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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清晨，暖阳驱散寒意，宁夏银川市贺

兰县常信乡四十里店村渐渐热闹起来。

早起的张淑英骑上电瓶车，沿着硬化路，

驶向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张淑英在这

里工作了 8 年多，养鸭插秧、包装大米、烧菜

做饭，都是把好手。“现在光景一年胜一年。”

刘淑英说，她每月工资 4000 多元，家里的 20

亩地一年流转费 1.6 万元，年底还有分红，加

上 丈 夫 就 近 打 工 ，家 庭 年 收 入 能 达 到 10 多

万元。

张淑英所在四十里店村地处宁夏北部引

黄灌区核心地带。这里，曾经土壤盐渍化严

重，农田收益不高，村民纷纷外出务工。稻渔

综合种养模式等新业态的出现，不仅实现了农

田增效益，农民增收入，也让四十里店村成了游

客前往打卡的网红地。该村先后获得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称号，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2.45万元。

漫步冬日的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广

袤稻田变身冰雪乐园，乘坐雪圈、滑雪橇，驾驶

雪 地 摩 托 车 的 游 客 ，不 时 传 出 一 阵 阵 欢 声

笑语。

“春夏季节这里会更美！”稻渔空间

乡村生态观光园负责人赵建文望着稻田

旁纵横交错的沟渠说，黄河水沿着宽

达三四米的沟渠流进各个地块，有效改善土地

盐渍化严重的问题。再采用稻渔立体种养，在

环沟上建鸭舍，水里养鱼和螃蟹，让鱼、鸭、蟹

“帮忙”除草、增肥，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相互

促进的自然生态复合系统。

这些年，赵建文打造的稻、鱼、鸭、蟹立体

生态农业项目完成了 2000 亩盐渍化土地改

良，每亩可节约灌溉用水 30%、节约有机肥 100

公斤左右。加上每亩地养殖的鸭、螃蟹等，亩

均净收益是普通稻田的两倍多。

宁夏广银米业有限公司紧邻稻渔空间乡

村生态观光园，是赵建文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区的重要环节。车间内机器轰鸣，

为春节市场忙碌备货，日加工能力达到 200

吨。近年来，稻渔空间引进旱育稀植等先进水

稻种植技术，推广优质水稻新品种，种出的高

品 质 稻 米 进 入 银 川 市 各 大 商 超 ，年 销 售 额

7000 多万元。

如今，春季踏青、夏季烧烤、秋季收获、冬

季玩雪，收割稻米、摸鱼抓鸭、休闲垂钓，稻渔

空间已经形成体系化的旅游休闲产品。四十

里店村年累计接待游客达 30 万人次，旅游收

入 500 多万元。此外，园区带动 213 户农民通

过土地入股每户年均增收 9500 多元，解决周

边农民 100 余人就业。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是关键一环。

刚刚过去的一年，我国粮食生产迈

上新台阶，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村特色

产业茁壮成长，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提供了基础支撑。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

做好今年“三农”工作，对于高质量完成

“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只有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

农富农支持力度，通过积极发展乡村富

民产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才能增强农

村活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实现乡村

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去年 12 月 17 日至 18 日在北京召开

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聚焦“不断开创乡

村全面振兴新局面”，从增强粮食等重要

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拓展农民增收渠

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落实进

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任务、扎实推进乡村

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产业

振兴是激活乡村发展动力、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要构建乡村产业

体系，因地制宜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通过培育农业品牌、科技创新，延链补链

补齐发展短板，全力推动乡村产业提质

增效。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吸

引更多有能力、留得住、干得好的高质量

专业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建设的主力军。

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完善联农带农

机制，激发乡村产业发展活力，服务乡村

经济，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步伐。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要健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

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健全乡村治理体

系、繁荣乡村文化等方面出硬招、出实

招，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

绘就宜居宜业的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

绘 就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新 画 卷
赵 梅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科技推动绽放甜蜜花
本报记者 童 政

广西来宾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黄安

优质“双高”糖料蔗基地里，蔗林如海。一台装

有北斗导航系统的甘蔗收割机刚刚完成作业，

驾驶员余才库从驾驶舱跃下，兴奋地拍了拍农

机赞道：“这台甘蔗收割机开起来得心应手，省

力又智能。”

