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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电(记者许舜达、方问禹、魏一
骏)选好一个人，改变一个村。近日记者在浙江
走访数十个美丽乡村发现，每一个“乡村蝶变”

故事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这面
“旗帜”的引领。作为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
他们凝聚士气，带领村民发展产业，在驱动乡村
全面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党建引领”为集体经济薄弱

村摘帽

走进金华市武义县桐琴镇水韩上村，波光
粼粼的水阁塘、郁郁葱葱的林木、宽阔平坦的道
路、新建的村居家养老照料中心漂亮宽敞……
然而，水韩上村党支部书记韩忠元还清楚地记
得，2007 年自己上任之初，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只有 2000 多元，结余资金不足 1000 元。

当时村里粮食加工厂面临倒塌，是直接卖
掉还是重新修缮？韩忠元为此第一次召开会议
征求意见，但村里 23 位党员，当天只来了 9 人。
党支部涣散、村里重大决议无人表决，眼前的这
一幕让他震惊。

韩忠元一家家上门走访，向未到的 14 名党
员询问意见。“村里这么穷，党员思想涣散，谁来
当村书记都没用”。党员们的反映让韩忠元陷入
深思，“要想当好村党支部书记，就必须树立党

的形象和威望，把党员拧成一股绳。”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提起韩忠元

经常召开的“诸葛亮”会议，老党员韩福燕连
声称好。韩福燕说，为了让党员主动参与村庄
建设，在韩忠元的组织下，村里党员们不定期
集聚在一起，发挥各自才智，为破解发展难题
出谋划策。韩忠元则根据好的建议想法，带领
党员及时执行，同时还明确规矩，加强党员的
思想教育和纪律整顿。

村党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不断提
升，水韩上村的发展也随之日益红火。短短
10 年时间里，水韩上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07 年的 2000 多元跃升到 2017 年的 25 万
元，一举摘掉了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帽子。

“愚公移山”为民跑腿 25 万公里

今年 5 月，衢州市龙游县石佛乡大力山
村党支部书记卓彦庆突发脑溢血离世，年仅
54 岁，引发当地干群深切悲痛，自发组织悼
念活动，他的离去为何如此牵动人心？

作为龙游县海拔最高的行政村，大力山
村共有村民 1000 余名，在浙江西部山区是典
型的经济薄弱村。20世纪该村没有公路，只
有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许多上了年纪的村
民，甚至一辈子也没到过 40 公里外的县城。

1994 年，30 岁的卓彦庆出任村党支部
书记。面对一无经费、二无设备的困境，卓彦
庆向村两委提出：“没钱，我们就自己动手；没
设备，我们就用钢钎铁锤，每个自然村必须都
要通路！”

当地村民反映，他常年在修路施工一线，
在一次修路中，他的右手两根手指不慎被涵
管压断进行重植手术，但他仍绑着绷带带领
村干部们，趁雨季到来之前抓紧抢修道
路……长期下来，村里逐渐形成了好风气，每
到修路时，党员定准时到现场。

在他的带领下，大力山村争取政策、现场
测量、投工投劳，前后 18 年时间在崇山峻岭
间开凿出一条共计 29 公里的机耕路，不但打
通了连接大力山村 22 个自然村的路网，还改
变了这里与世隔绝的状态。从此，村民外出打
工、求学方便了，村里的农产品也有了销路。
如今，这条山间公路还成为亚太汽车拉力赛
段，每年都吸引世界顶级赛车手来此比赛。

村委会主任黄金土说，卓彦庆一年至少
300 天都是在路上为村民“跑腿”。他骑摩托
车为村民们代办各类服务，包括办理户口、残
疾证、买柴米油盐、代缴电费、代修手机，只要
他能“代”的事都统统代办。当地政府做过测
算，24 年来，卓彦庆为村民办事先后骑坏 4
辆摩托车、跑了近 25 万公里，能绕赤道 5 圈。

