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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

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和“河套灌区要发展现代

农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把高标

准农田建设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

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

手，以创建国家农高区为引领，以耕地

质量提升促进粮食稳产高产，以高标准

农田建设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河套灌区

1358万亩耕地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232万亩，规模和效益走在了全区

前列，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应有

贡献，让中国碗里盛更多河套粮。

2023年3月22日，农业农村部公示首

批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名

单，巴彦淖尔市河套灌区成功入选。

坚持高位推动。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

生产基地、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根本大计，事关地区长远

利益和根本福祉。巴彦淖尔市高起点

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实施，由党

政主要领导牵头主抓，科学编制高标

准农田建设“十四五”发展规划、2021~

2030年十年发展规划、484万亩盐碱

化耕地“改盐增草兴牧”示范工程规划，

制定出台项目管理、竣工验收等一整套

制度机制。通过旬调度、月通报，逐级

压实责任，形成工作闭环，构建起目标

清晰、责任明确、工作紧凑、推进有力的

工作体系和责任体系。围绕发展现代

农业的主题，动员组织各级各地从建设

高标准农田、提高粮食产量、发展农畜

产品精深加工业、创建优势特色品牌

等全链条全流程用劲发力，通过大抓

招商、大抓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牧业

强市。

坚持大破大立。针对河套灌区耕

地碎片化、盐碱化、地力等级低的实

际，实行“三打破、五统一”整治模式

（打破农户的承包界、打破杂乱的地块

界、打破混乱的渠沟路布局；统一开挖

渠沟、统一修整道路、统一平整土地、

统一建设水利工程、统一营造防护

林），将耕地重新分配，推行“一户一田

制”管理模式，竣工验收后明确运行管

护主体，建管并重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

益。通过破立并举，实现了“田成方、林

成网、渠相通、路相连、旱能灌、涝能排、

盐渍降、土肥沃”，亩均节水20立方米

以上，新增耕地1.5%左右，森林覆盖率

提高了1.35%，粮食产能提高10%以

上，土地流转收入每亩提高500元以

上，亩均节约成本90多元。支持龙头

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加快土地流转，为

促进农业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创造了条件，巴彦淖尔市推进农村牧

区土地健康有序流转的改革经验入选

“中国改革2020年度典型案例”。

坚持机制创新。建立市级统筹、

旗县区和市直部门分工负责工作机

制，农民代表、村民小组长、嘎查村支

书、苏木镇长、农牧部门负责人、旗县

区政府“六方”签字选址立项，民主推

进规划设计。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

性，面对面宣传政策、一对一指导服

务，组织农民外出观摩、示范带动，引

导群众算清“投入和产出账”“当前和

长远账”，做到“五同意”（同意农田水

利项目建设、同意大破大立土地调整、

同意出工和植树、同意社会矛盾自行

解决、同意率达到85％以上）。在国

家有关部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大力支

持下，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有

