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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7 月 30 日电 （记者 张志龙
邵琨） 记者 30 日从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发布会上了解到，山东近日出台 24条具体支持

措施，加快推动乡村振兴和巩固提升脱贫攻坚

成果。

据介绍，山东省委农业农村委员会近日印

发 《关于加快推动乡村振兴和巩固提升脱贫攻

坚成果的支持政策》，围绕村庄规划、合村并

居、土地、财政、金融、人才、乡村治理、重

点工作、脱贫攻坚、考核等 10 个方面，制定

了 24条具体政策。

比如，山东提出要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

要求 2019年基本完成村庄分类；2020年在县域

层面基本完成村庄布局，有条件的村可单独编

制村庄规划，做到应编尽编。围绕盘活农村土

地资源，山东明确涉农市县每年安排不少于

10%的用地指标，保障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新

增建设用地需求；鼓励各地探索“点状”供地模

式，稳步开展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

等政策。

山东还提出支持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农村领

域，开展“千企助千村”活动，引导鼓励国有企

业、民营企业和各类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和脱贫

攻坚，提出对工商资本年实际新增投资 1 亿元

以上的乡村振兴项目，由省市县财政联动按实

际新增投资额的 1%给予奖补。

为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山东要求对因

病因学因灾因意外等可能致贫的困难群众，及

时发现，建立台账，制定帮扶方案，符合低保和

临时救助等条件的及时给予救助；符合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条件的，自建立台账之日起享受扶

贫政策，达到贫困人口退出标准后及时销号。

李孟涛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派驻山西大

宁县道教村的第一书记。他在村里的办公室兼

宿舍，面积不大、锦旗很多。村民们说，这个“80
后”李书记是“不一样的人”。

党员穿上了“红马甲”

李孟涛到村后第一件事就是抓党建。他和

老支书商定，每月一次的党员生活会“雷打不

动”。谁没来开会，李孟涛就给谁去电话。一次、

两次，来开会的党员明显多了起来。

“你认真了，他就认真了。”李孟涛说。

村里大事小情上会讨论，起初大家都不发言，

李孟涛就带头，让大家挨个来。在他看来，多数时

候沟通不通畅，是因为理解不到位、交流不充分、

参与感不强，所以出去的声音就不一样。开会时，

李孟涛最爱说一句话：“在座的都不是普通老百

姓，我们是党员团队，是村里不一样的一群人。大

家有意见尽管提，出了这个门，就要统一声音，因

为我们每个人都代表支部的集体形象。”

时间长了，个别不认可、不参与村集体事务

的党员，也渐渐消除了质疑。

2017年冬天，李孟涛从网上订制了一批红马

甲，胸口印着大大的“共产党员”四个字。从此，

村里多了一群义务清垃圾、修水渠、便民理发、扶

贫帮困的“红马甲”。

“有事要来支部办，没事想来支部转”。不知

不觉中，老百姓把党支部和村“两委”当成了可信

赖的依靠，把党员干部看成了身边的榜样。2017
年以来，道教村先后有 8名返乡青年递交入党申

请，5人被吸纳入党，新组建的村“两委”班子吸纳

了两名“80后”。

今年“七一”，村支部组织全体党员举行升国

旗等“九个一”党员集体活动。清早不到六点，李

孟涛正洗漱，已经有人来敲门。在县里打工的党

员房教清专程赶了回来；腿脚不好的老党员房宿

政拄着拐杖，也出现在大家面前；7 点不到，人到

得齐刷刷的。

当天，除去在外务工的流动党员，一共有 24
人参加了活动，是人最齐的一次。

“扫雪风波”和“改水图”

去年冬天，山里下了两场大雪。雪停后，李

孟涛组织大家去扫雪，在新建的村民微信群里发

了条通知。

这时，有人在群里说起了风凉话，“让村干部

去扫”“让党员去扫”“让贫困户去扫”……李孟涛

迅速组织了几句话：“路是咱道教村自己的路，扫

雪的是咱道教村自己的人；咱道教村是文明村，

咱们人人争当文明人哈！”

