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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风是陕西省宝鸡市陇县城
关镇堎底下村的生态护林员。去年，
按照市里的统一要求，村里明晰水利
设施管护清单后又让他兼任了村里
的水利工程管理员。张培风任职仅
半年时间，就疏通了村里6公里的公
共水渠，且每次浇水亩均耗水由200
立方米下降到 80 立方米，村民年均
用水费用由 60 元以上下降到 30 元
左右，村里浇地面积由900多亩上升
到1700亩左右。

通过对农村灌溉渠道的集中管
理，堎底下村水浇地面积增加了七
成，每年节约水资源34万立方米，为
农民减少水费开支5.1万元，可谓一
举多得。

从 2018 年 7 月份开始，宝鸡市
将全市4739处农村供水工程、近8.6
万眼机井、7275 公里灌溉渠道和
1846个村卫生室、1112个农村幸福
院、1159 个行政村的水利设施明晰
产权、统一管理，使得农村基础设施
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短板和痛点变
成了乡村振兴的跳板和亮点。

完善投入机制

由于各级财力相对紧张，宝鸡市
农村基础设施有人建、无人管问题突
出。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宝鸡市在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加强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理助力脱贫攻坚
的意见》及农村通村公路、小型水利、
公厕、幸福院、卫生室、公共文化设施、
体育健身设施7个具体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1+7方案”），旨在摸清家底、
明确产权，落实管护责任主体和管护
费用及人员。

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
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宝鸡市将政
府投资、群众自筹、社会捐助的小型
水利、农村公厕、村卫生室、文化体育
设施、农村幸福院的权属明确到村集
体，把管理的主责交给村委会。同
时，按照多渠道、多途径保障的原则，
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理经费予
以 保证，对农村通村公路按每公

里 2000元进行补助，市县财政按照
3∶7 的比例分担；对小型水利设施、
农村公厕，按每个行政村6000元补
助，公共文化设施按每个行政村
4000元补助，村卫生室、体育健身设
施按每个行政村2000元补助，市县
财政按照5∶5的比例分担；对农村幸
福院，市级按每院1 万元、县（区）按
不低于 1 万元的标准予以补助。所
有经费均纳入市县财政预算。2018
年，市本级安排专项资金2298万元，
2019年，市本级预算安排资金2654
万元，同时各县区也将所需资金纳入
本级财政预算。

走进陇县天成镇范家营村，只见
一条条水泥路干净平坦，垃圾箱摆放
有序。村党支部书记王存海说，市县
给村里落实了9个公益岗位的经费，
村里成立了公共基础设施管理站，将
所有基础设施纳入统一管理，不仅使
乡村面貌发生了变化，也方便了农村
群众的生产生活。

确保稳定运行

“过村道路平坦整洁，路面完好
无损，路肩没有坑缺，管理合格。”“村

公共厕所地面洁净，便池没有异物，
没有异味，管理合格。”“村敬老院房
屋干净整洁，娱乐设施比较齐全，厨
房卫生条件良好，管理合格。”

在麟游县酒房镇大庄村“1+7方
案”季度考评检查中，通过逐项检查
考评，全村公共设施管理制度健全，
落实到位，整体状况达到优良标准。

“农村基础设施管理，需要资
金，更需要方法。根据农村基础设
施具体情况，全镇制订整体方案，
并由市县相关行业部门牵头，分别对
7 个方面的农村基础设施制定了相
应的管理办法，力求做到目标到点、
责任到人、考评到位。”酒房镇干部王
彦平说。

宝鸡市按照属地管理和“谁审
批、谁监管”的原则，明确行业部门
负责制定管护标准、监督指导；县
区级政府负责牵头抓总、资金整
合；镇级政府负责组织实施、统筹
协调；村集体负责日常管理、全面
落实，建立了县镇村分级负责、权
责明确的管理体系。

