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巍 巍 太 行 山 振 兴 正 当 时
乡村振兴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和牵挂的大事。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

巍巍太行山，纵跨京、冀、晋、豫四省市，打赢脱贫攻坚战、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刻画在许多大山深处的村庄。

全国两会期间，河北日报携手北京日报、山西日报、河南日报开

展联动报道，聚焦四个太行村落，邀请四地代表委员，同看山乡

变迁，共话振兴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龙泉镇刘寨
村党支部书记程玉珍：

能人带头让小农户
与大市场有效衔接

山西日报记者 邓伟强

【太行新名片】

坐落在太行山上的山西省长治市壶
关县龙泉镇刘寨村，过去交通不便、信息
闭塞，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近年来，该
村探索出“党支部+专业合作社+能人大
户+农户”模式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成立6
家牛羊养殖场，建起酒厂，打造了民俗一
条街，形成了农业调产绿色先行、农副产
品加工跟进、乡村旅游互动发展的格局。
如今，村里破旧屋舍被一栋栋整齐的楼房
取代，农田里一座座现代化蔬菜大棚连排
成片，村民年人均纯收入超万元。

对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龙泉镇刘寨
村村民来说，这几年，村里的变化可谓一
年一个样。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大伙
儿劲往一处使，挖山修路、填沟建房、开
荒造地，2016 年在全县率先实现整村脱
贫，建成了环境优美、产业兴旺、和谐稳
定的新农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超36万元。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如何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
是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龙
泉镇刘寨村党支部书记程玉珍一直思考
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
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程玉珍委员介绍，沿
着这个方向努力，刘寨村逐步探索出了

“党支部+专业合作社+能人大户+农户”

的发展模式，把党支部建在村级产业上，
把党小组建在致富项目上，把党员作用发
挥在先锋示范岗位上，“让能人带头，村集
体兴建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再带动农户发
展致富项目，密切利益联结，实现小农户
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目前，按此模式，
刘寨村已先后投资 320 万元，建起 108 座
大棚发展蔬菜种植。

除了对内挖潜力，刘寨村还积极从外
争取项目、引进资金。光伏发电站、养羊
场、养牛场、养猪场、小杂粮加工厂、酒厂、
民俗一条街……目前，村民们期盼的“户
户有产业项目、人人有挣钱门路、家家有
收益分红”已成为现实。

“脱贫攻坚战期间，党和政府为我们
出了很多好政策、想了很多好办法，老百
姓的日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但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注意到，国家级脱贫
摘帽县在发展特色产业方面仍存在一些
短板。”程玉珍委员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乡村特色
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
贫。”对此，程玉珍委员建议，应进一步加
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产业引
领，重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各
地因地制宜确定特色产业主攻方向，把资
源变产品、产品变商品，并重点支持农产
品的保鲜、存储、运输等环节，强化科技赋
能，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
书记裴春亮：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拓宽农民致富渠道

河南日报记者 李虎成 代 娟

【太行新名片】

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位于太行
山南麓，土薄石厚、十年九旱。2005年，全村
595口人里有17个光棍汉，村民吃地窖水、
走泥土路、住土坯房，是一个年人均收入不
足千元的省级贫困村。这一年，在外率先致
富的裴春亮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
民“听党话、跟党走、同创业、共致富”。如今，
裴寨村已发展成为入住1.2万多口人，自来
水、天然气、学校、卫生院等基础配套设施齐
全，年人均收入2.3万多元的全国文明村。

近日，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的
产业园内，5 栋食品级标准化厂房已经交
付，综合大楼也拔地而起，另有 2 栋厂房正
在进行钢架搭建。

“7 家酸辣粉、粉条等省内外知名企业
即将入驻，首期用工就需要 1000 余人。”全
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
支部书记裴春亮说，园区总投资20亿元、占
地 2000 亩，规划打造以红薯研究、种植、深
加工、电商销售为一体的全链条产业园。

