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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回归带来了产业兴旺，
促进了乡村振兴。”河南省新蔡县人
社局局长秦新合告诉记者，昔日“雁
南飞”，今朝“凤还巢”，新蔡县优惠的
政策、优美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在
外务工人员带着观念、技术、资金归
来，“他们在家乡创办扶贫车间，建立
林果种植、畜禽养殖基地，让家乡变
得更富、更美”。

政策优，环境美

走进河南省新蔡县南翔家具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一派热火朝天
的生产景象。公司总经理房海军说：

“企业出口订单供不应求。前几天，
我们已向美国、加拿大出口了 30 多
万美元的沙发。”

房海军是新蔡县宋岗乡沈寨村
房庄村人。初中毕业后他开始了木
匠学徒生涯。最初，他带着木工设
备，走村串户做家具挣钱。凭着一股
钻劲和韧劲，他做的家具样式新颖，
很受村民喜欢。之后，他辗转到广东
佛山等地家具厂务工，并成为企业的
管理人员。

有了资金，学会了管理，创业的
梦想在房海军心中萌发。2014年春
季，他回到家乡创办了南翔家具有限
公司。“从企业开工建设到投入生产，
我们企业可省心了，所有的审批事项
都有专人代办。”县里为企业提供的
优惠政策与良好环境，让房海军的企
业创办得顺风顺水。

曾经的新蔡县因交通不便、屡遭
洪涝灾害和工业基础薄弱等困扰。
近几年，新蔡县变水害为水利，大力
加快生态水城、“大美新蔡”建设步
伐，县里实施了“一路一循环”“一库
一联通”、西湖新城、教育园区、工业
新城等一大批重点项目，城市框架初
步构建，“大美新蔡”魅力初现。

“优美的环境吸引着客商前来。
同样，一批在外打拼的农民也带着技
术、资金返回家乡创业。”新蔡县产业
集聚区管委会主任吴志华说。

企业乡村齐发展

3年前，村民王振峰带着在外打
拼积累的资金返乡创业。他带领村民
发展航天丹参、灵芝等中药材种植，创
办了河南中航生物农业有限公司。

“之所以回乡创业，是因为家乡
缺乏持续的致富产业，乡亲们没有稳
定的收入来源。而我想让家乡变得
更好！”王振峰说。

依托中国航天育种基地的科研
技术力量，王振峰以弥陀寺乡林场
为中心，流转了拐张庄、代庙、曹庄
等村的土地2000多亩，购回航天丹
参种子，开始种植丹参。他带领技
术人员到亳州学习中药材种植技
术，到全国中药材交易市场实地考
察、学习，并与药企合作，形成了一
条集中药材种植、销售于一体的综
合性产业链条。

种植丹参的成功，让王振峰信心
大增。他成立了河南中航生物农业
有限公司，建厂房、买设备，引进丹参
深加工生产线，引进技术人员。公司
研发加工的航天丹参茶投放市场后
很受消费者青睐。同时，王振峰还建
起了18个灵芝大棚，发展灵芝种植，

并研发加工出了高附加值的灵芝粉。
在王振峰的带领下，河南中航生

物农业有限公司与中国航天育种中
心合作建立了繁育航天丹参、航天灵
芝等中药材示范基地。以“荃仁堂”

“航丹”为主打品牌，公司生产的丹参
茶、丹参粉、灵芝孢子粉等系列产品
俏销市场。

王振峰吸纳 200 多名贫困人员
到公司就业，捐款为老家夏庄村安装
了路灯、修建了乡村大舞台，为母校
新蔡一高捐款2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圆大学梦……2018年10月份，河南
中航生物农业有限公司被评为新蔡
县先进带贫企业。

像王振峰一样，越来越多的外出
务工人员带着观念、技术、资金返乡。

在新蔡县韩集镇大秦庄帽子加
工扶贫车间，听着机器的轰鸣声，看
着忙碌的生产场景，企业负责人张新
旺说：“回乡创业不仅降低了企业用
工成本，而且带动了乡亲们在家门口
实现就业，脱贫致富。”