“战斗堡垒”驱动乡村蝶变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顾益康认
为，浙江乡村振兴脚步目前走在全国前列、正
在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省，这离不开其对农村
建设带头人队伍的长期培育。

2003 年以来，浙江省全面开展农村基层
组织“先锋工程”建设，一批批优秀的村党支
部书记不断涌现，成为驱动乡村蝶变的“战斗
堡垒”和推动乡村振兴的“引领旗帜”。

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上田村 2005 年还
是个“问题村”，村容落后、村务搁浅，村民贫
困且尚武好斗。如今这个村变成远近闻名的
美丽乡村，村民富裕自信，书法和武术文化兴
盛。村民们说，“老支书”的儿子潘曙龙应邀返
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是上田村振兴的拐点。

十多年来，从刹住党员、村民代表“拿工
资开会”的风气，到治理村容环境“脏乱差”，
再到乡村重新规划，引导村民种茶叶、重拾书
法和武术文化……如今，上田村面貌焕然一
新，人均年收入达 29884 元。

目前，浙江乡村正经历从传统农耕生活
到农业三产融合的功能转变，有闯劲、有组织
力的村党支部书记，已日益成为驱动城乡要
素融合、现代与传统交织的关键枢纽。

选好一个人，改变一个村
浙江乡村振兴路径观察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刘良恒)“您好，我想
办不动产抵押登记证明。”初冬的一个上午，
迎着南方冬日清冷的寒风，家住湖南浏阳市
北盛镇的王威走进北盛镇国土所，向工作人
员递上了自家的农房不动产权证书和一些贷
款资料。不一会儿，王威就从工作人员手中拿
到了不动产抵押登记证明。“我准备去银行办
理抵押贷款，借 30 万元开分店。”王威举起手
里的“红本本”，颇为自豪地对记者说，“没有
这本证，我们农民根本不可能从银行贷得了
这么多钱。”

年关将近，浏阳大街小巷寒风凛冽，但王
威心里却暖得很。今年，他在北盛镇上开的家
电门店生意非常好，销售额超过 600 万元，他
打算明年再在隔壁的淳口镇开一家分店，把
生意继续做大。有了 30 万元银行贷款，资金
压力就会小很多。

位于湘东罗霄山下的浏阳市是全国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市)之一。乘着农村宅
基地制度改革的东风，浏阳市近年来大力推
进农村宅基地确权发证，大批农民从中受益，

将家庭和产业经营得红红火火。
在推行新政策过程中，一些困扰基层的

“老大难”问题也得到了化解。
“我家房屋面积超标了，如果没改革，根

本办不了证。”北盛镇亚洲湖村村民田定杰告
诉记者，按照规定，7 口人及以下的家庭宅基
地面积不得超过 180 平方米，他们家恰好超
过了 1 . 07 平方米，巴掌大的面积一度成了

办证“拦路虎”。
为解决类似问题，浏阳市出台了农村宅

基地有偿使用制度。宅基地面积超标的村民，

只需缴纳一定数额的有偿使用费，政府即可
确权发证。在缴纳了 30 多元后，田定杰很快
拿到了农房不动产权证书。今年，他也办理了
20 万元抵押贷款。

新政策实施 3 年多来，北盛镇国土所共
办理农房不动产权证书 1970 本，不动产抵押
登记证明 1480 份，村民抵押贷款金额达
5 . 46 亿元。在缴纳宅基地有偿使用费后，像
田定杰这样拿到农房不动产权证书的村民，
在北盛镇共有 140 户，涉及 12 个村。

北盛镇亚洲湖作为整村推进不动产确权
登记试点村，2016 年 1 月 5 日与浏阳城区同
步颁发了湖南省第一批宅基地“房地一体”不
动产权证书。截至目前，全村 895 农户，有
866 农户完成“房地一体”确权登记，确权登
记率达到 96 . 8%。