麟游县县长李武发告诉记者：
“通过对农村基础设施的集中管护，
截至目前，全县累计修补损毁道路
40条106公里，维修水利设施22处，

建设小型水利工程126处，实现了组
组通柏油路或水泥路，家家用上了干
净卫生的自来水，群众出行难、用水
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81 个村卫生
室建成投用，并配备了专兼职村医，
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有保障。”

提升增值效益

来到千阳县南寨镇闫家村，只见
苹果树横成排、竖成线，整整齐齐地
延伸到远方。

“这是在海升集团支持下建设的
标准化高山苹果生产基地，总面积达
3000 亩以上，盛果期平均亩产能达
到 8000 斤以上，每亩收益能达到 4
万元至 5 万元。”千阳县扶贫办副主
任罗亚军告诉记者：“能够引进海升
集团这样的企业，得益于我们农村环
境的综合整治，这当中实施农水和农
路的集中管护是提升环境质量的重
要内容。”

“实施农村基础设施集中管护，
目的不仅在于保证基础设施的完整
性和可使用性，更大的目的在于全
面推进基础设施的优化升级，让其
发挥更大的增值效益。”罗亚军说，

“高端农业现代化企业落户地方，首
先看中的是交通条件和水利设施。
我们通过对通村公路和农田水利设
施的集中管护，对外交通更加便捷，
农业灌溉用水直达地头。这让海升
集团一下就看到了发展的优势，因
此在这里建设了现代化苹果生产基
地”。

引 进 一 个 海 升 ，带 来 一 个 样
板。在这家企业的带动下，高标准
建设矮砧苹果生产基地在千阳县全
面开花。截至目前，全县优质苹果
标准化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10 万亩
以上。宝丰村过去贫困程度较深，
按照海升模式大力发展优质苹果种
植基地，仅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形
成了高端苗木和高端果品两大产
业。去年仅育苗一项，就实现收入
300 多万元，全村人均增收 2500 元
以上。

陕西宝鸡强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

短板成跳板 痛点变亮点
本报记者 雷 婷 通讯员 高晓博

针对农村基础设施有

人建、无人管的现象，陕西

宝鸡市出台意见，在摸清家

底、明确产权的基础上，加

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理，

落实管护责任，使得农村基

础设施不能完全发挥作用

的短板和痛点变成了乡村

振兴的跳板和亮点

“攒劲”发展特色产业
本报记者 马玉宏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申维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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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在安徽省怀宁县黄墩
镇独秀山下的安庆蓝莓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种植基地，公司负责人余承军
告诉记者：“这块园子前天才开园，果
子大而饱满，卖得特别好。今天一上
午，已经卖出去四五百斤了！”

5公里之外，“乡村振兴中国梦·
品牌农业中国行暨第三届怀宁蓝莓

文化旅游节”正火热开场。现场的快
递小哥们忙得脚不沾地，小小的快递
柜台前挤满了寄蓝莓的人，填单、包
装、分发，一盒盒怀宁蓝莓由此“奔
赴”全国各地。

怀宁地处安徽省西南部，背依
大别山，面朝长三角地区，以低山丘
陵地貌为主，丘陵面积有 95 万亩。
调查数据显示，怀宁共有 10.5 万亩
的土地适宜种植蓝莓。目前，这里的
蓝莓种植面积已经增至4.5万亩，成
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县级蓝莓种植

区。并且，这里还培育出了146家蓝
莓产业化企业、3 家蓝莓深加工企
业，初步形成了涵盖良种繁育、规模
种植、游客采摘、预冷保鲜、食品加
工等较为完整的蓝莓产业链。2019
年预计可采摘的蓝莓基地有 8600
亩，产量5600吨，预计可加工各类蓝
莓产品6400吨，可接待农业休闲采
摘 游 客 60 万 人 次 ，产 值 可 达 18
亿元。