把信息发到微信群里，李孟涛扛起扫帚出

了门。

很快，大家伙三三两两汇集到了主路。大家

齐心合力、有说有笑，一会儿雪就扫完了。李孟

涛组织大家拍了张合影，然后把照片发到了微信

群里，村民纷纷点赞。

李孟涛刚到村里时，自来水还没通。他来的

头一晚，宿舍的瓮里没水，是老支书从家里提了

一桶水，至今他仍记忆犹新。

没有自来水，村民生活很不方便。李孟涛走

村入户摸底测算全村多少户、大约需要多长的管

道，还请当地村民画了一张“改水图”。县水利局

看到图，马上拍了板。支部会上，李孟涛又提议

村里按户划片，由党员义务抄水表，1 人负责 10
户，两个月一次，对口联系。经过讨论、表决，这

件事很快就定了下来。

今年 4月，村民吃上了自来水，收水费的问题

也解决了。

一变成二、二变成三

道教小学是中心小学，覆盖附近几个村。新

任校长比李孟涛早到几天，有一次他和李孟涛说

起学校没有校园广播，每次升国旗只能用手机播

放国歌；学校没有自来水，老师们只能提着水上

楼。

李孟涛通过国家卫建委积极协调社会力量，

很快争取到了帮扶资金。问题解决后，学校还设

立了励志奖学金，学生明显回流：2017 年这里只

有 18个学生，短短两年，增加了 20个。

“孩子上学回流，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突出表

现。”驻村帮扶的大宁县文化局局长刘永芳说。

在农村，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李孟涛

常想：把一是一、二是二的事完成后，怎样能使一

变成二、二变成三？

过去，村民收获的甜瓜销量小，卖不出去只

能烂掉。李孟涛就想，瓜品质好，能否通过电商

销售？他带着 3名返乡青年，组建了党员创业青

年团队，通过卖甜瓜这个事，把开网店的流程走

了一遍，还注册了商标；跑到省里，找熟人、找部

门、联系高校，整整四个月像被“扒了一层皮”。

微店运营头一个月营业额就达 4万多元。

接 着 ，村 里 又 成 立 了“ 集 体 合 作 社 扶 贫 车

间”，纳入了更多销售品种。2018年 11月至 2019
年 2 月过年前后的 4 个月，合作社累计实现销售

额 130多万元，带动 20多名村妇女参与务工，4个

月人均增收 3000多元。

李孟涛说，人的创新潜能，有时是被“逼”出

来的。2018 年底，道教村提前实现整村脱贫，还

被中央文明委评选为“全国文明村镇”。

最近，听说这个“不一样的人”快走了，村民

们都舍不得。有人哭了，李孟涛也哭了。

嫁人不嫁金大田，村里垃圾

堆成山，这是以前外界对浙江省

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金良社区的

评价。如今，走进金良社区，生态

公园取代了垃圾成山，老旧民宅

经过改造，再现水墨江南的魅力，

一批文创企业连续入驻，金良社

区焕发出重生的活力。

搬走“垃圾山”，崛起“生态园”

去年台州行政村调整，原金

大田村与新良居村合并成为金良

社区。对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生态

嬗变，金良社区主任金士桥是见

证者和推动者之一。

金士桥指着脚下的土地说，

十几年前，这里堆积着进口固废

拆解后形成的“垃圾山”。当年，

三五成群的村民拿着锤子敲打、

拆解废旧金属、塑料，小山一样的

垃圾堆四处可见。村容村貌脏乱

不堪，社会治安矛盾突出，男青年

娶媳妇都难。

2010 年，当时的金大田村率

先开展了环境综合整治。在清理

了 500 多吨垃圾后，这里建起了

田园式生态公园，特点是“用地不

占地、建园不费田、果蔬代绿化、

田园当公园”。

此后，当地引入百花园林、

森源园林等两家园林公司，明清

时期的破败古建筑得到了修复，

建筑统一为水墨江南风格，村居

“颜值”骤然提升。乡村美景引

来不少美术学院师生来此写生。

循着画笔绘出的风景，村里有文

化 的 村 民 评 出 了 “ 龙 溪 九 曲 ”

“潭水千寻”等“金田九景”，吸

引了更多游客。

接续文脉，打造“乡村文艺范”

