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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临西县：

激发新动能 拓宽脱贫路
本报记者 雷汉发 宋美倩 通讯员 张玉坤

地处河北黑龙港流域连片贫困区的
临西县在“十二五”期间，地区生产总
值、财政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增长 1.54 倍、2.88 倍、1.68 倍和
1.94 倍。是什么让这个贫困县迸发出如
此强劲的发展活力？答案在于临西县
委、县政府抓住了创新这个“牛鼻子”。

变短板为优势

2015 年 9 月，全球单体生产规模最
大的菌菇生产工厂在临西投产。九道菇
临西工厂一经投产，立即进入了良性循
环，不仅产品供不应求，而且在投产 3
个月后就实现盈利 700 万元，到今年
10 月，企业实现利润达 3000 万元，其
资金利用年收益率达 13.78%。

临西县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交通

便利，同时可辐射周边多个城市。当地
玉米秸秆、麦麸、木屑等食用菌生长原
料丰富，劳动力资源也很充足。菌菇生
产项目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
势。因此，菌菇生产加工产业链迅速拉
长，包装生产基地、蘑菇深加工、有机
饲料生产线、生物复合肥项目等项目相
继落地，将形成华北最大的高端食品生
产基地，吸纳了当地 1000 余名劳动力
就业，带动了全县 6000 多个农户实现
增收 1.8 亿余元。

临西县先后吸引了总投资 12 亿元
的现代化轴承交易中心、总投资 15 亿
元的建材五金博览城等项目入驻，优化
了产业结构。

临西地处运河故道、黑龙港流域，
土地多为低洼盐碱地，该县就在沙荒地
上种植树木，同时进行林下药材间作，
使全县绿化率提高了 4%。

该县城西老官寨镇有一片废弃砖
窑区。临西县与上海朗禾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共同开发，对低洼处的污水进
行净化处理，建设了容量达 9 兆瓦的

漂浮式光伏发电站，年均发电 1100 余
万千瓦时，年产值 1000 余万元。水面
下 养 殖 多 种 鱼 类 ， 建 成 了 垂 钓 观 光
园。对砖瓦窑的凸起部分，实施中低
产田改造，建成了一条条光伏与特色
种植相结合的混合产业长廊。长廊顶
面是高架式电池板，下面则是设施农
业 大 棚 。 光 伏 电 站 总 网 容 量 达 20 兆
瓦，年均发电 2200 余万千瓦时，年产
值 2000 多万元。在光伏电池板下的大
棚中，则种植蓝莓等高效农作物，发
展观光、采摘等，预计年收入达 4000
余万元。

变传统为精深

临 西 轴 承 产 业 起 始 于 上 世 纪 70
年 代 ， 共 有 上 百 家 企 业 。 虽 然 体 量
较 大 ， 但 却 缺 乏 尖 端 技 术 和 拳 头
产品。

为此，临西聘请了中国轴承工业协
会专务委员何加群为首席专家，每月授
课一次，为企业家们解析轴承产业发展

形势；多次组织相关企业负责人和技术
人员到行业技术领先的企业参观；县里
成立轴承产业研究院，为全县产业登
高、产品升级、企业壮大、平台提升提
供技术支撑。

通过全方位的促动，全县轴承产业
“创优、创新、创牌”工程迅速推开。
仅“十二五”以来的几年间，临西轴
承产业就投入 130 多亿元进行技术改
造，其投资额度超过了过去 40 多年投
资的总和。而在今年，投入技改研发
资金更是达到了 57.58 亿元。先后完成
技术改造创新项目 21 项，运用新技术
工艺 28 项，研发新产品 10 个，获国家
专利 31 个，产品销往上百个国家和地
区，销售总额超过 200 亿元，其增加
值在 5 年间增加了 2.85 倍。

除此之外，他们转变思路，积极
改造落后企业，先后将县里产能落后
的 化 工 厂 改 造 成 了 智 能 仪 表 生 产 基
地，在效益低的传统企业植入电动汽
车 生 产 项 目 等 ， 强 力 推 动 县 域 经 济
发展。

沈阳沈北新区在推进城镇化中，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保护传统村落 留住文化之“根”
本报记者 孙潜彤 通讯员 曹海琳

