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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报道

□ 韩 璇 何 萍

□ 本报记者 王 斌

在甘肃省玉门市赤金镇，通过“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让“小韭菜”成

了当地村民致富的“大产业”；在玉门市清

泉乡，绿叶、紫花的人参果成了群众致富的

“金果果”；在玉门市小金湾乡，传统养殖有了

“科技范儿”，群众养羊走向了现代化……

一个个特色鲜明的致富主导产业在玉门

“开花结果”，助力农民增收，推动农村经济

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玉门市坚持精准发

力，把建强产业体系作为乡村振兴的根本之

策，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做大做强“瓜果菜猪

羊草”六大特色产业，产业振兴逐步走上组织

化、集约化、规模化的农业现代化“快车道”。

特色产业形成“小气候”

玉门市瞄准持续推进大畅河6000亩标

准化蜜瓜种植示范基地建设，着力构建全域

化全品系种植区，发展蜜瓜产业8万亩。

启动运营枸杞小镇，发展富硒零农残枸

杞1万亩，成功举办了首届甘肃酒泉枸杞博览

会，玉门还被评为“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

规划建设万亩番茄产业园和长山岭万

亩韭菜种植示范基地，带动发展蔬菜产业

10万亩。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开展蔬菜、花卉、

玉米等作物种子繁育、品种研发，发展制种

产业10.22万亩，规划建设现代种子产业园

和市域集采集配中心。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

提，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近年来，

玉门市一个个具有地理标志和乡土特色的

农产品，驶入产业化发展的“快车道”，成为

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亮点。

新型主体逐步“挑大梁”

玉门市小金湾乡是一个以畜牧养殖为主

的乡镇，村民多以养羊为主。该乡依托玉门市

肉羊生态产业园智慧化养殖基地，建立“智慧

养殖平台4+1模式”，将人工智能养殖与大数

据平台相结合，实现智慧养殖、智慧管理。

加快发展绿色畜牧产业，玉门市以新

希望、玉美羊、饮马牧业为龙头，建成玉门

市肉羊生态产业园，新建暖棚圈舍1125

座，新改扩建千只肉羊养殖场8个，调引肉

羊1万只；持续提升伊汇肉羊屠宰加工能

力，建成年加工1万吨的牛羊肉副产品加

工生产线1条。建成民旺、镓华等生猪标

准化示范场6个，新改扩建万头标准化生

猪养殖场4个；建成万亩优质苜蓿生产基

地4个、千亩苜蓿生产基地12个、百亩基

地30个。

2022年玉门市肉羊存栏75万只，出栏

65万只，肉产量1.01万吨；生猪存栏9万头，

出栏13万头，肉产量1万吨；人工种草种植面

积23万亩，全市畜牧业产值达到7.45亿元。

特色农产品树起“大招牌”

近年来，玉门市深入实施农业品牌战

略，重点打造“独一份”“特中优”“好中好”

特色农产品，新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

2个，累计认证农产品数量达到45个。

积极组织玉门全市农业企业、合作社

参加“甘味”农产品贸易洽谈会、第二十八

届兰洽会等各类省内外展会5次，“陇宇枸

杞”和“昌马百草羊”入选“甘味”农产品商

标品牌，“赢瑞”辣椒、“陇宇”枸杞、“昌马”

百草羊被评为“酒泉市十大农产品”，“玉

门珍好”区域公共品牌成功入围2022中

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昌马镇被农业农村

部评定为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玉门市特色农产品影响力和竞争力

不断提升。

冷链物流延长“生命线”

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是农业

全产业链发展的关键一环，是延链、补链、

强链的重要内容，玉门市紧紧围绕发展现

代农业，构建乡村产业体系，为特色产业谋

思路、为农民致富找门路。

玉门市着眼于加强农产品冷链运输、

低温配送、冷链销售等环节的高效运转，

鼓励农产品流通经营主体建设规模适度

的预冷、贮藏保鲜等初加工冷链设施。截

至目前，实施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

建设项目 3个，新增库容1.44万立方米、

贮藏能力2880吨，引进投资10亿元建设

玉门市县域集采集配心中及冷链仓储产业

园项目。

标准化的冷链物流建设，解决了分散

小农户的生产问题，有助于提升品牌孵化

能力，是增强稳定供应能力和产业抗风险

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玉门市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

