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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方竹资源丰
富 ， 竹 林 遍 及 全 县 19 个 乡 （镇 、 街
道） 66 个行政村，全县资源总量 43 万
亩。其中，原生方竹林面积达 20 万亩

（连片千亩以上的方竹林有 16.8 万亩），
人工营造方竹林23万亩。

又到采笋季，桐梓县产笋区异常热
闹，方竹林间到处是人们忙碌的身影。
林间小道上不时有笋农背着装满鲜笋的
背篓来回穿梭，笋农们或将采摘的鲜笋
就地加工成笋干，或就近卖给蜂拥而来
的收购商。

“去年我家采的鲜笋卖 2.5元 1斤，今
年的价格是 3 元 1 斤，收入增加了 1 万多
元。”10 月 18 日，楚米镇高山村 7 组的杨

志强告诉记者。如今，靠采摘方竹笋富裕
起来的笋农越来越多，仅今年桐梓全县产
笋量就达3万吨，实现竹产业产值4亿元，
竹农人均收入2000元。

桐梓县方竹笋产品丰富，种类齐全，
不仅有毛壳笋、清水笋，也有盐干笋、自然
晒干笋、电炉烘干笋等产品，还有原料笋、
泡椒笋等即食类笋产品。悬挂渝字牌照的
大货车长年在桐梓康利绿色食品有限公
司运载泡椒笋片，这些笋片将拉到重庆渝
北区，然后通过批发商发送到各大超市。

2004 年，桐梓县被国家林业局命名
为“中国方竹笋之乡”，2014 年获得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桐梓方竹笋”地
理标志产品，2015 年被国家林业局列为

“全国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县”。

如何把丰富的方竹资源转化为富民产
业，一直是桐梓各级干部苦苦思索的问题。

近年来，桐梓县委、县政府把发展方
竹作为农业重要支柱产业来抓，明确了

“以方竹低产林改造为主，改植并举”的经
营措施和“以方竹为主，多竹种相结合”的
发展方向。通过大力开展人工造竹、改造
方竹低质低效林，极大地提高方竹质量和
方竹笋产量，方竹平均亩产量由改造前的
40公斤提高到230公斤，最高可达400至
500公斤，鲜笋价格由每斤0.5元提高到2
元至4元。

桐梓县坚持将方竹产业发展资金列入
财政预算，按每年每亩100元的标准投入
实施低产林改造，完成低产林改造 15 万
亩。为加大竹林建造力度，除将新造林纳入
退耕还林政策外，县财政还按300元/亩进

行补助，2015年至2016年，全县新造方竹
林20万亩，2017年计划新造竹林15万亩。

为做大做强方竹产业，特别是突破加
工、储藏等技术瓶颈，桐梓县将方竹项目列
入县招商重点项目库。目前，已引进天域园
林股份有限公司，拟在全县范围内新增建
设方竹产业基地55万亩，投资规模8亿元
以上，分三期建设完成；引进遵义市交旅投
集团公司，建设加工生产300万公斤保鲜
竹笋项目。同时，县内企业也在进行技改，
将纳入全县食品园区统一规划建设。

贵州桐梓发展方竹产业——

舌 尖 美 食 成 富 民 产 业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张体旁

桐梓康利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工人在生

产方竹笋产品。 （资料图片）

“今年土豆价格比去年
低，但我入了保险，每亩能拿
到 200 元 保 险 赔 付 款 。这
120亩地就能拿回2.4万元，
今天登记后很快就能拿到
钱。”前不久，山东省胶州市
在胶西镇苑戈庄村进行马铃
薯价格指数保险理赔信息采
集登记，45岁的马铃薯种植
大户宋金密填完表格后对记
者说。

宋金密说的保险，是胶
州市正在试点的马铃薯价格
指数保险。作为马铃薯种植
大市，胶州每年马铃薯种植
面积近20万亩，为防止马铃
薯大量上市的“菜贱伤农”现
象发生，从 2016 年起，胶州
市在里岔镇、洋河镇、铺集
镇、胶莱镇、胶西镇5个镇试
点实施马铃薯价格指数保
险，由政府出资承担 80%的
费用购买保险服务，设定目
标价作为赔偿标准。