为啥要发展红薯产业？裴春亮代表说，
裴寨村地处太行山区，地少、水少、石头多，
不打粮食却盛产红薯，“过去没有产业，红薯
附加值很低，许多吃不完、卖不掉的都烂在
了窖里。”

裴春亮代表还算过一笔账，在辉县北部

山区，种植一亩红薯成本 700 元左右，应季
鲜食红薯售价 0.5 元一斤，每亩净收入约
1800元；经过贮藏错季销售每斤售价可达1
元以上，每亩地净收入4300元以上。

“红薯还能加工成淀粉，制作粉条、粉
皮、红薯蛋糕等产品。”裴春亮代表说，“按每
10斤鲜红薯产出2斤淀粉算，可加工成12碗
酸辣粉、卖出近百元，附加值能大大提升。”

2015年，围绕红薯产业，裴寨村搞起“红
薯革命”，先后成立红薯种植合作社、创办裴
寨村跨境电商平台、注册“裴寨村”商标，并
购进现代化设备，重点生产深加工产品。

日产24万箱、144万桶，消耗43万斤红薯
粉条——2022年，裴寨村仅加工生产红薯酸
辣粉一项就实现年产值3.5亿元。裴春亮代表
说，产业园全部达产后，年产值预计可达10亿
元，可拉动红薯种植、加工、调味品、包装印
刷、冷链物流、电商零售等产业协同发展。

发展高效农业、扩建商业街、创办股份
制企业、开发旅游业……这几年，一件件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事，让裴寨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大变化，也让乡亲们圆了“人人有活
干，家家有钱赚，户户是股东”的致富梦。

“乡村振兴不怕慢，就怕断，只要干就会
变！”裴春亮代表表示，作为村里的“领头
羊”，更要走一步看两步，超前谋划三四步，
始终不离党支部，领着老百姓走正路，“接下
来，我们还要打造全国红薯产业集群，带动
南太行15万父老乡亲共同富裕。”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

以红色文旅跨域联动
激 发 老 区 新 活 力

北京日报记者 陈 强

【太行新名片】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长峪城村，地处太
行山北端。村内的城堡始建于明正德十五年
（1520年），是长城沿线的重要节点。抗日战争
期间，这里是南口战役的重要战场，留下了可
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和革命文化遗产。2013年，
长峪城村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
年来，该村依托古长城、古村落、红色文化等
历史人文资源，打造“长峪关城、戍边古村”特
色品牌，探索以红色旅游振兴乡村的发展路
径，让革命老区焕发了新活力。

近年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
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始终关注着太行山
小山村——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长峪城村
的发展与变化。

2015 年，连玉明委员在开展北京长城
文化带研究过程中初识长峪城村。在大量调
查研究基础上，他带着《关于牵手冬奥会，打
响长城牌，加快规划建设长城脚下的美丽乡
村的提案》参加了 2020 年召开的全国政协
十三届三次会议。谈起提案初衷，连玉明委
员表示，就是想以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
奥会为契机，把长城脚下像长峪城村这样的
传统村落找出来、保下来、串起来，修复好、
利用好、宣传好，“让长城脚下的美丽乡村

‘火’起来。”
随着对长峪城村的持续关注，连玉明委

员对太行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认识也越来
越深入。在他看来，助力革命老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
在传承红色文化、充分释放红色资源的强大
影响力、吸引力上做文章，“今年我又带来了

《关于建立革命老区红色文化旅游融合跨区
域联动发展的提案》，希望能为激发老区新
活力贡献力量。”

在连玉明委员看来，革命老区大部分位
于多省交界处，比如长峪城村，就位于北京
与河北的交界地带。突出红色主题、深化区
域融合，将是革命老区破解区域协调发展掣
肘的重要驱动力。他建议，一方面，可通过跨
区域联动系统挖掘红色文化蕴含的精神内
核、价值观念，凝聚起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
协同合力；另一方面，针对革命老区经济发
展相对滞后、现代产业体系尚未完善、基本
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等短板，充分利用区
域间优势互补，让文化成为引领和支撑革命
老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连玉明委员表示，更为重要的是，要加
快推动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与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提升红色旅游设施
及服务品质。他建议，通过打造特色旅游品
牌，创新乡村文旅发展新业态，形成“红色旅
游+乡村旅游+城市旅游”的全域旅游产业
发展新格局；推动文化与旅游、农业、娱乐、
教育等多种产业融合发展，走出一条革命老
区后发赶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太行新名片】

