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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抓紧谋划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和内蒙古自

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作为农业农村部

确定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试点，正在开展一系列积极探索与实

践。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分别走访两

地，一探大兴安岭南麓乡村走向幸福

生活的有效路径。

本版责编 郎 冰 于 浩

山东诸城探索破解农业融资难融资贵——

种 地 也 能“ 按 揭 ”了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徐春光

要抓“牛鼻子”

也要统筹兼顾
崔国强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国强

大兴安岭南麓乡村的“幸福密码”
——黑龙江龙江县和内蒙古扎赉特旗巩固脱贫成果调查

蔬菜大棚
“造型”美

隆冬的大兴安岭南麓，天寒地冻。经济日报

记者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和内蒙古自

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采访时感受到，虽然天气寒

冷，这里却处处洋溢着乡村特有的温情，大家的

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作为农业农村部确定的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试点，在这里，我们

可以一探乡村生活的“幸福密码”究竟从何而来。

特色产业铺就致富路

走进位于黑龙江龙江县的龙江元盛食品有

限公司和牛现代化繁殖基地，舒缓的音乐令人心

情愉悦，只见和牛们正享受着“高级待遇”。“这里

的和牛可以听音乐，喝啤酒，做按摩。我们在饲

料里添加啤酒花，在牛旁边安装按摩刷，通过为

和牛营造舒适放松的环境，努力生产出优质牛肉

产品。”元盛公司副总经理蔡承达说，2012 年，

2000 多头纯种和牛从新西兰、澳大利亚远道而

来，在龙江县扎根、繁殖。

龙江县是著名的杂粮产区、畜牧大县。如

今，龙江和牛已成为龙江县畜牧产业的一张名

片，带领群众走上致富路。“我们研究制定了《高

档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方案》，从 2016年

起出台了扶持政策。”龙江县委副书记孙立军告

诉记者，当地引导企业与农户合作养牛，农户每

购买两头母牛，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补贴款。此

外，政府还向企业采购冻精帮助农户繁育小牛，

小牛犊生长到 6 个月达标后，由企业统一收购，

价格在1.2万元至1.4万元不等。

鲁河乡先锋村村民张来成今年 56 岁，是远

近闻名的养牛能手。“2016 年，我买了两头基础

母牛，利用免费提供的冻精开展和牛繁育改良。

就靠养牛，我们家在 2017年脱贫了，日子越过越

好。”张来成高兴地告诉记者。

孙立军表示，龙江县地处“黄金养牛带”，饲

草资源丰富，目前正全力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内蒙古扎赉特旗同样在大力推进农业产业

发展。扎赉特旗地处寒地水稻黄金带，是兴安盟

水稻主产区。记者走访了内蒙古第一家国家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扎赉特旗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产加销无缝对接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了传统

农业向智慧农业的转变。

在该园区农业溯源视频调度中心的扎赉特

旗“物联网+”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运用‘智慧大脑’9 大系统平台可开

展数据搜集、整理、分析、决策，直接管控 10万亩

智慧农场，实现空天地‘一体化’遥感”。

“产业园为我们提供测土配方，详细到每块

地的氮、磷、钾元素以及有机质含量，并提供施肥

建议。这样一来，我们可在种植中有针对性地施

肥，能省不少钱。”扎赉特旗好力保镇古庙村村民

肖金秋说。

该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许慧敏告诉记者，扎

赉特旗以水稻种植为主导产业，正大力推进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水稻种植面积已发展到