余才库不仅是甘蔗种植大户，还是凤凰镇

福库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现有种植基地

上千亩、农机 50 多台（套），共为周边 300 多户

农户 1 万多亩糖料蔗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

来宾市近年来持续推行适度规模经营，加

快打造“双高”糖料蔗基地。目前全市“双高”

基地内糖料蔗 50 亩以上规模化经营面积已达

48 万亩，万亩连片“双高”基地达 22 个。如今，

甘蔗种植全程机械化，甘蔗收割机、植保无人

机 等 现 代 农 具 的 使 用 ，极 大 地 提 高 了 作 业

效率。

“现在政策好、支持大，村民种蔗积极性很

高，我在 2024 年扩了 12 亩甘蔗，全村一共扩种

了 300 多亩。”兴宾区凤凰镇新隆周村村民莫

崇虚说。据统计，来宾市糖料蔗种植面积由

2020 年 的 173.05 万 亩 ，增 长 到 2024 年 的

182.12 万亩，增长 5.24%，守住了“糖料蔗保护

区面积不减少、种植面积不减少”的底线。

黄安优质“双高”糖料蔗基地所在的凤凰

镇牛角村委黄安村共有 5000 多亩甘蔗，2024

年利用桂中治旱的水源实施水肥一体化滴灌

技术，实现了每亩甘蔗同比增产 1.5 吨至 2 吨，

亩增收 850 元至 1100 元。

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同时，牛角村村容

村貌及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很大改善。沿着

652 县道，牛角村居民家的墙壁上，一幅幅色

彩斑斓的墙绘，描绘着幸福的田园生活。

凤凰镇牛角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巫

家线介绍，凤凰镇 2024/2025 榨季糖料蔗种植

面积达 15.9 万亩，良种良法化达 100%，预计进

厂原料蔗 95 万吨，比上一榨季增加 15 万吨，蔗

农人均可支配收入约 2.2 万元。

“今年凤凰镇将继续深化蔗糖产业链建

设，还将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积极发展乡村旅

游。我们有信心在新的一年里，实现农业更

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的目标。”凤凰镇镇长

袁海斌说。

当前，来宾市甘蔗产业正处于繁忙的新榨

季，2024/2025 榨季预估压榨量超 950 万吨。

“新的一年，我们将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

设农业强市，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巩固和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扛牢国家粮食安全、蔗糖安全、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致贫责任，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

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来宾市农业农

村局局长覃焕发说。

打 造 高 原 农 村 新 样 板
本报记者 贺建明

2024 年,历时 3 年、总投资约 2.86 亿元的巴吉时代广

场建设完成，进入全面招商阶段。

巴吉村坐落在 318 国道旁，是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八

一镇的一个小村庄。全村 102 户 487 人，村集体资产评估

已达 10 亿元，村集体收入连续多年保持在 900 万元以上，

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近 6 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康村。

当问及巴吉村的致富秘诀，村党支部书记米玛斩钉

截铁地说：“在好政策支持下，奋斗成就幸福！”

“召集村民开会商议发展，都得安排在晚上，白天很

难找得到人，大家都在各个产业点上忙活呢。”村委会副

主任贡嘎说，大柏树景区、建材市场、商砼公司、仓储物

流园区，依托这些村集体产业，村民不离乡不离土，实现

了增收致富目标。

迎着冬日的暖阳，漫步在巴吉村，宽阔平坦的村道两

旁，玉兰树仍然葱翠，一栋栋红顶白墙的藏式二层民居

掩映其中，停在院外的小汽车、挖掘机、运输车，处处彰

显着村民红火的好日子。

62 岁的布吉正照顾生病的老伴晒太阳。“女儿开茶

馆 、女 婿 跑 运 输 加 上 村 里 分 红 ，家 庭 年 收 入 有 30 多 万

元。”布吉说,“赶上了好时代，过上了好日子。我最大的

心愿就是自己和老伴身体健康，多享几年福。”

大河涨水小河满。如今在巴吉村，学有所教、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已全部实现：义务教育普及率、养老保险参