效整合涉农项目资金，撬动金融和社

会资本积极参与。加强项目建设管

理，强化激励考核，村民代表全程参与

监督，确保工程质量和资金安全。

坚持科技引领。巴彦淖尔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于2022年4月

经国务院获批建设，成为全国9个国家

级农高区之一。巴彦淖尔市依托这一

国家级创新载体，与中科院、中国农业

大学等17家科研院所合作，聘请中国

工程院院士任发政为农高区战略顾问，

共建河套灌区耕地质量提升技术应用

推广中心、农业高效节水技术创新中

心，围绕地力提升、盐碱地改良、面源污

染防治，深入开展研究，提供技术支撑，

努力实现“两年成型、五年成势”的发展

目标。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行引黄

滴灌喷灌、水肥一体化等高效节水技

术，推广土专家自主研发的便携式滴灌

设备，建成7个节水示范园区、总面积

20万亩。柔性引进院士专家团队，研

究集成盐碱地改良技术模式10余项，

5万亩试验示范项目成为全国样板区，

盐碱地改良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荣登“中

国三农创新榜”。

坚持整市推进。经过近年来的实

践探索，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效应日

益明显，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意愿日趋

强烈，在全社会形成了广泛共识，具备

整市推开的条件。今年，巴彦淖尔市

抢抓国家新一轮整区域高标准农田建

设试验示范项目机遇，统筹抓好规划

编制、立项申报、协调争取等工作，全

力以赴争取整区域推进全国试点，计

划用3~5年的时间，实施农田基础建

设、土壤地力提升、深度节水控水、绿

色农田建设、农田信息化建设、长效管

护利用六大类 19 项工程，把全市

1089.53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

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稳产高产、节水

高效、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本文由巴彦淖尔市委改革办提供）

□ 梁中凯 刘笑利 纪 业

风吹大地暖，栗乡百花开。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新变化，迁西百

姓看在眼里，乐在心间。

“全县上下要把热情和干劲凝

聚到‘三农’工作上来，真正为父老乡

亲谋福利，通过清单化管理、项目化

落实、工程化推进，努力走出一条具有

迁西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河

北省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迁

西县委书记李贵富在县农村工作

会议上畅想迁西乡村振兴的宏伟

蓝图。

迁西，地处河北省唐山市北部，

滦河中下游，燕山南麓、长城脚下，呈

“七山二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

的自然格局，是著名的“中国板栗之

乡”，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全国村庄清洁行动

先进县等。

新春伊始，全县上下正以“一刻也

不能停、一步也不能错、一天也误不

起”的战斗状态，全面推动农业增效、

农村增靓、农民增收，全力打造乡村振

兴最美迁西样板，奋力开创“京东旅游

胜地、燕山生态明珠、宜居宜业新城”

建设的崭新局面。

以净为底，以靓为形，乡村美起来

“充分利用好当前农闲的有利时

机，打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实

现村庄整治全覆盖、无死角，让群众住

得更舒心、迁西名片擦得更闪亮。”

李贵富信心满满。

迁西，谋定而动！

健全制度，大家动起来。1月31日，

新春伊始，年味正浓。迁西县四大班

子便开始走村入巷，以“解剖麻雀”

的形式进行了观摩拉练，在春寒料

峭中对26个村进行人居环境整治观摩

剖析。

“公路沿线及村庄是否干净？”

“垃圾箱、垃圾桶等设备是否完好

无损，保洁员是否做到垃圾日产日清，

保洁公司是否做到清运及时？”

“生活污水排放是否得到有效管

控，村内街道是否污水乱流？”

“农户厕所是否做到应改尽改，是

否全部整改到位？”

“街道硬化、村庄绿化、亮化和美

化是否达标？”