通过确权登记，农民的不动产就有了“合
法身份”，成为可抵押的资产，成为“升值的农
房”。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巨大的红利，反过
来又推动了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如今的亚洲湖村，产业更强，乡村更美。

“改革前，农民土地是‘死资产’，办理抵押
贷款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北盛镇党委书记
李斌说，浏阳市通过确权发证以及出台相应配
套改革措施，农民手中的土地不仅可以流转，
而且可以抵押贷款，变成了真正的“活资产”。

新华社银川电(记者艾福梅、谢建雯)作
为宁夏首家村级土地股份制合作社的村庄，
五星村用 5 年时间将入股土地从 800 亩扩大
到 3030 亩，村集体资产和效益“双增加”，还
为农村今后“谁来种地”“如何种地”提供了一
种解题思路。

五星村是个传统农业村，位于宁夏回族自
治区青铜峡市叶盛镇，有耕地 7300多亩。因水
稻品质好远近闻名，一些种植大户纷纷来此流
转土地发展水稻种植。但大户赚钱了，村民的
收益却仅限于流转费。与此同时，村集体既没
有创收项目，也没有经营积累，历史欠账多。

“管理村子就和管家一样，没钱啥也干不
了，干不了事村民也就不认可。”五星村党支
部书记徐建平说。

2014 年，五星村成立水稻种植合作社，
由村集体流转村民 800 亩土地一体化经营，
到年底，刨去所有支出，合作社增收 16 万元。

然而，这种模式虽然解决了村集体增收
问题，但农户参与集体经营管理积极性不高，
从土地上再次获得收益的难度普遍较大。

经过多次酝酿，2015 年，五星村探索成
立了宁夏首家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社，让“土地
变股权、农民当股东、收益有分红”。合作社首
期入股农户 215 户，占股权总数的 46%，集
体股由财政部门扶持村集体经济的项目资
金、村集体“三资”和机动地、社会帮扶资金等
构成，占股权总数的 54%。

“股权的多元化不但盘活了农村土地、村

集体‘三资’和各级支农资金，还把农民从一家
一户的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既不担
心种地，又不担心收入。年轻力壮的外出务
工，年老体弱的在合作社就近务工，大大拓宽
了增收渠道。”徐建平说。

看到了甜头，2016 年，50 户村民主动找
到合作社，将 530 亩土地入股。到今年，五星
村入股土地面积已达到 3030 亩。同时，合作
社的产业结构也更加多元，除种植富硒大米
外，还投资建设大弓棚种韭菜等蔬菜，成立农
机服务公司等。

这两天，徐建平天天往村部跑，他要尽快
建好大米加工厂、蔬菜保鲜库、粮食产后服务
中心等项目。

“只卖水稻一亩能挣两百来块钱，但加工
成大米平均每斤能再赚三毛钱。合作社发展
到今天，必须要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才能保证股民的效益不下降。”他说。

据了解，这五年，入股合作社的村民收益
不断增加，目前保持在每亩土地收入 924 元，
村集体收入也累计达到 180 万元。村集体有
了积累，就能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五星
村成立了党内关怀基金，每年为村里 60 岁以
上老人缴纳医疗保险，还建设了不少村级公
共设施。

如今，农民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经营
模式在宁夏很多地方落地，仅青铜峡市就有
12 家土地股份制合作社，股权的杠杆撬动了
“三农”的活力。

农 民 变 身 股 东
“红利”也来敲门

宁夏五星村推进土地股份制改革

能 流 转 能 抵 押

土地成了“活资产”
湖南浏阳推进农村宅基地确权发证

▲这是长兴德睿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羊舍（12 月 23 日摄）。该农业公司有标准
化羊舍 11000 平方米，目前存栏湖羊 9000 头。从 2018 年开始，该公司在当地乡政府的牵线
下成为长兴县吕山乡扶贫基地。

从 2018 年开始，“湖羊之乡”浙江省长兴县吕山乡开始推进湖羊养殖产业扶贫。让养殖
大户与当地的低收入农户结对，为低收入农户提供小羊、技术指导及市场销售途径，用湖羊
养殖业来推进产业扶贫帮困，改善低收入农户的生活。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脱贫增收