本版编辑 陶 玙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通讯员黄鹏彪报道：近日，广
西来宾市通过了深化“三区”（兴宾区、来宾高新区、市工
业园区）体制改革的决定，理顺市与城区及各经济平台的
关系，拉开了该市全面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序幕。

来宾市市长雷应敏告诉记者，随着经济发展，该市与
城区之间职责不清、管理缺位、条块分割、责权利不统一
的问题凸显，必须进一步理顺市与城区权责关系，改革和
创新城市管理体制和机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推动城市
管理重心下移，充分调动市与城区两个积极性，为进一步
推动市与城区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体制和机制
保障。

为了更好地推进体制改革工作，该市制定了《关于进
一步深化城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关于深化市与
城区财政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文件。

“机构、人员编制与所承担职权相匹配是确保城区管
理‘权、责、利’一致的基础保证。深化城区管理体制改革
必将对下放事项涉及的机构、编制、人员等同步划转，坚
持‘人随事走’，并适度向城区倾斜。”来宾市编办主任李
世文告诉记者。

据了解，通过本次改革，来华管理区（来宾高新区）将
托管部分乡镇，行使城区一级的职权，并拓展了地域。该
区将成为来宾市科技创新战略高地、产城融合示范区，来
宾市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集经济功能和行政功能于一
体的宜业宜居现代化生态新区，成为技术进步和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

广西来宾推动城市管理重心下移

有一种牵挂从未割舍。从新疆察布
查尔锡伯自治县到辽宁沈阳，佟志俊千
里奔波，目的只有一个：专程到沈北新
区兴隆台村寻根问祖。喜利妈妈、嘎拉
哈、锡伯族秧歌，这些在旁人眼里陌生
的字眼，却使佟志俊每每热泪盈眶，因
为锡伯族的“根”在这里。

兴隆台村 1500 多名居民中，锡伯
族约有 1100 人。村子不大，但它是锡
伯族历史上大西迁的起点。在海内外锡
伯族人心中，哪怕祖上离乡数百年、漂
泊千万里，盛满乡愁的依然是这块黑土
地。留在兴隆台村创业的张爱忠记不清
接待过多少拨锡伯族同胞，不管多忙他
也乐此不疲。在他创办的沈阳锡伯龙地
创意农业园里还专门建有一处锡伯族农
耕文化馆，包括锡伯族传统耕作实物以
及剪纸、刺绣、草编、乐器等锡伯族文
化遗产物件。农业园中申请过世界吉尼
斯纪录的稻田画就有锡伯骑射的壮观场
面，每年吸引游客几十万人次。

“城镇化的目的是让农民过上像城
里一样的好日子，但不一定非得靠进城
去实现。”张爱忠说，关键要让乡村有
魅力，农民有营生，传统村落可以通过
特色来打“致富牌”。比如锡伯族留给
兴隆台村的“遗产”就有闻名遐迩的

“锡伯贡米”，因为用锡伯族人精耕细作
的旱稻磨出的大米光泽度好，整米透
明，煮出来的粥呈淡绿色，黏度大，口
感好。兴隆台村把这一优势通过产业化
的力量发扬壮大，仅稻米经济即实现
300 多人就业。古老耕种技艺的传承，
让“贡米”成了兴隆台村的地标。如
今，“锡伯贡米”经过重新擦拭，已成
为全国知名的品牌，成为村民创收的主
要来源。

村民富了，兴隆台镇因势利导，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对多处尚存的、具有文
化特点的民居进行改造复原，建成锡伯
族特色小镇，侧重锡伯族文化的传承和
弘扬。

