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示范引领
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睢县城南郊有个袁庄村，被誉为“草莓小镇”。7月26日，记者
在这里看到，一个个温室大棚内，铁架上一排排草莓苗绿意盎然，
在这里务工的村民有的在整理苗床，有的在运送肥料，不时传来阵
阵欢笑声。

袁庄村发展草莓产业，源于河南凤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18
年到袁庄村发展的河南凤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短短几年发展成为
集草莓组培、育苗、种植、采摘为一体的占地 500亩的草莓产业园
区，成为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公司不光安排村里劳动力务工，还提
供一条龙服务，带动广大农户发展草莓种植，村里群众不光依靠草
莓脱了贫，还依靠草莓过上了甜蜜生活。

村民汤俊兰在凤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产业基地干活，每天平均
有 60元左右的收入。“这里空气好，还不累，自己能挣钱，心里可
舒坦。”汤俊兰说。

袁庄村是五河湾乡村振兴示范区里的一个村。五河湾乡村振兴
示范区是该县“跨界划

区”发力乡村振兴
的 重 大 举 措 ，
由城郊乡等五

个乡镇 19 个

行政村划转组成，因境内有惠济河、通惠渠、利民河、申家沟和申
通干渠等五条河流环绕而得名。

五河湾乡村振兴示范区党组书记刘玉霞说，睢县成立乡村振兴
示范区，就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
系，做到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
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成立不久的五河湾乡村振兴示范区，正高起点编制示范区空间
产业发展规划，推进乡村亮化工程，构筑交通路网、建设全域水
网、打造生态绿网，抓好特色种植、养殖、加工业，努力绘就乡村
振兴美好蓝图……

发展富民产业
点亮富裕富足新生活

采摘、分拣、精剪、装箱、外运……7月 26日，睢县潮庄镇赵
楼村芦笋种植基地一派忙碌。赵楼村是睢县第一个种植芦笋的村，
从这里燃起的星星之火，在睢县已成燎原之势。目前，全县芦笋种
植面积达5万亩，产量达1亿斤，产值达4.5亿元。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近
年来，睢县因地制宜，形成“南笋北椒中果蔬”产业发展格局，
乡村产业拔节生长，就业优先政策持续发力，农民增收后劲越来
越足。

越是天气炎热，辣椒生长越快。城郊乡田庄村中顺辣椒种植基
地，近百名村民正在采摘成熟的辣椒。采摘后的辣椒，分拣后会迅
速外运。“昨天已发往福建一批，今天主要发往四川、西藏等地，我

们的辣椒现在还远销越南、泰国、印度等国家，产品供不
应求，深受客户的喜爱。”该基地负责人介绍。

2017年中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落地睢县，经过数年
的发展，公司已经形成了从选种、育种、育苗、种植到收
购、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运营。现在，公司为扩大种植
规模，带动农民增收，采取“基地+家庭农场+种植大户+

农户”的种植模式，将种苗交给农民种植，并与农民
签订保护价对辣椒进行回收。目前全县发展辣椒种植

面积10万亩，辐射全县20个乡镇。
除了发展特色种植，睢县还引导群众发展养

鸡、养兔等特色养殖增加收入；通过引进制鞋
产业等入驻扶贫车间，让村民就近务工挣
钱；引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条，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我们的富民产业，都是充分利用

当地自然资源，发展地方特色项目，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让群众既有收入，又能兼顾家庭把孩子教育培养好。”睢县农业农村
局局长刘传伟说。

提升“颜值”“气质”
建设宜居宜业新农村

惠风和畅、春花秋月、晴耕雨读，芳香巷、天香园、梅花胡同……这
些充满诗意的名字，其实都是睢县白庙乡土楼村一个个农家小院和
胡同的名字。

近几年，土楼村探索文化艺术扶贫新路径，把不识字的老太太
打造成“画家”，把闲置的农家院变成艺术家工作室，村民、艺术
家、基层干部逐步建立起艺术家社区。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酒
吧和餐饮等生意日益红火，外来经商的人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将土里土气的土楼衍变成了现代化气息浓郁的精致旅游景点。

如今睢县县、乡、村已形成合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的重大工程，加快补齐农村公
共服务短板，乡村面貌一新，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吸引了很多市
民去农村观光休闲。

尚屯镇回示村葫芦种植园内，35亩工艺葫芦长势良好，葫芦架
上垂下的一个个葫芦看起来就赏心悦目。

“工艺葫芦采摘后，会被送到葫芦创意加工基地。葫芦艺人借助
前人的经验在葫芦上烙、刻各种传统吉祥图案，附加值可能增加数
十倍。”最高人民法院驻回示村第一书记王晨说，好风相从葫芦加工
基地还可以体验农耕文化，是中小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好地方。

回示村是当地勤耕重教村，“不比谁家房子大，只要孩子好读
书”的重教氛围代代相传。现在，该村建成了党群服务中心、标准
化卫生室、休闲广场、游园绿地，正依托村里的厚重历史文化，打
造豫东勤耕重教名村。

像土楼村、回示村这样宜居宜业的特色村，睢县的20个乡镇每
个乡镇都有。

该县统一部署，在全县 545个行政村开展清理各类生活垃圾、
拆除残垣断壁、清理沟渠、整治坑塘、整治路边屋棚、乱搭乱建综
合治理等，创建完成辣椒、芦笋、草莓、康养等“美丽小镇”8个、
67个“四美乡村”、1.28万个“五美庭院”。

提升人居环境的同时，睢县还采取多种方式开展乡村精神文明
建设。记者看到，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手绘在了民居墙上；
午后男男女女围坐一圈，讨论着今年的“好儿媳”“好婆婆”花落谁
家；傍晚伴着轻快的音乐，村里文化广场的广场舞开始了……乡愁
正在现代文明中诗意地栖居。

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祖雪华
是睢县白楼乡白楼村人，大学毕业之后，回到老家投身
于乡村建设的事业当中。她在网络平台直播，将白楼村
的特色产品树莓和树莓酒销往全国各地。

走进睢县，一幅幅产业兴、农民富、农村美的新画
卷徐徐铺展。

“现在村里有公园、有广场、有果园、有游船，很

多人都到我们村来游玩。现在村民个个都有事做、有收
入，我们的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睢县城郊乡保庙
村村民乔玉梅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睢县上下齐心协力传递好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接力棒”，踏踏实实为农民办
实事、谋福利、解难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
振兴全面推进，乡村处处绽放“幸福花”。

2022年8月3日 星期三
编辑：赵若羽

精准发力 乡村振兴出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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