湖羊助力

寒冬时节，走进江西高安市祥符镇南
山村的果蔬产业园，大棚内果树长势良
好；在宜春市上高县泗溪镇的中药材粉防
己种植基地，所见的则是“一片荒山”，待
春天变作“一片绿林”；宜丰县潭山镇的一
些村民，则盼着春节的到来，届时他们养
殖的“黑斑蛙”将能卖个好价钱……

“好山好水”的江西，把“产业兴旺”

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支撑，因地制宜做
强特色，产业融合创新业态，以更有活力
的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凝聚乡村产业的“品牌意识”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基础。为加
快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江西积极
发展和壮大农村优势特色产业，通过树
立品牌意识，打造农产品新格局。

在上饶县应家乡吉安村，有一个远
近闻名的 90 后电商达人——— 何世官，他
一手创办了应家红糖电商品牌，去年年
产值已经超过 1000 万元。如今，在何世
官的带动下，吉安村周边的很多贫困户
都顺利实现脱贫摘帽。

“中国猕猴桃之乡”奉新县打造有机
猕猴桃特色农业示范区，年产量 5 . 6 万
吨的鲜果，通过“农超对接”方式走进千
家万户；瑞昌市南阳乡山药种植基地里，
山药销售正入佳境，瑞昌山药获评
“2017 年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该县已培育出 7 个江西
省知名品牌；吉安县把“井冈蜜柚”“横江
葡萄”等当地特色品牌产业作为主打，将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带动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共青城市积极扶持苏家
垱龙虾、泽泉金牛山庄、金湖东方锦程农
业等一批特色产业、田园综合体，以品牌
支撑助农增收，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

激发特色产业的“内生动力”

在江西，多地以特色产品聚集特色
产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升乡村产业
的稳定性、可持续性。

“这些天我开着皮卡车把东乡所有的
乡镇都跑遍了，忙着收购各种特产。”近
日，入选了全国百名电商致富带头人的王
新年，整合本地特产在网上营销。作为农
产品生产大区，抚州市东乡区通过发展农
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130 个农村电商服
务站，让贫困户和当地农户搭上电商快
车，实现增收致富。

在分宜县凤阳镇，“凤扬”牌麒麟西瓜远销十几个省市，
全镇麒麟瓜种植面积达 5000 余亩，从事麒麟西瓜主导产业
的农户占全镇总农户的 60%。在此基础上，凤阳镇通过种
植金藤葡萄与万财菱角，打造“甜蜜”产业聚集的小镇。

上高县在发展传统产业油茶、烟叶的基础上，创新构建以
中药材种植为主的农业产业体系。今年，上高县通过油茶林下
种植、纯林种植、农光互补种植、林下土地开发种植等途径，以
租赁、油茶林“托管”、农户林地入股的办法，新增中药材种植
面积 8375亩，目前上高县建成 4个千亩以上的种植基地。

丰城市段潭乡西洲村积极探索“党建+产业+扶贫”模
式，打造了特色蔬菜、菌菇扶贫基地，吸纳全村 30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实现贫困户年均增收 2000 元。

初冬季节，宜丰县天宝乡东港村的对虾养殖基地一派
繁忙景象。一网网新鲜肥美的南美白对虾正在装运中。利用
环境优势，宜丰县引导农民发展特色水产养殖，大鲵、对虾、
小龙虾、甲鱼、鲈鱼、鳜鱼等特色养殖面积已突破 5000 余
亩，带来了好“钱景”。

“三产”融合提振农村新活力

注重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上下游产业立体推动，江西
乡村特色产业出现更多新业态。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生米镇立足本地特色，深入挖掘以
“生米老街”为代表的古镇文化，因地制宜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通过引进南昌军事主题公园、万达文化旅游城等一批有影响
力的文商旅融合发展项目，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生态。