村里修建了一个占地面积达 6000

平方米的文化广场，修建了一条长 110
米，展示大西迁、拓边开垦等锡伯族历
史风貌的文化长廊。村里锡伯族同胞能
歌善舞的天赋有条件得到充分展示。

美得让城里人羡慕，这是沈北新区
曙光村给人的印象。依山傍水，白墙红
瓦，绿树掩映，没错，尹家乡曙光村获
得全国人居范例奖当之无愧。香糯的打
糕、酸爽的辣白菜；欢快的长鼓、热闹
的象帽舞⋯⋯朝鲜族行政村曙光村散发
着浓郁的民族风情。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朴 仁 淑 告 诉 记 者 ：
“啥空心化空壳化？咱村里舍家撇业的
少 ， 想 搬 到 咱 村 住 的 城 里 人 倒 有 不
少。”前些年曙光村确实没啥魅力，土
路坑洼不平、垃圾乱堆乱放、污水四处
横流。近几年，曙光村结合绿色村庄、
花卉村庄建设，下大力气整治村屯环
境。沈阳市建委专门请上海同济大学的
专家为村里编制环境整治和建设规划。
全村主干道、巷路全部实现柏油化，路
旁有边石、边沟，建成了道路排水系
统、路旁绿化系统和道路照明系统。实

行了生活垃圾定点定期清理，昔日垃圾
堆、粪肥堆、柴草堆、污泥堆荡然无
存。村里还建设了秸秆燃气站，家家户
户用上了洁净的秸秆燃气；改造了水源
地，村民们都喝上了标准的清洁水。村
容的巨大变化和“十星级文明户”的评
比竞赛引发村民改造自家庭院的热情，
纷纷动手改造传统旱厕，全部实现了水
冲，所有家庭使用室内厕所。

曙光村的美经得起推敲。村周边无
工业污染源，农膜回收率达到 85%，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100%。规模化
畜 禽 养 殖 ， 废 弃 物 综 合 利 用 率 高 于
90%。村里公益设施也日渐完善，村委
会楼内设置了浴池、老年活动中心、图
书室，安装了有线电视和宽带。村里还
修建了一座 3000 平方米的文化广场，
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和城里比，曙光村
哪样也不差。朴仁淑很自信，她说，咱
上下一心建设美丽乡村，就是为村民而
建，就要让村民满意。

最近，沈阳美丽乡村的民意推选，
沈北新区所占数量最多。沈北新区通过

财政扶持和制度激励，综合整治农村生
产生活环境，保护自然景观资源，建设
农村文化活动中心、农家书屋、农民书
画院等，提升乡村文化功能。开发本源
性的文化资源，以当地居民为主体，打
造和扶持具有区域和民族特色、市场潜
力和品牌效益的文化创意产业和产品，
如生态旅游、“农家乐”、民俗文化展
示、民间工艺制作、歌舞技艺表演等，
使美丽乡村建设在文化淳厚、生态环
保、生活富足方面做到了“鱼与熊掌”
兼得。

“没有乡愁的城镇化是断根的城镇
化。”沈北新区区委书记金志生切中肯
綮。他认为，新型城镇化不是消灭乡村
的一场“裸奔”，乡村文化是我们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理想乡村应
该成为受人羡慕和向往的生活空间。沈
北新区在推进城镇化中设定了许多永久
保留村落，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
善农民生活条件，引导宜居乡村美丽乡
村连珠成串，发展成为有历史记忆、有
地域特色、有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 沈阳沈北新区曙光村依山傍水，白墙红瓦，绿树掩映。

▷ 曙光村发展以特色农家乐餐饮为核心的乡村旅游经

济，真正做到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农民增收四者有

机结合。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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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城镇化、工业化快

速发展，如何保护和传承传

统村落日益成为人们关注

的热点。沈阳沈北新区，就

是一个留住“乡愁”的样本

——在发展中珍视历史传

承，追求和谐的人地关系，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维系人们的

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真正

做到了“让居民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1 月中旬，《经济日报》记
者来到贵州贞丰县双乳峰景
区。这里的民族手工刺绣体验
馆内展示了数十种精致的刺绣
制品，游客们都饶有兴致，纷纷
驻足欣赏，有的还询价购买合
意的产品。

“现在天气冷了，纯手工绣
的围巾最受游客欢迎。”体验馆
负责人王凤告诉记者。

王凤从 2013 年开始从事
绣品加工，此前一直仅在空闲
时 间 加 工 一 些 绣 品 。 直 到
2014 年，她的一件刺绣品卖出
了 3 万多元的高价，激发了她
扩大规模的想法。“在县妇联的
引导和支持下，我注册了微型
企业，带着姐妹们一起动手，如
今我的企业一年毛收入近 40
万元。”