保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均达到 100%。

生活富足，精神富有。以“振兴颂”为主题的巴吉村

红色研学主题教育展览馆内，一件件老物件、一幅幅老

照片、一个个多媒体视频浓缩记录着村庄的发展变迁，

也激励着巴吉村人向更加美好的生活迈进。“过去一年，

由 16 名村民组成的村文艺队演出 10 多场。2025 年工布

新年，巴宜区还将第三届‘村晚’联欢会的会场设在了我

们村，这都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巴吉村

宣传委员格桑玉珍说。

发展村集体经济，让大家过上了如今的好日子。在

村民眼中，以米玛为代表的村“两委”总在为村集体经济

发展寻觅新的商机。

“巴吉时代广场已建设完成，我们的目标是尽快对接

引进成熟的运营公司，多渠道开展招商，争取早日让村

民分红获利。”米玛认真谋划着如何将林芝市第一座商

业综合体变为村民的“聚宝盆”。

“村里流转的 1000 多亩园林地，今年合作公司将增

种花卉树木、丰富经营业态，将其打造成为巴宜区的‘后

花园’。”贡嘎说，要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向绿水青山要

金山银山，把好风景变成好“钱景”。

巴宜区委宣传部驻巴吉村工作队队长史玉明说：“西

藏旅游，从‘林’开始。巴吉村地理位置优越、资源禀赋

好，我们工作队将配合村‘两委’在乡村旅游上做足文

章，不断提升巴吉村的知名度、美誉度。”

米玛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有信心将巴吉村打造成为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高原新农村振兴样板。

新年伊始，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陈城镇澳角村党委

书记林华忠的心情如同海浪般高涨，久久不能平息。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5 年新年贺词中提到：“东山澳角

村渔获满舱”。“这句话是对我们的点赞与鼓励。总书记

的真情牵挂和殷切期望，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

动力。”林华忠激动地说。

澳角村，三面环海，风光秀丽，被誉为“行走在大海上

的村庄”。

澳角村近年来积极发挥村级党组织的火车头作用，

因地制宜做好“海”的文章。2024 年，澳角村乡村振兴

取 得 初 步 成 效 ，传 统 产 业 循 序 发 展 ，新 兴 产 业 加 速

发展。

这一年来，澳角村致力渔业、养殖业、水产品加工业、

微商网络销售、旅游民宿一体化纵深发展，各行各业都有

了稳步的发展。2024 年全村社会总产值达 15.5 亿元，村

财收入 248 万元，人均纯收入 5.8 万元。

在微商网络销售方面，澳角村抢抓“互联网 e+”的机

遇，提升完善电商旅游一条街，大力发展电商微商。数据

显示，全村电商有 117 家，产业人才队伍达到 532 人，2024

年销售额达到 3.6 亿元。

海水、沙滩、岛屿是澳角村发展乡村特色旅游的资源

禀赋。“我们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和‘龙虎狮象屿’的资源

优势，重点打造精品旅游线路，现有民宿 41 家，渔家乐大

排档 13 家，配备安全游艇 8 艘、渔家乐体验船 10 艘，形成

集休闲观光、婚纱摄影基地、渔家生产生活体验于一体的

乡村旅游。”林华忠介绍。

美丽的环境需要保护和治理。澳角村多措并举持

续推进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建立环境卫生管理长效机

制，成立澳角“生态宜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按照“集体

管死角、党员管一片、群众管一面”的原则，组建海域沙

滩整治、海漂垃圾清理专项队伍、码头管理小组与“小红

帽”青年志愿队，加强日常巡查工作。同时，因地制宜对

入村道路、渔港路、兴海大道、村中路等主干道两侧进行

绿化提升，提倡村民自主搭建美丽庭院，合力打造绿色

乡村。

2024 年，澳角村立足突出的沿海养殖环境优势，实现

了“浅海到深海”的转变。在海上，发展深水网箱 1110 口、

各类吊养 660 亩；在岸上，顺利推进占地 247 亩的南方种业

高新科技项目，通过福建省壹品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等龙

头企业坚持良种选育，建立产业种质标准。

林华忠表示，新的一年，澳角村将继续发挥村级党组

织的火车头作用，耕海牧渔，切实做好“海”的文章，围绕

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海产品加工、海鲜电商、乡村旅游等

五个方面，做大做强地方特色产业。

因 地 制 宜 做 好 海 文 章
本报记者 薛志伟

三产融合勾勒好光景
本报记者 马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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