“村内是否有‘一村一品’特色产

业和特色文化等内容？”……

乡村振兴没有休止符，人居环境

整治永远在路上。

奔走于连村道路、清理着河滩沟

渠、打扫着背街小巷……迁西人，行动

起来了。以《迁西县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

2025年）》和《迁西县农村人居环境卫

生保洁工作考核方案》为依据，迁西强

劲拉开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序幕。

全员行动，村庄靓起来。用脚

步冲破冬寒，用双手绘制春天。为

了环境更美，为了村庄更靓，全县上下

迅速凝成共识，形成了“全民参与、全

员动手”的生动局面。

“借着全县人居环境整治的东风，

村里的‘半边天’搞起了劳动竞赛。”迁西

县尹庄乡磨石庵村党支部书记高淑飞

干得热火朝天。

人人一把号，共吹一个调。

县农业农村局按照“数量服从质

量、求好不求快”的原则，改造提升农

村户厕1800座;县住建局落实“乡镇

保洁收集、企业转运、县级处理”的市

场化保洁机制;县环保局推进生活污

水和厕所粪污一体化处理，高质量完

成26个村的生活污水治理任务;县

交通运输局实施好乡级公路三级改

造和村级公路连网工程，年内改造农

村公路129.4公里;实施全域整治、全

面清除违建、精心打造节点、建设生

态庭院、匠心打造精品，洒河桥镇“五

力齐发”……

结合爱国卫生运动，全面清理垃

圾污水、私搭乱建、乱堆乱放，推动村

庄环境整治常态化、持久化。坚持常

态评比、观摩剖析等机制，采取明察

暗访、随机抽查、实地检查、走访群众

等方式，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督导

检查。

干部带头、党员先行、群众跟进，

凝聚了共识、凝聚了民心，瞄准了目

标，夯实了措施，迁西干部群众共建美

好家园的热情空前高涨。

成效斐然，百姓笑起来。举目，佳

树葳蕤；行走，花香萦绕。绿海舞锦

带，碧水照天蓝。用绿装点群山，用美

扮靓乡村。

“现在，无论走进村内的哪条小

巷，都是干干净净的。”董大哥作为新

庄子镇牵马岭村的老党员，在环境整

治中冲锋在前。

卫生清理、粉刷墙面、庭院打

造……一条条道路宽阔整洁，一座座

农家小院干净敞亮，一面面文化墙体

图文并茂，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的村庄，

显得格外美丽。

迁西县将以“栗海香韵”示范片

区24个村为重点，依托国家板栗公园

建设，突出特色、打造亮点，建设一批

精品村、精品线路，使美丽乡村建设

呈现连线成片、精彩纷呈的局面。

一年之计在于春，建功立业正

当时。

宽阔平坦、干净整洁的街道，洋溢

着幸福笑声的美丽庭院，跃动的志愿

红不断刷新着村庄的底色……每一

个细节都彰显着乡村振兴的生机与

活力。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既是关系发

展的重点工作，也是关乎民生的实事

工程。迁西县四大班子领导包乡镇、

乡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片、党员包

户的包联责任制，形成了全党参与、

全民动手的生动局面。全县上下用

激情和汗水绘就了一幅乡村生态建

设的壮美画卷！

文化铸魂，精神赋能，村民乐起来

畅游古长城，醉卧桃花林。山桃

花盛开，长城宛如一条巨龙安卧在一

片香雪海中。榆木岭村一场别开生

面的桃花盛宴，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

而来。

“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形成了迁

西独有的滦河文化、边塞文化、长城文

化、红色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有

力支撑。”李贵富介绍。

以文载道，为乡村振兴“铸魂”。

106公里明长城、36亿年太平古岩、

26亿年大洋地壳遗迹……迁西地域

文化资源底蕴深厚。

手舞东风转、肩扛南天松、牙咬北

海塔、口挑百战旗……新集村一场中

幡表演引得村民连声叫好，舞幡表演

者将10余公斤重的明丽幡旗舞得虎

虎生风、缨络纷飞。

“乡村是非遗文化传承的沃土！”