据了解，贞丰县将近一半
的人口是少数民族人口，其中
不少妇女自小就掌握了刺绣、
蜡染等传统工艺，有“家家有纺
车、人人是绣娘”之说。据初步
统计，该县目前熟练掌握民族
工艺的妇女将近 1.4万人。

为了让绣娘们适应市场，
使其以针为笔、以线为墨，“绣”
出幸福生活，贞丰县妇联近年
来组织实施了“锦绣计划”，开
展刺绣培训，让小商品带出大
产业，形成规模效应。

贞丰县妇联主席李娜告诉
记者，“锦绣计划”不仅可以帮
助妇女增收致富，传承民族文化，同时还能改善农村空巢
老人、留守儿童的问题。

随着该县刺绣“小商品”渐渐长成“大产业”，贞丰绣
品也渐渐打开了市场，由致富带头人创办的小微企业应
运而生，逐渐成为推动民族工艺品发展的“领头羊”。

据贞丰县妇联副主席杨晓莎介绍，在实施“锦绣计
划”中，贞丰县鼓励支持致富能人注册微型企业，将村里
的妇女组织起来加工香包、服饰、围巾等产品，每月收入
达 2000 元左右，最高能超过 3000 元。这样既能解决人
手不够的问题，也能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增加收入。

贞丰县民族工艺品刺绣基地因为订单太多，负责人
朱丽忙得晕头转向，她告诉记者：“我的刺绣基地里常年
有 35名绣娘，最忙的时候请了 180多人帮忙。”

为了让绣品能对接市场，促进民族传统元素与时尚
结合，壮大民族工艺产业，贞丰县还相继开展了技能大
赛、观摩交流、培训等一系列活动，选拔和培养一批优秀
的绣娘，为贫困户搭建了更好的创业平台，助推扶贫工作
精准到位，真正实现“真扶贫、扶真贫”。

据了解，自 2014 年以来，贞丰县妇联已累计举办 4
期“锦绣计划”培训班，受训人员超过 600人。

李娜表示，贞丰将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通过举办技
术培训、参加比赛、文化交流、绣娘普查等一系列活动，逐
步提高绣娘的技艺水平和参与发展能力，让更多的绣娘
参与进来，形成产业脱贫的强大合力，实现收入倍增、居
家致富。

安徽芜湖新华联鸠兹古镇项目汇聚了民俗展示、美

食小吃、戏曲演出等，吸引了众多游客。作为国家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的芜湖市，不断优化城镇功能布局，充分发

挥自然及人文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已初见成

效。 孙婉莹摄

据 新 华 社 电 （记 者 王 优 玲 罗

娜） 培育特色小镇，引领带动全国小城
镇建设。专家认为，因地制宜是特色小
镇的灵魂，特色小镇建设应走差异化发
展之路，防止一哄而上，避免“千镇一面”
和低水平重复。

这是记者在日前召开的第三期“中
国地产智库沙龙”上获得的信息。国家
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副主任乔润令说，特色小镇建设要结合
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条件特色发展，规划
和产业要量身定做，突出比较优势，提升

竞争力。
“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新平台，

将有助于解决农民就业，增加政府税收
等。通过特色小镇的建设，还可以分流大
城市的部分功能和人口压力。”乔润令说。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
军说，特色小镇建设不排除新平台，但更
重要的是发挥原有的优势，依托原有的
具有数百上千年文化传统的小镇，防止
出现千篇一律。城市发展是一个持续、
缓慢、长期的过程，房地产商应加快自身
转型。

对于业内热议的“发展特色小镇要
去房地产化”，总部基地（全球）控股集团
董事局主席许为平说，对房企而言，要加
快模式转型，从传统的开发商转型为综
合生活服务提供商，充分体现“以人为
本”的理念。

与会专家认为，建设特色小镇，发展
新型城镇化，须扎根当地的资源禀赋，在
政策安排上重在“培育”，修炼好“文化、
产业、生活”三项基本功，遵循“政府引
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的路径，才能防
止一哄而上，避免“千镇一面”。

特色小镇应防止“千镇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