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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电(记者杨绍功)4 名贫困农
户，4 名党员经营户，6种农产品，收购价比市
场价要高出 5%-10% ……一张贫困户农产品
帮促销售表，展示在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黄
龙岘村的“党群微家”陈列室里。表面上看，似
乎是党员经营户买菜的价格要比市场贵。实际
上，这张销售表背后是党组织凝聚力的“微循
环”。

68 岁的贫困农户丁仕银，每周将几十斤花
鲢鱼送到党员邢有龙的农家乐。“他为人很爽气
的，给我比市场价高 1 块钱。”丁仕银逢人就夸
邢有龙，“党员就是不一样！”

54 岁的邢有龙曾经当过兵，复员后赶上
“美丽乡村”建设，村里基础设施完善，他带头搞
起了农家乐。丁仕银是他的结对帮扶户，保证品
质的前提下，收购价上让一点，邢有龙觉得这是
党员的责任。

然而，一年几千斤鱼，每斤让一点合计起来

也不是小数目。为此，黄龙岘所在牌坊社区党
总支利用扶贫资金、企业捐助设立了扶志基
金，用来补贴党员示范户的一部分差价。牌坊
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汪传平说，结对帮扶加上
资金撬动，让贫苦户有事做、党员户有责任，
党组织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50 多岁的老党员贾小凤认为，这种潜移
默化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她在汤山街
道孟墓社区七坊村干了 20 多年的妇女主任，
发现农村的治理环境正经历新的变化：农村
产业在升级，村干部的知识不够用了；政府职
能在转变，农民法律意识在觉醒，村干部光说
不干不管用了。

酿酒、榨油、腌酱……七坊村因有历史传
承的 7 个手工作坊而得名。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村民为了吃饱肚子挖塌了周围的石头山，
国家政策限制采石后，村经济规模从上千万
元一度跌到不足百万元，村民失业带来诸多

矛盾问题，这里成为“问题村”“上访村”。贾小
凤和其他党员干部分头去做矛盾调解工作。
之后，政府投入巨资打造旅游设施，党员干部
又带头发展农家乐，让村民们重新端稳了饭
碗。村里矛盾少了，贾小凤也退下来了。但她
还是党员志愿者，村民有矛盾，还习惯找她。

80 后的孟墓社区基层干部燕春香，希望
自己能成为贾小凤一样业务强、能力强的党
员。“一句话能把人讲得跳起来，又一句话把
人讲得笑起来，才是有本事！”燕春香说，解决
了生存问题村民们的精神需求也提高了，村
里依托党组织丰富活动内容，从关爱贫病老
幼到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多了党员干部和老
百姓的距离就近了。

与老百姓的距离也被网络拉近了。汪传
平的手机上有一个“心话 e 传”微信群，里面
既有本地的村民、党员干部、志愿者，也有常
来休闲的游客。村民有矛盾在群里发现迅速
解决，社区有信息群里及时发布，连游客的投
诉都可以实时响应。汪传平不无自豪地说：
“党群联动平台变得越来越重要。村民有问
题，打政府部门热线解决可能需要两天。但在
群里求助，党员干部 5 分钟就可以赶来。”

这种以村、社区为单位的互动平台正成

为基层自治的一种手段，并由此衍生出一些
基层社会组织。黄龙岘村老党员吴纪全将自
家房屋低价租给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师生
搞环保教育，自己也做起了环保志愿者，出
门看到垃圾就捡。村民们对吴纪全低价租
房、捡拾垃圾的行为从嘲笑、认可到点赞，越
来越多的人也加入了环保志愿者队伍。党员
的示范作用，让环保组织成为黄龙岘的一张
名片。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陈昭在研究江
宁区的乡村治理时发现，这个 1600 平方公里
的区有一半多的面积是农村，为了让农村富
起来、美起来，当地进行了三轮“美丽乡村”建
设。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后，政府主导模
式逐渐让位于政府引领的基层自治。相对于
直接的行政管理，党组织是一种柔性的存在，
作用是长久而直接的。

“基层自治的基础其实是党建引领。”江
宁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从党员干部
选派、党员群众结对、党员志愿者队伍培育到
党群联动平台搭建，江宁努力将党的建设融
入乡村发展的各个方面。把党组织建设好，就
是为乡村治理打基础，助推乡村治理生态形
成良性循环。

南京江宁：以党建引领现代乡村治理

据新华社济南 11 月 23 日电(记者王建军、邓卫华、石
超)过去，山东威海文登区土地撂荒、碎片化、农业边缘化，
农村集体经济增长乏力，农村人口老龄化、空心化问题突
出。“土地谁来种、怎么种”“农村集体经济怎么增收、怎么发
展”“乡村谁来治理、怎么治理”，三大问题成为文登区探索
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文登区将乡村振兴作为城乡协调
发展的突破口，有针对性地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建设
等“十项工程”，构建促进和支撑乡村振兴的基本框架体系，
让“沉睡”的土地“动起来”，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