大补短板工程。

□ 吴 杰 杨永平

□ 本报记者 苟 俊

粮食生产喜获丰收，糜谷产量再创新

高，农民收入稳定增长……2022年，陕西

省榆林市府谷县木瓜镇广开思路，紧扣“一

镇一业”黄米品牌建设任务，聚焦“粮食增

产、农民增收”主线，统筹推进“乡村建设、

乡村发展、乡村治理”工作，初步形成了“百

山植绿、千沟坝水、万亩平田”的发展格局，

农业产业更加高质高效，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得到进一步提升。

2022年，木瓜镇糜谷等小杂粮种植保

持在4.8万亩以上，农业产值达2亿元以

上，荣获“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创建乡镇”“省

级耕地力保护先进单位”等称号，让“农业

发展也有大作为”理念深入人心，走出了一

条励精图治的“木瓜路径”。

精准发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022年，木瓜镇以“一川两山”产业布

局，创新“山顶平地、山坡植绿、山沟打坝、

道路集水”发展理念，提出“依托一产、壮大

二产、做亮三产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推

动乡村振兴和农业产业现代化”的发展思

路。研究制定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工作要点》《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建设方案》

《“转作风、树形象、优环境、促发展”十项行

动方案》等“1+10”配套工作方案，建立完

善“一项工作任务、一名副科领导、一个工

作专班、一抓到底”的工作推进机制，系统

谋划全镇“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发展目

标、总体布局和主要任务。

该镇提升服务能力，秉持“带着群众过

好日子”的服务理念，把粮食稳产增收作为

重要政治考量，聚焦“粮食增产、群众增收”