张新旺以前在浙江台州市务工，
得知县里积极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
乡创业，有很多优惠政策，张新旺心
动了。2017 年冬季，他回到家乡办
起了帽子厂，生产的西部牛仔帽、旅

游帽俏销市场。今年，他决定扩大生
产规模，吸纳更多本地富余劳动力就
业。

回得来也留得住

为让更多农民工留下来，新蔡
县进一步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实施职业教育攻坚和全民技能振兴
工程，围绕全县主导产业重点培训
产业工人，高质量建设“创业创新产
业园”，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引导和
扶持更多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
业；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区
建设，对省评定的以农民工为重点
对象、孵化功能完善、管理制度健
全、孵化服务到位、孵化效果突出的
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区，给
予一次性奖补50 万元；每年组织评
选一批返乡农民工创业示范项目，
根据其项目前景、带动就业等情况，
给予一次性奖补资助等。

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中，新蔡县
将产业扶贫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
机结合，着力搭建产业发展平台，鼓
励、扶持农民工和农民企业家在家门
口创办扶贫企业。目前，全县已累计
建设扶贫车间174个，其中返乡农民
工创办 65 个，引入了一批户外休闲
产品、玩具、服装、汽车坐垫加工等劳
动密集型产业项目入驻扶贫车间，吸
纳近万人就业。

在龙口镇时寨村鹏博汽车坐垫
厂，腿有残疾的韩红梅与工人们正在
赶制一批发往杭州、上海的汽车坐
垫。企业老板李小闯回乡创业前，在
福州从事汽车用品生产与销售。抱
着助力家乡发展、大家共同致富的愿
望，他返乡创业，带动20余户贫困户
就业。

“实现乡村振兴，还需产业支
撑。”新蔡县委书记王兆军说：“我们
将不断优化创业环境，完善服务体
系，确保外出务工人员在家创业舒
心，回得来更要留得住，真正在农村
的广阔天地施展才华。”

河南新蔡

返乡创业活力迸发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宋超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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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山朱泾

打造田园民宿促增收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早春三月，春风和煦。记者走
进上海金山区朱泾镇新泾村一农 5
组，只见农家房屋白墙黛瓦，植物
小景点缀其间，更添江南韵味。

在村民庄小弟家，庄小弟告诉
记者，平日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两人
居住，家中有多间闲置房间。“房子
出租用作民宿后，除了自己每月的
养 老 金 1200 元 ， 家 里 田 地 每 年
3500元流转费收入，接下来每月还
有2800元的租金。”

2018年，朱泾镇新泾村与上海
朱泾泰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
打造田园综合体项目，在该村一农
5组5幢农宅开发民宿，作为先行启
动区。该项目利用农村闲置房屋，
按照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政
策，通过对村民空置的房屋进行翻
新，前期计划打造具有特色风情的
民宿与康养社区，并逐步导入文

创、亲子娱乐等业态，积极探索
“田园+乐园+家园”乡村休闲旅游
新路，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目前，这 5 幢房屋的外墙已经

粉刷一新，周边种上了绿植，施工
人员正在抓紧时间对房间进行整修
和装饰。这里的改造在充分保留农
宅原有风貌的前提下，融入现代民
宿元素。上海朱泾泰莱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红梅说：“在设计
之前，我们先征求村民的意见。改
造中，采用的是一种先进的施工方
法——干法施工，全部是装配式施
工，既快速又环保。此外，自住区
和商业区实行动线分离，避免影响
居住环境。”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产业发展有势头，农民致富才有奔
头。今年，“田园朱泾”项目还将围
绕田园民宿、康养社区、文创基地
和亲子农场等主题，翻新改造新泾
村25栋农宅，同时盘活村级闲置厂
房1500余平方米，完善商业设施配
套，全面推动乡村经济与产业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田园朱泾”
项目的深入开发，也为村民就地就
业、创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村民
可通过参加专业培训加入到文旅服
务等队伍中，可促进农民增收。