推行农产品价格指数
险，是胶州市创新建设青岛
保 险 试 验 区 的 内 容 之 一 。
2015年，胶州市率先实行生
猪、胶州大白菜价格指数保
险，2016年试点实施马铃薯
价格指数保险，2017年试点
实施木耳价格指数保险，实
现了依托保险产品从“防风险”向“保收入”的提升。

胶州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发展规划科科长常国选
说，加入价格指数险后，若相应的农产品市场价格低于
目标价格，则通过核定市场价与目标价差额确定保险
赔偿费用，以保险公司赔付的形式，最大限度减少和降
低农民的种植和养殖损失，保障农民的生产能力。

据了解，2016 年，胶州市马铃薯市场价为每斤
0.59 元，低于当年每斤 0.75 元的目标价格，参保户获
得保险公司每亩 426.67 元的赔付款，共计 403 万元；
2017 年马铃薯市场价为每斤 0.54 元，低于每斤 0.60
元的目标价格，参保户获得保险公司每亩 200元的赔
付款，共计219.48万元。

胶州市在全省首创生猪价格指数险，约定猪粮比
达到6∶1，试点承保生猪1.6万头，保险金额1500元/头，
保费33.75元/头，目标价格15元/公斤；大白菜价格指
数保险金额 2500 元/亩，保费 200 元/亩；马铃薯价格
指数保险金额 2000 元/亩，保费 160 元/亩；木耳价格
指数保险金额 1.2 万元/亩，保费 800 元/亩。这 4 种价
格指数险，保费均由投保户承担 20%，由市财政承担
80%，目前共承保大白菜2300亩、马铃薯20421.2亩、
木耳100亩。

青岛鑫玉生猪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郑方玉表示，
有了价格指数险，种植养殖户心里有底了，为抵御市场
风险设置了很好的“保险墙”。

农村集体经济的强弱，深刻影响着农
村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
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

针对农村普遍存在的集体经济薄弱、
发展活力不足、村级组织无钱办事的现
状，从2015年开始，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
实行“360”工作模式，严把“选、育、评”3
关，通过盘活资源等 6 种方法，建强村级
班子，增加集体收入，同时以“零容忍”态
度加强村级经济监督，一手破解村级组织
无钱办事的难题，一手防范“有钱乱花”的
新问题。

目前，临颍县 367 个行政村中，集体
固定资产超亿元的有 5 个、超 1000 万元
的有11个，年集体经济收入超1000万元
的有8个，打造出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的
临颍样本。

选好“领头雁”

通过“选、培、育”三关，选出一大批富

民强村“带头人”和“三强”村级干部队伍

近年来，临颍县近 70%的村集体经
济薄弱甚至集体收入“空壳”，主要依靠每
年财政拨付的村级经费维持日常运转。
村级组织因无钱办事，基础设施建设等村
民公益性需求无法满足，村“两委”干部在
群众中说话无底气、办事无威信，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村级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和
战斗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迫在眉睫。

“村集体以前走了很多偏路，面粉加
工、纸箱加工、药盒加工……从技术到销
路都不占优势，全赔了！”1999年，胡桥村
党总支书记胡青举带领村干部到多地参
观学习，“国家正在大力搞城市建设，离不
开绿化，何不在土地上做文章，发挥我们
自己的优势？”

“俺们世代种地，就指望庄稼吃饭呢，
你种上树，树能吃？”一时间，已经干了14
年村党支部书记的胡青举成了“异类”，村
民不理解，就连上一届的老书记都看不下
去，警告他说：“青举，你可不能瞎胡闹，别
到最后下不来台！”

但胡青举不怕，在他看来，种庄稼活
重利薄，一年收入还不到 300 元，而种植
绿化苗木能乘国家政策东风，还能借助村
里肥沃、大片的土地以及廉价的劳动力，
绝对是个好路子。

“村民不敢干，我就带头先干起来！”
1999年，胡青举带着村里 6名村干部，注
册成立了河南省胡桥实业有限公司，由村

委会牵头，将耕地以每亩 600 元/年的价
格从农户手中反租回来，统一经营、统一
管理。因为很多村民不愿意接受，第1年
仅种了30亩。

“第 3 年我们赚了‘第一桶金’，每亩
收入2万多元！”这可乐坏了村民，他们纷
纷将自家的地种上绿化苗木，跟着胡青举
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现在，公司有
5000 多亩绿化树木，年收入 1000 多万
元，种下了法国梧桐、白玉兰等 200 多个
品种。“我们种树实行统一管理，把很多村
民从土地里解放出来，可以外出打工、做
生意，多了条致富的路子。”胡青举说。