目标任务，确立“深耕细作二三载，产粮再

看木瓜堡”的发展定位，下大力气解决“地

谁来种”“在哪里种”“怎么种”“种什么”等

问题，农民多种粮、种好粮的积极性进一步

提高。

同时，增强发展质量，围绕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进一

步加大项目包装和建设力度，为全镇农业

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022 年，木瓜镇累计整合各类资金

1.78亿元，实施完成特色种植、养殖、基础

设施、人居环境整治等农业项目107个，推

进基础设施改善、产业发展提升和乡村有

效治理，让全镇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

生态先行形成综合治理模式

木瓜镇位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梁峁

纵横，全镇立地条件差，可灌溉农田少，机械

化程度低，集体经济效益低下，脆弱的生态环

境和产业基础严重制约了农业高质量发展。

该镇坚持问题导向，着力从“林、坝、

地、水”上做文章。按照“系统谋划、整合资

源、统筹推进”的原则，大力实施“山顶高标

准农田、山腰林草绿化、沟底打坝、道路集

水”等项目，达到“水不出沟、土不下山”的

目的，推进立体式生态治理模式，逐步将山

水林田坝草沙治理项目打造成为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工程。

打生态牌、走绿色路。该镇始终坚持

宜粮则粮、宜草则草、宜林则林的原则，全

面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绿色生态网络屏

障。一年多来，该镇依托东梁市级生态振

兴示范村建设契机，共争取资金1000万

元，在东梁、尧坬坡等村完成生态经济林建

设2880亩、道路绿化12公里、庭院经济林

建设200余户，栽植油松、杏树、文冠果等

苗木20万株，实现了由“荒山荒坡”到“百

山一碧”的华丽转变，百亩荒山变成了群众

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同时，推进“千沟坝水”治理工程，木瓜

镇境内山大沟深、地形破碎、水土流失严

重，是府谷县实施拦沙坝工程的重点区域

之一。近年来，该镇坚持治山、治沟、治坡

一体推进，争取水利部门新建小型拦沙坝

29座，现已完成建设14座，总库容1306.21

万立方米，可拦泥库容764.74万立方米，可

淤地面积112.75公顷。“通过层层固土、涵

养水源等形式，有效减少了入黄泥沙，水土

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农业生产条件大幅改

善。”木瓜镇镇长张玺说。

此外，该镇推进“万亩平田”治理工程，

针对全镇7.8万亩耕地、坡地占耕地总量

80%的实际，大力实施坡改梯、高标准农田

等山水林田坝草沙综合治理一系列打基础、

利长远的产业基础项目。全镇已累计完成

土地平整2万余亩，正在实施1.26万余亩，

土地平整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先后实施了滴

灌改喷灌、四位一体补灌、道路集水旱作节

水农业项目，推动传统灌溉农业向现代节水

农业转变，真正让“粮田”变“良田”。

目前，木瓜镇“田成方、林成网、渠相

连、路相通、坝拦沙”的山水林田坝草沙综

合治理模式已初步形成。

多点开花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常塔、木瓜、阳坬村联合社利用川道灌

溉基础优势，引进蔬菜大棚种植能人，发展

大棚果蔬产业，村集体经济每年可实现5万

元以上收入。同时，带动培训及就业农民

160余人次。柳沟村联合社建成传统油

坊，预计村集体可实现收入10万元以上，

前梁村联合社积极引进返乡创业大学生和

技术人才，大力发展肉牛等产业，探索形成

了“秸秆回收—储草饲料—粪污还田—有

机种植”循环农业生产模式，村集体经济年

收益达7.4万元。

这是木瓜镇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

增收的有力见证。2022年，该镇以国家农

业产业强镇（糜子）建设为契机，紧扣“模式

更新、产业更优、基础更好”三个特点，在推

动联合总社抱团发展的同时，积极盘活各

村联合社资源优势，统筹结合种植、养殖、

旅游等主导产业，探索差异化经营方式，多

点开花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2022年，该镇创新产业发展模式，把

三产融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振

兴的有力抓手，积极探索土地“三权分置”，

进一步盘活“旧地新用”。一方面，创新推

行“十村联建、千户抱团”发展模式，构建

起1（镇联合总社）+10（10个村集体经济

联合社）+N（特色产业）发展体系，撬动村

集体经济“清零破万”。另一方面，探索形

成“公司+镇联合总社+村联合社+基地+农

户”的五位一体产业发展模式，逐步建立

思路明确、基础扎实、效益可观的产业融

合发展格局。镇联合总社共带动村集体

经济创收140余万元，全镇10个村集体经

济收入均达到5万元以上，其中，3个村年

收入达20万元以上。

同时，该镇积极引进县农投公司和儒颐

有限公司，建立起“土地流转收入+厂房租金

收入+分红收入+转移性收入+务工收入”

五项收入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了村、企、民

三方共赢。面对土地“碎片化”、经营“分散

化”等不利于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问题，积极

通过连片流转土地、打造万亩有机糜谷基

地等产业链延伸项目，带动机械化种植、规

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全面建链、补链、

强链，有效壮大黄米产业品牌。全年共流

转土地9233亩，带动集体经济直接收益

92.33万元，带动户均增收近1000元。

“木瓜镇立足中国黄米之乡‘国家农业

产业强镇’创建目标，突出绿色有机，创新

三产融合，进一步强龙头、补链条、兴产业、

树品牌、促振兴，努力做好木瓜黄米‘土特

产’文章。”府谷县副县长、木瓜镇党委书记

包晨晨说，今年，全镇将持续增强系统观

念、辩证思维、创新意识，高质量推进乡村

建设、乡村发展、乡村治理各项重点工作，

争当府谷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 农 业 发 展 也 有 大 作 为 ”
——陕西府谷木瓜镇努力创建“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的实践

“开花结果”玉门做强六大特色产业
“瓜果菜猪羊草”助力农民增收，产业振兴逐步走上组织化、集约化、规模化的农业现代化“快车道”