蓝莓产业造福了当地百姓。黄
墩镇古泉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她在

安庆蓝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蓝莓园
里一天的务工费是 50 元，一年有 3
个月到5个月的工期，是一笔不少的
收入。余承军告诉记者，作为怀宁县
最早的一批蓝莓生产企业，他们以怀
宁县蓝莓技术协会为纽带，实现技术
支撑和辐射，带动1500余农户参与
蓝莓生产和经营，推广种植面积已超
过 6000 亩，每年可实现产值 1 亿
元。当地另一家蓝莓龙头企业美林
公司也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
民”的模式，带动周边 2000 多农户
实现增收。

“我们将以怀宁蓝莓‘优良产
区、优势品种、优秀企业、优等产
品’的‘四优’品质为依托，着力
打响怀宁蓝莓品牌，做大做强怀宁
蓝莓产业。”怀宁县委书记郭家满
说：“争取到2025年，蓝莓种植面积
达到10万亩，年深加工能力达到10
万吨，年接待游客100万人次，年产
值达到100亿元，把怀宁建设成全国
知名的蓝莓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与乡村振兴示范区。”

安徽怀宁建设蓝莓产业链

4.5万亩蓝莓等你采
本报记者 文 晶

陕西省千阳县南寨镇闫家村街道干净整洁。 本报记者 雷 婷摄

种好文化“小盆景”

长出惠民“大风景”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张道平

走进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侍岭
镇“小镇客厅”的“小镇书房”，记者
立刻被这里浓厚的读书氛围所
吸引。

侍岭镇“小镇书房”于去年底建
成，共两层，建筑面积880平方米，
一楼是乡情馆、历史长廊等风土人
情展示，二楼则是书屋。“别看我们
这里建成时间不长，每天的人流量
可不少。”侍岭镇“小镇客厅”的志愿
者马良梅介绍，这个小镇书房名为

“百味书屋”，藏书量有1.2万余册。
现在，宿豫区的乡镇普遍建起

“小镇客厅”，并配备了“小镇书房”，
成为基层新的文化阵地，为“书香宿
豫”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宿豫区作为县改区，下辖10个
乡镇、3个街道、139个村居（社区），
农村人口占比大。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旺
盛。如何立足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满足当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宿豫区委书记刘海红说：“构建完善
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不断改
善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
也是全面深化文化服务体系改革的
必然要求，要坚持以群众文化需求
为导向，不断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

据介绍，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
宿豫区近年来积极推动“工业强区、
电商名城、幸福家园”建设，始终把
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惠民工程作为
为民办实事的重点工程来抓。为进
一步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从
2017年起，该区在每个乡镇（街道）
镇区或人员密集的地方，都打造了
一个类似于家庭客厅，供居民从事
文化娱乐、体育健身、读书休闲的

“小镇客厅”。
沿着新庄镇新欣路向东，红墙

红瓦的小镇书房出现在眼前，与对
面的老戏台和电影院遥相呼应，颇
有闹中取静之意。“现在，一到周末
就有很多人来看书学习，光是借书
卡就已经办理了800多张。”新庄镇

“小镇客厅”的志愿者牛丽萍介绍，
书房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到下
午5点半。市民还可以凭身份证办
理读书卡，把书借回去看。

新庄镇的“小镇书房”由老旧粮
库改造而来，2018年5月份建成投
入使用。和侍岭镇的“小镇书房”相
比，这里面积更大，藏书也更多。书
房开放以来，已与市、区图书馆实现
了统借统还。此外，他们还定期在

“小镇书房”举办“富脑袋、富口袋”
知识讲座，吸引了大批周边群众
参与。

宿豫区住建局党委委员倪伟凯
介绍，除了“小镇书房”，宿豫区还在
城区设立了图书馆驿站、朗读亭以
及社区图书室等方便城区居民就近
读书；在乡村建设“农村十里文化
圈”，并建设了136个农家书屋。

