡村、董楼村、

杨集村、花沟村和拐河镇南王庄村等

区域。眼下，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中

医药产业园。

高速度建设，项目日新月异。项

目负责人赵俐静介绍，一期用地已全

部流转到位，正按着丹阳山野生丹参

南阳艾等道地药材保护繁育基地、方

城裕丹参规模化种植基地、药用植物

园、蔬菜温室及育苗基地、中医药康养

基 地 等 五 个 产 业 板 块 有 条 不 紊 地 推

进，“中药+文化”“中药+教育”“中药+
康养”“中药+观光”的产业雏形初现，

最大限度地提升了中医药产业附加价

值。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去年 11月，

杨集镇被认定为南阳市首批中药材特

色乡镇。杨集中医药产业正快速迈入

规模化、品牌化、高端化、智能化的发

展阶段。

把稳“守正”之舵，高扬“创新”之

帆。在振兴中医药之路上，杨集奋笔

书写下一个仲景传奇。

牢记嘱托——“五聚五提”不动摇 跻身中药材特色镇

3A 级景区养猪场，还能实现农业

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杨

集真的有！

走过鸿旺哼哼牧场消毒通道，养

猪车间没有出现想象中的臭气，而是

空气清新。一群群粉嫩的小猪要么酣

然入睡，要么打闹嬉戏，非常可爱。市

人大代表、鸿旺牧业负责人王付良介

绍，智能控制系统大大降低了人工成

本，厂区存栏 4800头小猪，只需要两名

员工就能胜任所有工作。

更让人惊叹的是，养猪模式被省现

代农业研究会誉为全省农业特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杨集实践。原来，在县政

府引导下，杨集镇党委政府联合鸿旺牧

业，创新性提出“百千万”模式（建设百

个生态家庭农场，带动 5000 农户创业

致富，打造百万生猪全产业链），通过创

新融资模式，合作社贷款融资、村集体

投资建厂、鸿旺牧业租赁使用，每年按

总投资额的 9%返给村集体，实现“村集

体资产增值、村集体经济增加、村民增

收”的三增目标，探索“百村”“百园”“百

景”融合共进的创建模式。

“硬核”突破——后花园催生新动能 建强工业强镇旅游名镇

全媒体记者 李小胄 胡楚强

通讯员 史高飞 董 磊 杨国强 余云龙

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实干，比方法

更关键的是担当。杨集镇以“五星”支

部创建为载体，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

上，打造产业发展核心，把党建优势转

化 为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澎 湃 动 能 。 采 用

“党支部 +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 +农

户”的“双绑”运行模式，充分发挥“党

建+”联农带农优势，依托丹参产业园、

鸿 旺 牧 业 等 龙 头 企 业 ，激 发 传 统“ 种

养”农业新活力，带动周边 24个村 3100
余 户 农 户 增 收 ，累 计 支 付 土 地 分 红

1240 余万元、用工费用 370 余万元，村

集体年均增收 8万元。

党建+支部，提升基层战斗力。一

切工作党建引领，一切困难党建破题，

杨集将“五星”支部创建作为党员干部

的主战场，引导党员干部树牢“一心一

意谋发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

干到底”的理念，构建“党政同责共同

抓、行业专班具体抓、深入基层一线抓、

上下齐心合力抓”的工作格局；班子成

员带头参与，36 名村支部书记主动认

领，形成“一级带着一级干、抓好本级带

下级、层层抓落实”的生动局面，在镇党

委指导下、在“五星支部”朱庄村的带动

下、在“省民族团结示范村”胡岗村的示

范下，各村党支部紧盯“创星”目标，激

活“创星”路径，注重“创星”过程，全镇

“三星”及以上党支部占比超过了 52%。

党建+产业，凝聚发展新动力。杨

集创新推行“党建+产业”发展模式，实

现 党 建 与 产 业 发 展 同 频 共 振 。 结 合

“ 产 业 兴 旺 星 ”创 建 ，实 施“ 党 旗 举 起

来 、产 业 强 起 来 、农 民 富 起 来 ”行 动 。

依托专项联合党支部和党小组，带火

了 鸿 旺 牧 业 、尹 庄 软 籽 石 榴 、花 沟 黄

桃、代庄草莓、尹店富硒杏等一批特色

农旅采摘产业及七峰山、七十二潭景

区等一批旅游产业。其中设有杨集镇

林果业联合党支部的三环山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发展以软籽石榴为主的林

果业 6500 亩，提供用工岗位 200 余个，

被授予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村民

马大姐说：“春上栽树，夏天管理，秋天

摘果，一年能干两百天，能挣两万元。”

党建+文化，文旅融合迸活力。杨

集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投资 30 余

万元改造升级服务大厅，开启“一窗受

理、集成审批”的服务模式，做优营商

环境，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

发展。高标准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所及综合文化站，开展丰富多彩的文

体活动 230余次，成功举办首届民俗文

化活动节，建立中国·方城“曲艺之乡

创作基地”，组建舞狮队、广场舞队 110
余个；依托烩面产业园、七峰山、七十

二 潭 两 个 4A 级 景 区 ，承 办 摄 影 小 镇

（杨集）暨“七峰山”杯全国摄影展、连

续三届的中国烩面文化旅游节，创成

第 24 个中国摄影小镇、南阳市首批中

药材特色乡镇。如今的杨集，处处都

有景、片片能入画，城乡融合发展、百

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正徐徐展开。

又踏层峰辟新天，更扬云帆立潮头。

“我们将以‘五聚五提’为统揽，在

产业提质上求突破，推动三产融合向更

深层次迈进，让发展成色更足、底色更

亮、特色更浓，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

更实在的获得感。”杨集镇党委主要负

责同志信心满满地说，发展向前，民生

向暖，中国式现代化的杨集民生答卷在

不断书写。②8

“五星”闪耀——开创惠农利民新模式 党建引领幸福满满

鸿旺牧业“百千万”试点厂（智能化养猪场） 通讯员 杨国强 摄

丹参产业园温室大棚 全媒体记者 苏 博 摄

鸿旺牧业 通讯员 程远聚 摄

鸿旺牧业办公区 通讯员 杨国强 摄

杨集镇区潘河湾 通讯员 孙 伟 摄

宛北水泥厂宛北水泥厂 通讯员通讯员 田勇军田勇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