在高村镇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大厅里，记者看到一些
村民前来办事，村民对服务中心的成立很是高兴，认为这一
举措解决了多年他们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文登区副
区长孔军说，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作为“十项工程”之一，既
能为农户提供农资、耕地、播种、管理、收获、销售等一站式
农业生产性服务，还可以指导村级集体将零散、闲置、撂荒
的地块集中起来，由中心提供农业生产托底服务或流转招
商。“新模式下平均每亩土地能够节约生产经营成本约 100
元，农作物产量提高 10% 以上，每亩土地能够增产增收
150 元左右”。

“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中心建成后，农民从耕种、管理、
收获、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可以交由该服务中心托管。‘谁来
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或将得到解决。”孔军说。

土地“动起来”，产业“活起来”。近 40 年前，文登人开始
与西洋参结下不解之缘。随着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的
推行，从一村走向一域的文登西洋参再次向规模化种植加
速，如今已形成稳定种植面积 5 . 5 万亩、年出圃面积 1 . 5
万亩的全国重要的西洋参主产区。

“跳出产业链末端，我们最终靠的是科技化、生态化和
品牌化。”文登西洋参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刘新伟说。如今，
文登已整合构建起“政产学研金”深度融合的产业发展支撑
体系，全力培育提升集药材种植、医药工业、商贸物流、康养
旅游于一体的西洋参全产业链条。种参大户王文水，除了种
参，还有了实体店，注册了网店，投资建起了西洋参饮片厂，
每年收入一千多万元。

文登区委书记吴宏飞说：“‘十大工程’中还有供销为农
服务全覆盖工程、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工程、村级事务阳光平
台工程等，通过党建统领全面协调推进这些工程，最终要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让群众的‘获得感’更
强。”

玉米胡子也能卖钱？这名“80 后”农妇做到了

 11 月 22 日，在布央村，村民吴素叶（左一）在油茶林中捡茶
籽。茶籽是加工茶油的原材料。 新华社记者任正来摄

▲ 11 月 22 日，在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镇布央村，村民
莫景凡（上）和陆志荣（下）在修剪茶树。

 11 月 22 日，在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斗江镇一茶油加工
点，新榨的茶油从榨油机流出。

山东文登：

土地“动起来”

产业“活起来”

新华社长春电(记者赵丹丹)“快把这些没
人要的苞米叶子捡起来，轻点，别碰坏了！”近
日，在吉林省榆树市大岭镇的一条乡间小路上，
榆树市巾帼草编合作社联合社负责人周艳文正
组织人手捡起路边壕沟内散落的玉米叶子。

“经常能接到农民给我打电话，上来就问：
是你收苞米叶子和胡子吗？这玩意也能卖钱？”
周艳文笑着说，“我告诉他们，自己把叶子扒好、

晾好，一垧地能出 800 斤好叶，平均增收 2000

元钱，还能卖出 200 多斤玉米胡子，平均增收
1000 多元。”

玉米叶也能卖钱？这要从 2016 年说起。
2016 年，1984 年出生的农民周艳文参加了长
春市妇联组织的免费草编培训课程，给她开拓
了致富思路。到了秋天，玉米丰收，周艳文囤了
5000 多斤玉米叶，没想到，一次下大雨，她小心
翼翼地把玉米叶盖得严严实实，谁知天晴了打

开一看，全都发霉了，一片叶子都没剩下，当
场损失 1 万多元。回忆起创业初期的艰辛，周
艳文如数家珍。“从 2016 年 8 月到 2017 年 2
月的半年时间，由于没有经验，我赔了 6 万块
钱。钱都是借的，当时咬碎了牙也得挺住。”周
艳文说。

随着长春市妇联对草编产业发展不断助
力，逐步成立了长春市妇女草编协会吸引优
秀人才，创建了长春草编艺术研发中心衔接
市场，组织妇女草编大赛搭建展销平台。在长
春市妇联的帮助下，周艳文不仅还清了欠款，

也把草编事业从副业变成了主业。她还成立
了榆树市巾帼草编合作社联社，带着村里的
妇女一起创业。长春草编逐渐成为一张靓丽
的地方名片，各类订单越来越多。

44 岁的周艳华是吉林省级贫困村榆树
市大岭镇民主村的农民，也是村里的贫困户。

由于丈夫患有眼疾不能干活，家里的 5 亩 6
分地收入有限，加之老人有病、孩子上学，生
活十分贫困。“那些年一年到头都买不上一件
新衣服。”周艳华说。

2017 年，周艳华利用业余时间在村里跟
着周艳文学草编，第一笔正式订单一共到手
260 元。“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天，心里老激动
了，没想到苞米叶子真能赚钱。”周艳华说，自
己不仅学会了草编，还成了周边村屯的草编
课助教，通过自己的双手，在不到一年时间
内，已经赚了将近 3 万元钱。