90 万亩。目前，产业园内 70%的农户加入合作

社，农产品订单率超过 80%，规模经营面积 1 万

亩以上的有 6家。其中，五道河子农牧专业合作

社实现了整村入股、统一经营管理，经营耕地面

积 2.3 万亩，2019 年入社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过3.5万元。

多彩文化催生乡风文明

虽然正值寒冬，龙江县哈拉海乡东兴村的社

区综合服务中心广场仍热闹非凡，身着舞蹈服装

的村民扭起了秧歌，脸上洋溢着喜庆温暖的

笑容。

在东兴村活跃着一支“东兴村唐老鸭志愿者

服务队”。队长唐玉香告诉记者，“我们经常在社

区综合服务中心为当地老人举行丰富多彩的文

体活动”。平时，这支民间组织起来的服务队还

在村内开展卫生清洁、环境治理、治安巡查等基

础性工作。

“东兴村驻村工作队积极开动脑筋，不仅资

助成立了唐老鸭志愿者服务队，还为所有贫困户

安装无线电视接收装置；建设了 3 处文化广场，

并配套安装了体育器械供村民使用；为美化村屯

环境，分别种植了柳树、金叶榆、杨树等树苗共计

1.1万棵。”齐齐哈尔市政府外事办公室驻东兴村

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李克楠告诉记者。

为改陋习、树新风、促进乡风文明，扎赉特旗

在全旗 196个嘎查成立了“红白理事会”“禁赌协

会”“道德评议会”“村民监事委员会”等群众自治

组织，制止、规劝各类陈规陋习。村里党员还带

头公开作出承诺，接受群众评判和社会监督。与

此同时，全旗各地广泛开展了“五提倡五反对”与

环境整治活动，建立健全村级文明公约，责任落

实到户，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习惯。

记者在扎赉特旗新林镇保林村看到，这里的

村图书室环境整洁，网络、图书一应俱全。“以前

是幸福小酒天天醉，麻将桌上度光阴。现在村里

的娱乐活动越来越多，看看书、扭扭秧歌，生活更

加丰富，日子有滋有味。”村民丁玉杰带着记者来

到文化广场，只见各种健身设备很是齐全。“大家

组织了秧歌队、广场舞队，村文艺队还经常举办

文艺演出。”丁玉杰说。

除了这些汲取知识、愉悦身心的平台，保林

村还成立了“禁赌协会”“道德评议会”等，由村干

部带头从自身做起，向赌博等陋习说“不”，引领

大家树立健康、文明、向上的新风尚。

“唱一首歌曲、学一句道德格言、看一部短

片、讲一个故事、做一番点评。”在音德尔镇，11

个社区轮番为居民送上“道德大餐”——职业道

德、公民道德、诚实守信，数万名群众参与到不同

形式的“道德讲堂”活动中。

“一个个平凡朴实的故事，让人们收获的不

仅有感动还有感悟，洗涤了心灵、引领了文明风

尚。”扎赉特旗社区管理服务中心主任陈宝珠说。

人才带动本土创业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为引导鼓励本土人

才创业，带动群众致富增收，龙江县和扎赉特旗

都在着力培育乡村人才上下功夫。

在龙江县玉玺剪纸书画培训学校，校长王玉

玺坐在轮椅上给记者剪了一幅包含丹顶鹤元素、

寓意为“丰收”的剪纸作品。今年 47岁的王玉玺

出生在龙江县白山镇八村，身残志坚的他自学了

单色、分色、套色等多种剪纸方法，用一把剪刀刻

画出有花、有鸟的斑斓世界。

2009年 10月，在有关部门帮助下，他创办了

龙江县玉玺剪纸书画培训学校，专业从事剪纸艺

术的传承以及书画、电脑等技艺的培训工作。“我

们学校年均培训剪纸、书画、电脑等各类技能学

员 500余人次，培训对象包括学生、业余爱好者、

残疾人、下岗工人等。”王玉玺告诉记者，学校以

集中研创、订单式营销为主，采取集中培训、分散

加工的管理模式，产品远销国内外，主题性精品

收藏版剪纸赢得了市场的青睐。

近年来，龙江县充分发挥党政人才、专业人

才、乡土人才引领作用，依托县职高开设定向专

业技术培训，保障本土企业、乡村人才发展需求；

加强对乡村企业家、创新创业带头人队伍的培

养，深入推进大学生“三引”工程，为乡村振兴工

作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扎赉特旗也在大力实施“头雁”工程，培育新

型职业农牧民。当地建设了技能培训与创业孵

化一体的就业创业公共实训基地，开展有针对性

的生产经营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牧民 3000 人

次以上，达到培育一人、带动一片的效果。

为培育乡土人才，扎赉特旗还成立了旗乡两

级乡土人才孵化中心，探索实施“建、选、培、管、

用”五步工作法，完善了旗乡两级乡土人才孵化

中心工作制度、章程，培养农村牧区实用人才

2000 人以上、各类科技特派员 100 人，培训乡村

技能人才 3500 人次；加强与抖音、快手、斗鱼等

平台合作，培训电子商务人才 3500人次以上，促

进电商人才成为产品销售、产业发展的重要

力量。

对于大兴安岭南麓乡村未来的发展，农业农

村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聂新鹏表示，“将继续组

织全国农业领域专家开展产业帮扶，保持现有科

技帮扶队伍相对稳定，为脱贫地区打造一支不离

开的科技帮扶队伍；加大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

实施力度，提高技术帮扶能力和实效；将产业发

展指导员转为乡村振兴指导员，把产业发展指

导、技术服务对接等作为其重要职责，推动乡村

振兴政策措施精准落地”。

踏上龙江县和扎赉特旗的土地，温暖

朴实的和谐乡村生活令人心头一热。当

前，我国正抓紧谋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确保广大群众

幸福指数越来越高，农村工作既要抓住重

点，又要统筹兼顾。

抓住重点，最重要的是紧盯产业兴旺

目标不放松。“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和保障。只有做大做强做优乡村产业，

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力。发展产业

过程中，要保护好龙头企业与产业园区的

积极性，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拓宽资金

渠道，顺畅体制机制，稳步推进土地流转；

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农业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