远处的田里，村民正忙着抢收
用于加工泡菜的蔬菜，满载蔬菜的
卡车在田间道路上奔走。在近处的
田里，几台大型旋耕机在刚收割完
蔬菜的田里翻耕土地，准备播种
水稻。

正值春耕时节，记者走进四川
眉山市东坡区粮食蔬菜示范园区内
的悦兴镇金光村，在成片的标准化
农田里，眉山市好味稻水稻专业合
作社社员正抓紧春耕备耕。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毫不
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推动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落实落地’，这更鼓足
了我们合作社社员多种粮、种好粮
的信心和决心。”正在开展智能化
育秧中心准备工作的眉山市好味
稻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相德
告诉记者。

李相德是眉山市东坡区尚义镇
中心村农民，高中毕业后外出务工，
后回家务农，流转附近外出务工农
户的土地种植水稻，是“全国种粮售
粮大户”。他带头成立了水稻种植合
作社，在东坡区和仁寿县、洪雅县、
青神县共流转 4.1 万亩土地，拥有
大中型农机 160 多台，现已发展社
员355人，并辐射带动了上万农户。

“目前申请加入合作社的社员
很多，今年新增社员至少在500人
以上。”在李相德看来，“种田也能种
出名堂来。只要依托科技和新型农
业机械进行规模种植优质粮食，打
响品牌，就能增产增收”。

“好味稻，就是好味道”“共建好
味稻、众享好味稻”，在合作社，随处
可见这样的宣传语。

李相德说，随着消费升级，人们
的需求已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好、吃

得健康。“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合
作社就要从春耕生产抓起，为社员
把好供应优质良种、有机肥料、低毒
低残农药、农机服务等关口。”

连日来，眉山市的种植大户和
村民均已开始着手春耕备耕工作。

“春节刚过，我和技术人员就分
别把 11 台大小农机设备都检查保
养了一遍，前两天就开始去耕地作
业了。”在仁寿县曲江镇水池村，当
地粮食种植大户范坤一早就驾驶小
型旋耕机在地里忙碌。

范坤告诉记者，他家今年计划
种植的2700亩水稻和1300亩玉米
的种子已经全部到位，目前正在落
实110吨大春生产所需的肥料。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种
好粮食能赚钱外，眉山市农民种粮
积极性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鼓励
合作社把加工生产车间建在一线，
通过把种植的优质稻加工成品牌大
米销售以增加社员收入，尽可能把
产业链留在县域，改变了农村卖原
料、城市搞加工的格局。

以李相德所在的合作社为例，
去年投资700万元建成一条日加工
120 吨水稻的精米加工生产线后，
合作社社员的亩平均纯收入就比上
年增加近200元。

“眉山市从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抓起，今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将达
290 万亩以上，其中大春粮食播种
面积 260 万亩以上，新增粮食适度
规模经营保持在5%以上。同时，通
过继续开展水稻‘一优两高’生产竞
赛，加大推广优质稻新品种、保优栽
培技术，打造‘好味稻’等特色优质
稻米品牌，确保全市优质稻生产面
积达到117万亩。”眉山市种子站副
站长贾现文说。

在河南省新蔡县砖店镇大宋庄村产业扶贫基地，村民在黄瓜温棚里忙碌着。 宋超喜摄 （中经视觉）

4月1日，江西省新余市河下镇浒溪村300多亩稻虾共作基地内，养殖
户正在收获小龙虾。近年来，新余市大力鼓励发展稻虾共作新模式，养殖
户加入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种养、统一销售，并吸纳贫困户入股参与分
红，实现了种养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三丰收”。

赵春亮摄 （中经视觉）

稻虾共作效益增

上海金
山区朱泾镇
新泾村一农
5 组民宿外
景。

（资料图片）

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落地，四川省眉山市加

大推广优质稻新品种、保优栽培技术，同时鼓励把加工生

产车间建在一线，打造特色优质稻米品牌，促进了粮食提

质、农民增收

四川眉山市东坡区悦兴镇四维村，合作社社员在进行水稻育秧。
姚永亮摄 （中经视觉）

在河南省新蔡县韩集镇大秦庄扶贫车间，工人在加工旅游帽。
宋超喜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