2004 年，为进一步完善绿化苗木种
植产业链，胡桥村又筹资 5000 万元，成
立了胡桥园林绿化工程公司，主要承建各
类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这样一来，不仅降
低了绿化工程的施工成本，而且拓宽了苗
木的销售渠道，提高了企业的整体效益。
如今，胡桥村绿化公司年均工程总量达
8000 多万元，带动本村及周边农户发展
苗木2.5万余亩。

截至目前，胡桥村集体企业总资产达
2.4亿元，一跃成为漯河市的经济强村。

近年来，临颍县通过“选、培、育”三
关，选育出一大批富民强村“带头人”和

“三强”村级干部队伍，把能干事的人才留
下来，想干事有威信的人才选出来，“老支
书”引领村级发展现象明显。

实施“一村一策”

探索出龙头带动、招商引资等8种增

加集体收入模式，因村制宜，分类推进

南街村、北徐庄村、龙堂村……这些
临颍县大名鼎鼎的经济强村，年收入均超
亿元。但是，经济发展不能盲目复制经
验，按照“一村一策”大力发展特色村集体
经济，是临颍县多年实践总结出的经验。

“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得益于
2015 年开始的一户多宅治理行动，它既
解决了村里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也盘活
了村里多年闲置的资源。”王岗镇薛庄村
支部书记曹小宇感叹。

针对农村建设无序化、村庄空心化等
问题，临颍县从2015年起，集中开展侵占
集体土地和一户多宅专项行动，通过复
耕、土地租赁等增加集体收入。

“以前谁占就给谁，占多少给多少，攒
下了一大堆矛盾，我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
间都在调解村民的土地纠纷。”曹小宇介
绍，按照规定，村里一户人家大概可以分
0.3亩地，但长期以来的土地强占、多占等
问题严重，不仅易激发矛盾，还把村集体
的土地占了个精光。同时，由于井水枯竭
等问题，村子不断向外发展，村庄空心化
问题严重，这些问题不解决，集体经济何
谈发展？

“刚开始村民们意见很大，我只能拿
着文件上门逐户劝说。”薛庄村有 113 处
违建的宅基地，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允许
一部分不影响整体规划的宅基地以6元/
平方米的价格有偿使用，其余的全部收归
村集体，出租流转收租金。同时，荒片荒
坑被开发出来，房前屋后全种上了绿化苗
木，预计5年后可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

据统计，去年以来，临颍县农村侵占
土地和“一户多宅”专项行动整理出5500
亩村级集体土地，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300万元。

除此之外，临颍县探索出龙头带动、
招商引资等8种增加集体收入模式，因村
制宜，分类推进，今年上半年，全县村级集
体经济总量达39亿元。

推行“村官直审”

由纪检、审计部门规范审计全县行政

村的财务管理、三资管理执行情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
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治理体系。带领村民致富，增加村集
体收入，是提高农村基层组织服务能力建
设的有效举措。但提高村级组织服务能
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不会一蹴
而就，需要强化监督、机制创新。

“我干了 22 年的村党支部书记。以
前村里有个工程项目，村干部几个人一商

量就定了。‘村官直审’后，我们的村级工
程也要公开招标。”临颍县固厢乡小师村
党支部书记师干杰说。

小师村是远近闻名的明星村，在各方
支持下，先后投入 8000 多万元建起了社
区、中学及幼儿园。师干杰感受到，随着
家业越来越大，原来的拍脑袋做法行不
通、走不远。“2016 年我们村要求提前审
计村级财务，看看咋干才规范。”

所谓“村官直审”，是临颍县加强村级
事务、财务和干部监管采取的一项创新性
举措，指由纪检、审计部门规范审计全县
行政村的财务管理、三资管理执行情况，
并向群众公示，为没问题的干部澄清事
实，对侵害群众利益的依法依规、从严从
重处理。2015 年，临颍县专门成立归口
县审计局管理的村级经济监督管理办公
室，开展“村官直审”。

“近年来上级交办的案件线索中，反
映农村基层干部问题的占比达 39%。”临
颍县纪委工作人员说，原来由乡镇负责审
计村级财务，群众信任度普遍不高，现在
由县级部门独立进行审计，不仅消除了群
众疑虑，还能为村里提出专业整改和具体
发展意见。