玉门花海蜜瓜 （玉门市委宣传部供图）

包头昆都仑区今年已签约31个项目
签约金额达253.61亿元

本报讯 冯雪 杨恩宁 记者梁喜俊报道 近日，

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举办2023年重点项目春季集中

签约仪式。本次签约项目协议总投资76.8亿元，涵盖光

伏产业及配套、风电产业、数字产业等领域。

今年以来，昆都仑区委、区政府围绕“一核双园、两链

四集群”产业发展思路，深入谋划实施项目建设，奋力以高

质量招商引资、高标准招才引智、高品质营商环境推动高

质量发展。截至2月底，昆都仑区累计对接企业137家，

签约项目31个，签约金额已达253.61亿元。本次签约项

目与昆都仑区产业基础和发展方向高度吻合，将为昆都仑

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亮点、提供新支撑。

在这些项目中，上海摩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

古利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建设的光伏支架、边框

及辅材先进制造产业园项目，总投资50亿元。该项目建

成后，可实现年产值150亿元，新增就业5000人，每年就

地消纳包钢、标达超耐蚀稀土多元合金镀层板带100万

吨以上，补齐包头光伏产业链的主要环节，进一步推动光

伏产业集群发展。

内蒙古赛夫特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建设实施的年产

1万吨高性能半导体材料专用电子化学品项目，将建设

年产集成电路用铜互连电镀液1000吨生产线、年产

4000吨切削液专用材料生产线，增产5000吨高性能半

导体材料硅片清洗添加剂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可实现

年产值2.2亿元。

□ 李凤双 闫起磊

一个项目“从签约到落地”仅用36分钟，一批“拔节

生长”的城市更新项目扮靓城市颜值，不到一年市民“家

门口”就新增了200多处球场……河北省石家庄市加快

打造千亿元产业集群强产业，大力推进城市更新补短板，

盯紧百姓需求惠民生，真抓实干，拼劲十足。

近日，石家庄市正定县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招商

大会。大会现场，在众多客商见证下，河北比邻科技有限

公司用时36分钟，完成了公司注册、办理营业执照、刻制

发放公章、银行开户以及实缴注册资本金等一系列流程，

实现“签约即落地”。

“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在这里干事创业的信心，我们将

尽快推动项目投入运营。”河北比邻科技有限公司投资人

刘向国说。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员工正紧张调试设备，这个投资

超过16亿元的项目有效扩充了企业优势产品生产能

力。“政府多部门联动，仅用两个月就完成了多证同发，让

项目‘拿地即开工’。”公司副总经理郝东波说。

为提升城市能级，石家庄市提出到2025年实现经济

总量过万亿元的目标，明确要打造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现代食品、商贸物流等5个以上千亿元级产业集群。

为此，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大力激发广大干部以“实

干兴‘石’”的担当精神，优选项目、促投资。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行政审批事项实现“全流程网办”。出台一系列

重磅奖补政策，每年拿出专项资金支持企业研发等，去年

兑现奖补资金2.6亿元。

当前，石家庄市正强力推动主导产业发展实现新跃

升，力争年内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两大产业集群率

先达到千亿元级规模。

在做强产业的同时，石家庄市还深入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改善居住环境。石家庄市区东北部曾是钢铁厂、药

厂、机械厂集聚的工业区，“破败”“拥挤”一度是这里的代

名词。如今，石煤机城市更新项目住宅楼封顶开售，新建

成的智慧体育公园成为休闲好去处。废弃的石煤机老厂

区从“工业锈带”变成了“生活秀带”。

石家庄市城市更新集团负责人介绍，石煤机城市更

新项目地块杜绝高强度房地产开发，拿出60%以上的土

地建设公共服务设施，让“清朗”“舒适”成为社区新标签。

据了解，石家庄市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强化新建居住项目容积率2.0刚性管控，按照“缺什

么、补什么”原则，把存量土地优先用于补充教育医疗、公

园绿化等公共服务设施。目前，正加快推进一大批城市

更新重点工程和多个城中村高品质改造项目，优化城市

空间布局。

走在石家庄市区街头，一处处运动球场成为令人印

象深刻的“风景线”。为给市民打造“家门口的运动圈”，

石家庄市利用拆违腾退地、街旁空闲地及城市广场等，规

划建设了一批球类运动场。石家庄市体育局副局长吴丽

艳说，目前全市已有200多个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

场建成投用。接下来将完善球场管理，继续选择合适地

块建新场所，满足市民需求。

提升小街巷、改造老旧小区，让“老”居民过上“新”生

活；建设民心步道、街旁游园，努力实现“300米见绿、500

米见园”；加快“烂尾楼”整治、解决房地产遗留问题……

新的一年，紧盯群众需求，石家庄市持续加大民生改善力

度，努力为市民增添更多可感可知的实惠。

强产业 补短板 惠民生
——河北石家庄市高质量发展新观察

新闻速递

产业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