河北省顺平县大悲乡北大悲村地处
太行山浅山丘陵地带，过去，因荒山多、
耕地少、灌溉条件差，粮食作物种植收益
低，村民基本靠天吃饭。2014年，河北农
业大学、顺平县政府、顺农果品现代农业
园区在此共建“太行山道路第一驿站”，
由孙建设教授团队提供技术，园区负责
主体建设与运营，河北农业大学和当地
政府给予一定支持，成为深化科教兴农

“太行山道路”的新探索。

近日，走进位于河北省顺平县大悲
乡 北 大 悲 村 的“ 太 行 山 道 路 第 一 驿
站”——顺农果品现代农业园区，漫山的
苹果树行距、株距整齐划一，树间还分布
着和计算机控制室“遥相呼应”的天线、
传感器，现代感、科技感十足。

“这座果园最大的特点是规模化、机
械化、产业化，并且可复制。”全国人大代
表、河北省农业创新驿站首席专家、河北
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孙建设说，“在这
片园子里，从病虫防控到土壤管理，从整
形修剪到果实采收，都可以通过机械装
备部分或全部实现，有效解决了传统果
园管理费时费力、果品品质缺乏竞争力
等问题。”

但 在 园 区 建 设 之 初 ，也 曾 走 过 弯
路。“那是 2012 年，我从村里流转了 1000
多亩山地准备搞林果种植，因为没技术、
缺经验，砸了很多钱也没听见个响儿。”
园区负责人焦金同说。

转变发生在“太行山道路第一驿站”
创建后。以新型矮砧密植栽培模式种植
苹果，虫情测报仪、小型气象站、静电弥

雾机、肥水一体化设备等“高精尖”装备
一应俱全……几年间，凭借在果树种植
方面的科学管理，昔日贫瘠的荒山土坡
已经变身“花果山”，成为带动周边村民
增收致富的“新密码”。

“目前，太行山仍有部分地方资源禀
赋不足、产业基础薄弱。如何有效提升
产业科技含量、发展质量，是这些地方一
直在探索的课题。”孙建设代表说。

依托“太行山道路第一驿站”发展壮
大起来的顺农果品现代农业园区，则为
破题提供了示范。

“要想助力果品产业做大做强，科研
成果先得接地气，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
广的高效模式，才能产出高效益。”孙建
设代表说。通过打造“政府引导、专家参
与、企业发展、群众受益”新模式，目前，

“太行山道路第一驿站”已经完成了向
“保定太行山创新驿站”，再到“河北省农
业创新驿站”的升级迭代，成为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的孵化器、现代职业农民培养
的大学校、农业品牌培育的催化剂，平台
效益日益显现。

如今，农业创新驿站已涉及蔬菜、
果品、杂粮、中药材、养殖、苗木、盆景
等十大类 35 个特色农业产业，初步搭
建 起 一 个 引 领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的 创 新
网络。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农业科
技和装备支撑。”孙建设代表说，“要让
农 业 创 新 驿 站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加 油
站’。目前，我们已完成对保定市阜平
县乡村产业的全域扫描，并精选 34 家涉
农小微企业进行对接，接下来还将派出
专家团队进驻，全力助推乡村特色农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

▲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龙泉镇刘寨村蔬菜
大棚。 山西日报供图

▲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初心广场。
裴春亮供图

▲大山之中的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长
峪城村。 宋建国摄

▲位于河北省顺平县大悲乡北大悲村的“太
行山道路第一驿站”。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编者按】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农业创新驿站首席专家、
河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孙建设：

让农业创新驿站成为
乡村振兴“加油站”

河北日报记者 张怀琛

2023年3月10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聂书雪 视觉编辑：刘欣瑜

6共同关注共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