花灯非遗传承人戴福文说道。

迁西县多措并举，深入挖掘本土

特色文化，加强非遗项目保护与传承

工作，实施非遗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截至目前，共有洒河花灯、忍字口背

杆、滦河石雕等40个项目相继列入

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深厚的乡村文化底蕴，是乡村振

兴的精神动力。

迁西培育多种文化活动载体，让

村史、古树、古井、老房子、老照片、老

物件传承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忆。

广泛开展“美丽庭院”“最美家庭”创

建评选活动，把文化墙、小广场作为

弘扬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窗口，

展示尊老、孝亲等传统文化，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好家风带动好

民风。

以文化人，为乡村振兴“赋能”。

如果说挖掘本土文化是一种文化自

觉，那么这些散发现代气息的文化品

牌坚定了迁西人的文化自信。

文化进万家、戏曲进农村、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村庄在浓厚的文化氛

围中不断发展；桃花节、梨花节、栗花

节……村民在文化活动中乐了起来。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

戏……”初春时节，一场群众自发的好

戏在新集镇代各庄村拉开帷幕。

“台上都是咱村的村民，农忙时拿

起锄头，是田间行家里手；农闲时精心

装扮，是台上生旦净末丑。”新集镇代

各庄村党支部书记马海丰介绍。

文化平台是发展的基础，如何借

助载体破题，迁西人胸有成竹。

“都快过来，我在书屋等你们。”白

庙子镇横河村的田秀莲正在微信群

里呼喊姐妹们。30多平方米的农家

书屋内，5000余册图书整整齐齐，文

学、医疗、少儿等种类应有尽有，电

脑、扫码器一应俱全，借阅起来十分

方便。

无独有偶，汉儿庄镇板栗大户王

春怀同样因此受益。“要说农家书屋，

可是起了大作用，在这里学习了先进

的剪枝技术，增产了30%左右！”

2022年，迁西县开展新时代乡村

阅读季、“我的书屋·我的梦”等活动共

计约1700场次，让百姓在阅读中找到

“致富经”。目前，全县417个农家书屋

现有图书50万余册，期刊7000余册。

以文富民，为乡村振兴“强基”。

灰色浮雕、国学典故、诗词名句，与古

香古色的建筑风格浑然一体、相得益

彰。作为“河北国学第一村”，东莲花

院镇马家沟村，以国学文化为依托，集

国学体验、农耕体验、休闲采摘、农家

美食为一体，探索出了一条“文化兴

村、产业富民”之路。

马家沟村只是以传统文化助力乡

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迁西县

依托秀美的山水资源、浓厚的文化底

蕴，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目前已建

成2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点、5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3个省

级乡村旅游示范点、19个市级乡村旅

游示范村（点）。

都说迁西美，因为这里山水有诗，

风景如画。而迁西真正的美，更在于

每一个村庄都散发各具特色的文化

气质。

中国板栗第一村——汉儿庄镇杨

家峪村依托板栗文化，先后建成“板栗

文化长廊”“百年栗林”“归巢部落”“栗

精灵创意乐园”等景观，大力发展生态

观光农业。

迁西县作为唐山市第一个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大力实施“旅游兴县”

战略，做好文旅融合发展大文章，让文

化“落地生根”、旅游“开花结果”，先后

荣获“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县”“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最美中国

旅游县”等荣誉称号。

依燕山，长城耸立，邻滦河，绿波

荡漾。迁西依托长城文化，沿线打造

云天漫步、归巢部落、欢喜山庄等精品

民宿……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之路全

面铺开。

以绿筑基，以富固本，口袋鼓起来

山峦起伏，坐拥江南水韵；万里长

城，依山就势蜿蜒起伏。

作为京东旅游胜地，迁西县有着

无与伦比的良好生态资源。山水的美

妙组合，决定了独具特色的富民产业

发展新模式。

因绿而富——做好“特色化”文章。

迁西多山。迁西人将治山文章做得风

生水起。“有山皆有绿”成了人们对迁

西这个纯山区县的共识。20世纪80年

代，迁西以首创“围山转”整地造林样

板模式闻名全国。如今的迁西形成了

“山顶松槐戴帽，山间板栗缠腰，山脚

瓜果梨桃”的立体荒山绿化模式，林地

面积已达13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63.5%。“全国绿化模范县”等多张靓

丽名片实至名归。

为山披绿“赚”来了生态，更“赚”