抓住重点，一定要重视人才。采访玉

玺剪纸书画培训学校校长王玉玺时，笔者

可以感受到他身残志坚的拼搏精神；从唐

玉香推动乡风文明的工作中，又可以感受到

蕴藏在民间的无穷潜力。放眼全国，各条战

线的奋斗者们正用实际行动书写乡村振兴

新画卷。留人先留心，一定要真心实意培养

重用乡村优秀人才，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

暖，为乡村振兴储备充足的人才资源。

抓住了重点，还要做到统筹兼顾。乡

村振兴战略五大要求并非孤立，而是有机

联系的整体，相互促进、互为补充。例如，

产业兴旺了，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也就有了

基础；人才资源充分运用起来了，就能够推

动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统筹乡村振兴各

项工作，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相 信 通 过 不 懈 努 力 ，“ 希 望 的 田

野 ”将更加生机 勃 发 ，农业强、农村

美 、 农 民 富 的

目 标 一 定 能 够

加快实现。

买房子可以“按揭”，种地也能“按揭”？

在山东诸城市就可以。得益于“按揭农业”的

出现，诸城市枳沟镇玉皇社区玉皇村村民陈会

强准备转型种植维纳斯黄金苹果。陈会强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从结果期开始承包，3 年至 5

年就能还完“按揭”。“这种苹果营养价值高，

果实硬度也不错，是最近几年很受欢迎的一个

新品种。”在苹果基地向技术人员“取经”的

陈会强说。

2019年的一场雹灾导致陈会强80多亩黄烟

绝产，投资的 20多万元打了水漂。遭受重创的

陈会强一直盘算着从头再来。他听说旱地适合

种苹果，一个成型的果园如果按照一亩地成本

1.3 万元计算，需要投入近 70 万元。陈会强试

着去银行贷款，但抵押贷的高门槛让他望而却

步。

转 机 出 现 在 2020 年 11 月 份 ， 山 东 启 动

“财政金融政策融合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制

度试点”工作，诸城成为14个试点之一。

针对现代高效农业投入大、农民自身投资

能力弱的实际，诸城积极探索“按揭农业”发展

新模式，按照“企业‘融资+建设基地+提供技术

服务’—社区公司和农户‘按揭’经营—企业

‘回购+实现利益再分配’”的运作模式，引导龙

头企业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据介绍，“按

揭农业”的创新点在于改变了传统的以“农户

融资、农户投资”为主的农业发展方式，逐步形

成了以“企业融资、企业投资”为主的建设运营

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在乡村振兴中变“被动参

与”为“主动对接”，实现金融资本精准投放、高

效利用、良性循环，让农户只需少量投入就能

享受到现代高效农业的发展红利。

为此，诸城财政拿出 3 亿元，成立了一家

专注农业领域的市属国有企业——山东禾融农

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由它来代替农户前期投

资建设运营。山东禾融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刘志新说：“集团全额投资把园区建

设好后，农户可拎包入驻。像买房子一样，农

户只需支付首付，然后逐年还贷，就可以进行

经营管理。”

农户承包时投入很少，再用农产品回购的

收益偿还企业投资，有效降低了农户的经营风

险；与零散农户相比，国有企业更有融资优

势，目前农发行已经给禾融审批贷款4.2亿元。

资本的注入给农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在

禾融公司所属的国家农林科技孵化器育苗基地

里，通过脱毒组培育苗技术培育出来的矮化苹

果树，能比普通乔化果树提前 2 年至 3 年进入

结果期，每亩还能增产3000斤至5000斤。

禾融提前和京东等平台对接好销售渠道，

社区也成立了公司对农户统一管理，保证果品

品质。目前禾融已经流转种植矮化苹果 1 万多

亩。未来禾融计划用 3 年时间再流转 6 万亩，

惠及农民将达30多万人。

诸城市还创新运用多种财政、金融工具，

撬动各类金融和社会资本参与“按揭农业”探

索。如统筹各类涉农资金 4.9 亿元，建立乡村

振兴资金池，优先用于肉鸡养殖和果茶种植项

目；新增 1.03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规划

建设万亩红茶基地。诸城市还打出财政金融联

动组合拳推广“按揭农业”。经过山东省财政

厅等 4 部门协调推进，诸城 4 家试点银行有了

更大的信贷投放自主权，参与“按揭农业”的

信心与主动性得到提升。

“探索‘按揭农业’新模式，试图破解传

统农业产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推动传统

农业向现代高效农业转型，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和农民增收致富。”诸城市政协副主席、财政

局局长韩培武说。

近年来，江西乐安县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利用湖溪乡小

陂村 500亩蔬菜种植基地，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带动群众

增收。图为乐安县湖溪乡小陂村蔬菜种植基地的温室大棚。

曾文才摄（中经视觉）

在龙江县哈拉海乡东兴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广场上，身着舞蹈服装的“东兴村唐老鸭志愿者服务队”扭起了秧歌。 本报记者 崔国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