随着成员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精，订单
越做越大，玉米叶子的消耗也越来越快。
2017 年 6 月，距离玉米丰收还有三四个月，
合作社囤的 4 万多斤玉米叶就全部用完了。
看着草编销路打开，玉米叶捉襟见肘，榆树市
妇联开始帮助合作社广泛宣传，“苞米叶子也

能卖钱”的消息一时之间在农民中传开了。
周艳文凭着草编事业，成了远近闻名的

创业明星，不少曾经闲在家里拉家常、打麻将
的农村妇女也都主动来找周艳文学技术。

“现在长春市已经建立草编合作社 38
家，辐射村屯 260 个，带动妇女居家灵活就业
8600 人，累计为农民增收 2 . 5 亿元。”长春市
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方邡说，我们将不断推
动草编产业朝着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发
展，让更多妇女通过劳动摆脱贫穷，过上好日
子。

周艳文告诉记者，曾经当农民时，收完玉
米后会把秸秆和叶子一起烧了，现在想想，既
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明年，她不仅会收更多
的玉米叶，连秸秆也不放过。“我已经跟辽宁
一家企业谈好了，一起合作将秸秆做成环保
餐具。真正把‘垃圾’变成‘宝贝’。”周艳文说。

据新华社济南电(记者邵琨)在城
里工作的范振侠不曾想到，自己从农
村走出去，在城里已站稳了脚跟，又重
新回到农村，成为一名“新”农民，把循
环农业搞得有声有色。

1990 年出生的他从小在农村长
大，退伍后在山东省滨州市的一家公
司工作。2015 年，还在城里工作的范
振侠，开始琢磨回农村做文章。这年下
半年，参加了山东省惠民县农业部门
组织考察培训后，他开始行动了。

2016 年，回到地处鲁北的家乡惠
民县石庙镇，他流转土地 1000 亩，成
立惠民县瀚明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自己当起了老板。不同于传统农
民，他用工业思维经营农业，精打细
算，分散风险，让每一寸土地都发挥最
大价值，搞起了循环农业。

在位于惠民县石庙镇的瀚明农业
产业园里，沿着路一直往前走，记者看
到路的两侧一边是菜地，一边是牛舍，
牛舍中间还有棚。在园区的南面，一片
自种的青贮已收获完。

范振侠说，其实建园区的初心就
是搞养殖，后来发现买来用作饲料的
玉米秸秆青黄不一，牛不爱吃，而且价
格也高。

他算了一笔账，不含玉米棒的秸
秆收购价 220 元一吨，含玉米棒的秸
秆 400 多元一吨，自己种自己收的价
格才 160 元一吨。于是，他在产业园里
专门划出一块地种青贮，牛的饲料价
格降下来了，而且质量可控。

解决了牛饲料的问题，他又打起
了牛粪的主意。

他说，养殖产生的粪便是上好的
肥料，给大田里的玉米用牛粪太浪费，
无法发挥牛粪应有的价值。

于是，他就开始种蔬菜和果树。蔬
菜一年 2茬，用上牛粪的蔬菜长得格外
好，品相好，产量高。“我又节约了一笔
肥料钱。来采摘的市民赞不绝口。看到
园子里的牛舍，都相信我有牛粪，不用
化肥，信任度和美誉度提高了。”他说。

在瀚明农业产业园里，牛粪进入
沼气池发酵，产生的沼液配上水稀释
后用到菜地和果树地里，沼渣干湿分
离后作为有机肥洒在田里。

“哪里能省钱，心里得有一本明白账，农业必须把每一
块钱都考虑进去。”一边走，范振侠一边向记者说。

为了降低牛得病后的传染风险，牛舍之间需要间隔 25
米。这块空地怎么用，范振侠又费了一番心思。搭棚子可再
增加一道隔离防线。于是，原本的闲置空地变成棚子，里面
挖成池塘，种上藕，养上螃蟹、泥鳅、小龙虾，水面上还养了
鸭子。“今年光这 4 个藕池就带来一万六千元的纯利润。”范
振侠说。

如今，以养牛为核心，范振侠的循环农业链条里有
肉牛、蔬菜、果树、苗木、玉米、鱼虾蟹等。他说，这是为了
分散风险，便于管理，灵活性更高，效益也更高。做经济
附加值高的项目，更能体现循环利用降低成本的目的。

明年，他的循环农业经济将延伸到第三产业中。采摘、休
闲、垂钓吸引来的周边市民成了他的潜在客户群体。

“这既可以提前回收资金，还不用考虑蔬菜市场价格变
动，降低市场风险，而且消费者还能得到优质的菜品。”除了
循环经济以外，范振侠的新农经里又多了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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