鼓了村民的口袋。

“迁西不仅山好水美，软糯香甜的

板栗更使人欲罢不能。”很多外地人

提起迁西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提起迁

西板栗。目前，迁西板栗种植遍面

积已达75万亩、5000万株，常年产量

8万吨。

“加入合作社后，板栗收购价格比

附近每斤高出2元，一年增收2万多

元。”喜峰口板栗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刘

国红掐着指头算了一笔账。成立于

2006年的喜峰口板栗专业合作社，

是河北省第一家板栗专业合作社，

现在已辐射带动农户3万余人。目

前，全县板栗专业合作社已有300余

个，板栗深加工板栗企业35家，相继

开发出小包装板栗仁、板栗罐头、板

栗粥、板栗酒等20余个品种，深受市

场欢迎。

截至目前，全县板栗产业产值已

突破25亿元，全县栗农因栗人均直接

收入5000多元。板栗成了迁西人的

“铁杆庄稼”。

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

特”为发展方向，该县大力发展以

板栗、葡萄、安梨、猕猴桃等为主的

特色林果，以栗蘑、香菇、羊肚菌等

为主的食用菌，以林薯、林药等为

主的林下经济，全年食用菌产量达

到2万吨，林下经济达到10.5万亩，

让特色农业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绿

色银行”。

因美而兴——做好“融合化”文章。

举目皆美景，人在画中游。

作为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迁西

群山披绿、碧水畅流，自然景观浑然天

成，蓝绿空间占比高达90%。

新集镇石庄子村，是一个只有

110 户的小山村，这里四面群山环

抱，石路曲径通幽，青砖灰瓦，木门

石墙，杏花香弥漫每个角落。石缘

雅居民宿主人白长松夫妻正在厨房

里忙活着，为前来游玩的客人准备

午饭。

“幽静的清新空间，让人心旷神

怡。上山赏花、下河捕鱼、品尝农家

饭，全家玩得不亦乐乎！”来自唐山市

区的张帅每逢假期都会带着家人来这

里度假。

“一年四季都不愁客人，我属于在

家躺赚！”白长松打趣地说，自从他们

村环境变美后，前来体验民宿的游客

络绎不绝，预计今年食宿收入可达

10多万元。

农业插上旅游的“翅膀”，大力推

行“农业+文旅”模式，按照A级景区

标准完善村旅游配套设施，积极推进

乡村旅游示范点创建A级景区，努力

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截至目前，全

县共建成乡村旅游特色村15个、森林

村庄28个、精品民宿8个。2022年，

全县共接待游客401.25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36.11亿元。

因业而强——做好“产业化”文章。

3月20日，在风景如画的上营镇瓦房

庄村，总投资72亿元的华源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是迁

西目前投资最大的水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建成后装机容量1000兆瓦，属于

迁西县全力推进的重大引领性项目和

着力构建的支撑县域经济发展的“四

梁八柱”项目之一。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今年以来，迁西县建立招商项目、

在建项目“双目录”“双包联”机制，充

分发挥以商招商作用，引导县内企业

靠大联强，强力做好把行业领军的大

集团、大企业、上市公司引进迁西、留

在迁西。

今年39岁的张振福是土生土长

的迁西人，在外地打拼多年，2020年

回乡成立了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带

动周边农户规模化种植食用菌。目

前，已投资1亿多元，建成现代化食

用菌大棚 130 个，年产鲜香菇 1000

万公斤，解决就业600余人，实现年

营业收入 8000 余万元，人均增收

34000元。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东莲花院镇是个典型的山区小

镇，2017年起，构建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

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发展格

局，成为河北省“国家田园综合体”试

点，形成“企业有效益、集体有股份、群

众有收入”的“633”利益分配机制，被

誉为乡村振兴的“山区样板”。其核心

项目“五海猕猴桃庄园”年接待游客能

力已达30万人次。

今年以来，迁西县严格落实重点

项目专班服务机制，深入开展项目手

续集中办理季、项目集中开工月、项

目集中会商周、项目集中验收日等活

动，形成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建

设、快投产的高效闭环链条。2023

年，全县计划实施重点项目140个，

总投资 779.85 亿元，当年计划投资

147.18亿元。

春风化雨润田塍，砥砺奋进新征程！

青山无语，行胜于言。迁西，在打

造乡村振兴最美迁西样板的道路上铿

锵前行！

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最美“迁西样板”

巴彦淖尔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迁西县东莲花院乡东城峪村 李少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