“收支不及时入账是老毛病，烟盒纸
记账屡见不鲜。”临颍县村级经济监督管
理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对村级财务乱象
深有感触。“村官直审”铺开后，村干
部、群众很快感受到了不同：在台陈镇
田庄村小广场上，村级党务政务公开栏
里粮食直补、低保、村级收支等情况列
得清清楚楚。村委会大院保洁员、65岁
的村民田自安说：“俺的务工费在村里都
是公开的。”

目前，已审结 191 个行政村，审计资
金3.37亿元，移交问题线索38条，处理违
规违纪人员24人。

经济强、乡风正、村务明，带来村集体
服务能力的大幅提升。今年以来，临颍县
新修村级道路400多公里、新建村级活动
场所 115 个、文化广场 367 个、栽植绿化
苗木8万多棵、安装路灯9600余盏、增加
卫生保洁人员140人，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明显改善。

河南临颍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多举措提升村集体服务能力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针对农

村普遍存在的集体经济薄弱、发

展活力不足、村级组织无钱办事

的现状，通过“选、培、育”三

关选出致富带头人，并按照“一

村一策”选择致富路子，同时加

强村级经济监督，一手破解村级

组织无钱办事的难题。

河南临颍县新城办邢庄村村办企业双龙网毯厂生产车间。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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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在江西南昌湾里区看到，郁郁葱葱的苗
圃间，招贤村村民张依文正忙着扦插剪苗：“现在花木
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只要养好种苗，四季不愁卖，我家
200 亩山地全育上了苗，每年能收入几十万元。”张依
文盘算着收入，乐得合不拢嘴。

这个如今被绿色包围的小村庄，往日却是另一番
光景。“以前种水稻，看天吃饭，一年两三千元收入，只
能勉强生活。”张依文告诉记者，随着湾里区城市化进
程加快，园林绿化投资增多，市场前景不错的苗木种植
进入村民视野。

为了鼓励村民发展苗木种植，2007 年，湾里区从
山地承包、贴息贷款、农技帮扶等方面入手，加大扶持
力度。“政府每亩给 200元补贴，还聘请了农技专家教
授种植技术，村民们纷纷开辟苗圃，种养花木。”招贤村
党支部书记李文华说。

开始几年市场火爆，村民们尝到了甜头，不少苗农
为拓宽市场，组团到周边地区租地上万亩，扩大种植面
积。可自2011年起，樟树、桂花等以往市场的“香饽饽”
滞销，湾里的苗木产业发展遭遇瓶颈。“不少苗农跟风
种植，同质化竞争严重，必须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结构，
转变销售模式。”湾里区农业水务局局长何媛丽告诉记
者，面对转型困境，该区组织农技专家、种植大户去省
内外著名的苗木基地取经，积极为湾里的苗木发展寻
求新出路。

2012 年，在政府引导下，招贤村等苗木种植大村
纷纷成立苗木专业合作社。在苗木经纪人的指导下，村
民们调整种植结构，改良种植方式，引进了北美海棠、
红花紫薇、美国红枫等广受市场欢迎的新品种，有的苗
农还盯上了盆景这个附加值高的行当，从“求量”到“求
精”，实现了苗木人的华丽转身。

有了好产品，还要寻找好销路。面对苗木“出省难”
的困扰，当地大学生对村民进行结对指导，帮助村民苗
木上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生意做到了江苏、浙江等
地，甚至还扩展到了华北甚至东北市场……”罗亭镇种
苗大户李冬平高兴地说。

湾里区还灵活运用土地流转政策，将荒山荒地流
转给有实力的企业，打造花木行业“航母”。“我们将闲
置土地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下来，打造了大树园、造型树
园、桂花园，建设了科研基地、游人观赏亭、游览长廊，
带动周边 7000余户农户从事花木种植。”江西卓茵园
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章作说。

花木产业种出绿色财富。目前，湾里全区苗木种植
面积达 4 万余亩，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苗木种植 2 万
余亩，年产值近6亿元，苗农人均年收入12万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湾里区
委书记于立山说，“我们将全力发展花卉苗木、旅游休
闲等优势产业，让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

南昌湾里区：

花木圃中种出绿色财富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郭名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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