瑞昌市打响本地乡村旅游品牌，通过“旅游+”“体育+”
“产业+”，突出本地乡土特色，做活山水田园文章，积极开发
健身运动旅游产品，不断推进“三产”融合。

高安市实施“百县百园”工程，推进巴夫洛田园综合体、
网易味央产业园等一批农业示范性项目建设着力发展智慧
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业态。

乡村特色产业的多元化路径探索，已成为江西乡村振
兴的“助推器”。 (沈玉婷、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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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成都电(陈地、黄辉)21 日，在四川省岳池县
郑家村，当地首批“县引村用”人才林小雯正在村里忙着组
建缫丝表演队、婚俗仪仗队、插花艺术队等 6支队伍，她要
利用村上发展乡村旅游的机遇，吸引更多游客，增加村民的
收入。郑家村是一个省级建档立卡贫困村，通过精准扶贫逐
步走上了脱贫致富道路，发展起乡村旅游。但由于专业人才
短缺，导致郑家村部分项目推进缓慢，人气不旺。

岳池县委组织部人才股股长张庆介绍，为解决乡村振
兴人才短缺问题，今年开始，当地探索建立了“县引村用、岗
编分离”模式，利用乡镇空闲事业编制，计划用 3 年时间引
进 150 名乡村振兴人才，重点安排到产业重点村、深度贫困
村、农旅特色村工作。

林小雯大学毕业后在岳池县一旅游景点担任讲解员，岳
池县的“县引村用”人才模式为小林带来新的施展才华的机
会。她目前担任郑家村利用产业扶持资金成立的传媒有限公
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的运营管理和各表演队伍的组建工作。

据了解，目前该县首批“县引村用”人才 46 人已全部到
岗。张庆说，在村工作 5 年后，这批人才将根据工作需要到
相应事业单位工作，对工作业绩突出、群众认可的引进人
才，优先晋升职称等级，并可按程序选拔进乡镇领导岗位。

四川岳池“县引村用”

补齐乡村振兴人才短板

“你看，这几只羊刚满月，跳来跳去多可
爱！”养殖户王海一面喂羊一面笑着说。养殖场
里，小羊发出“咩咩”的叫声。现年 42 岁的王海
是河北省临漳县南东坊镇小东坊村规模较大的
养殖专业户。谈起“养殖经”，他头头是道。而几
年前，他从事的工作还与养殖毫不相干。

20 世纪 80 年代，临漳县南东坊镇、章里集
乡等乡镇兴起木材加工业，当地村民利用废旧
木材、下脚料等烧制木炭。由于市场需求大，木
炭窑发展迅速。然而，烧木材产生的烟气不仅污
染环境，还对人体有害。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
护越来越重视，大批的木炭窑陆续被拆，养殖场
取而代之。“现在走在村子里，已经看不见过去
黑烟滚滚、路人掩鼻而过的情景了。”王海说，多
年前，他便看清形势，一直在为“改行”做准备。

在农业等相关部门的帮助下，经过多次实
地考察、学习培训，王海很快掌握了养殖业行情
和技术，并投资办起了养殖场。

“过去收割完的玉米秆会被烧掉，现在制成
青料卖给养殖场，既增收又环保。”村民们介绍，
养殖场每年会向他们收购玉米秸秆，每户每年
能增收近千元。“养殖场产生的粪便也大有用
处，可以用作蔬菜种植大户种菜需要的肥料，还
能通过发酵产生沼气，用来照明、做饭。”小东坊
村村民马西顺说，“以前天空是灰蒙蒙的，现在
这里都是蓝天白云。”

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有的村民还搞起了
食料加工和肉加工。“发展种养业符合国家政策，
将来我们要改善设施，扩大规模，还要实现高科
技养殖，生活很有奔头！”王海满怀梦想。 (记者
杨知润、徐步云)据新华社石家庄 12 月 23 日电

昔日遍地黑烟

如今绿色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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