“自从丁嘴镇建起了‘小镇客
厅’，我们休闲娱乐就有了好去处。
这里有公园有水景有花草，美极了。”
正在丁嘴镇“小镇客厅”参加演出排
练的丁庄村村民张晓燕说。记者在
丁嘴镇“小镇客厅”看到，宽敞的福禄
文化广场中央是巨大的葫芦雕塑，西
侧的仓基湖湖水清澈见底，岸边的白
墙黑瓦倒映在湖面上，落日余晖中，
湖水波光粼粼。湖边的仓基湖印象
馆中设置有咖啡厅、书吧、文艺馆，附
近居民在此读书、看报、下棋、品茶，
一幅水墨江南的美景跃然而出。

如今，宿豫区11个“小镇客厅”
已经全部建成投入使用，总占地面
积39.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4
万平方米。据统计，依托“小镇客
厅”等基层文化公共设施，近年来宿
豫区年均举办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
380余场次，常态化开展以送戏曲、
电影为主的文化下乡活动、广场文
化节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本土文化
品牌活动高潮迭起。宿豫的“小镇
客厅”不仅满足了群众文化生活需
求，还集中展示了各个乡镇的文化
产业、生态特色，成为当地独特的

“文化记忆”和文化符号。

“去宋永菊家吧，这几天没顾
上去蘑菇大棚，我放心不下。她是
技术员，掌握情况。”东达村党支部
书记牛生有说。

沿着宽敞的村级硬化路，我们
来到宋永菊家。这位“土专家”详
细介绍了近一个星期蘑菇的长势
和销售情况。牛生有说：“发展特
色种植是我们村今后的发展方向，
不能有丝毫马虎。”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
县金滩乡的东达村位于青海湖畔，
离县城 12 公里，有 197 户 790 人，
有耕地4000亩、草场4.6万亩。全
村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畜牧业为
辅，目前牛羊存栏达4万头（只）。

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东达村
按照“以养促种，以种促养”的原
则，从2017年开始，大力发展油菜、
青稞、饲草种植和牛羊养殖，掀起
了“家家搞育肥（养殖）、户户要致
富”的热潮。同时，以村集体土地
为依托，东达村建起了海晏县第一
个村级活畜交易市场。2018年，累
计成交活羊、活牛近4万头（只），成
交活畜远销四川、河南、广东等
地。“种养结合，去年村集体收入首
次‘破零’，实现利润13.6万元。群
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村两委带领
大家奔小康的决心。”牛生有说。

为了进一步推进村集体经济
“复壮”，去年，村里暂时没有给村
民分红，而是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

今年流转土地、购买良种、化肥等
生产活动中。牛生有说：“规模化
种植将投入50 万元左右。空缺资
金通过国家援建项目、政府相关部
门的扶持资金解决。现在流转的
土地，应用机械化设备已经全面完
成种植任务。”

牛生有说，今后东达村要从五
个“攒劲”方面走在全乡、全县前
列。“产业攒劲方面，我们要念好牛
羊经、延伸产业链、带动新产业；阵
地攒劲方面，要教育引导、便捷服
务；生态建设攒劲方面，首先要干
净卫生，制度先行；村容攒劲方面，
要干净整洁，展现文化，体现民俗，
突出教育，凸显进步理念；人才
攒劲方面，要充分发挥和调动全
村 50 多名在外跑运输、开店铺、
搞建筑的能人的作用，通过议事
会，让群众在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战略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这几天，村里建设牛羊养殖大
棚的 1100 万元资金已基本到位。
从开始的垒土墙养殖到半设施圈
养再到现在的温棚集约化现代托
管养殖，占地 1200 平方米，具有
200个托管养殖温棚的养殖大棚即
将建成。牛生几乎每天都要去施
工现场转转，生怕延缓了进度。他
打算今年在新大棚育肥出栏牛羊
两茬，在去年的基础上持续提高村
集体收入。

从2017年起，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在每个乡镇（街道），
都打造了一个供居民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读书休闲的

“小镇客厅”。“小镇客厅”不仅满足了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
还集中展示了各个乡镇的文化产业、生态特色，成为当地独
特的文化符号

陕西省千阳县南寨镇闫家村，三位受聘公益岗位的贫困户正在清扫村内
道路。 本报记者 雷 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