金大田因明初临海大田金氏

迁入得名，历来尊儒重农，有“耕读传家金大田”的美誉。1865
年，文人管作霖在当地设立扶雅书院。一个半世纪后，扶雅书

院得以“重生”。

别致的插花、精巧的布艺、错落的书架……走进扶雅书

院，一些看似随意的陈设韵味十足。

这里逐渐成为周边村民的“文化地标”：家里来了客人，村

民们喜欢带着逛一逛“咱村的书院”；爱上“名家读书会”的青

少年学生，拉来爷爷奶奶一起听；“绘读妈妈”公益课，让亲子

时光充满温馨……

不仅有乡村书院，还有集纳运动场、影剧院、大讲堂等功

能的农村文化礼堂。

这几年，金良社区的“文艺范”越来越浓：以文化礼堂为核

心打造的“花田市集”，吸纳了东篱茶叙、凤梨沙画、盼盼手作

等 20余家文创项目入驻。

新桥镇党委书记罗雄文说:“乡村发展外在靠生态，内在

靠文化，形神兼具的发展定位，为金大田的乡村振兴打下了坚

实基础。”

产业聚拢，生态优势转换“美丽经济”

对于土灶头休闲农庄的老板金小良来说，绿水青山的确

是金山银山。2015 年，金小良看到来村里的游客日益增多，

就把生态公园附近的老房子进行了改造，办起了农家乐，生意

一年比一年好。

美丽经济，正成为金大田发展的新方向。

开启乡村“慢生活”，正成为一种时尚产业。几年前，建筑

设计师张小燕来到这里，将 10间老房子改造成为艺术民宿。

她说:“我想为城市和乡村搭建一个平台，用自己微小的力量，

改变乡村的生活美学和生活方式。”

这个 7 月，初尝生态红利的金良社区又收获一个“大礼

包”：浙江遴选的 10个省级田园综合体中，路桥区位列其中，

建设目标是“稻香果园美丽田园综合体”，核心区块是金良社

区。建设期间，省财政将给予 1800万元的补助扶持。一个总

规模数千亩的乡村“聚宝盆”，未来可期。

环综合体绿道正加紧建设，修缮中的老旧民宅正焕发新

生，瓷器、酒坊等文创产业陆续引入……罗雄文说，金良社区

将围绕“村庄美、产业兴、农民富、生态优”的目标，高起点、高

标准建设一批能让村集体和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

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新华社杭州7月31日电

天色微亮，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唤醒了蓟

北山区东山村的一天。

循声眺望，林海莽莽间，一座座灰顶鸡舍

建在不同山头之上。在占地 3000亩的天津东

山鹊山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生态养殖基地里，5
万只白腹、黑尾、红冠的鹊山鸡悠闲自在地在

山间漫步。

58岁的胡金艳是合作社的总经理，也是

“花入羽”鹊山鸡的品牌创始人。作为首批

全国农村创业创新优秀带头人、全国十大巾

帼新农领军人物、天津市三八红旗手，胡金

艳在山村中带领村民走出一条生态养鸡致富

路。

但回忆起创业初期的艰难，她至今难忘。

原本是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胡金艳一直将

学校孩子的食品安全放在心头。“我想在大山

里养一款真正的散养鸡，让孩子们吃上生态

安全的食品。”

2011 年，胡金艳充分对比了各类鸡的生

活习性，并实地进入浙江考察后，引进了五千

只鹊山鸡鸡苗。“鹊山鸡能飞擅跑、抗病力强，

非常适合山地养殖。”胡金艳说。

俗话说，“家财万贯，有毛的不算”。当

时，养殖基地里的山地还未经开发，“一下雨，

地上都是泥，连运鸡蛋的小推车都出不去。”

这让“养鸡新人”胡金艳犯了难。

在政府的帮助下，胡金艳的养殖基地修

了路，架了电，打了井，合作社渐渐步入正轨。

养鸡初期，胡金艳“闻鸡起床”，亲自照

料，每日在日记本上记录养殖鹊山鸡的注意

事项。为了充分尊重鹊山鸡的自然生长习

性，建鸡舍时，胡金艳遵循“一山一舍”，最大

限度拓展其活动范围。

“我们的鸡在山中散养，喝的是山泉水，

白天吃虫子、野菜和瓜果，晚上吃玉米、麸皮

等有绿色食品认证的饲料。”胡金艳说。

如今，基地山间小路两侧，桃树、栗子树、

核桃树等十几种果树长势喜人。不时有鹊山

鸡从树丛中飞过，沿路还有不少被鸡啄剩的

野杏核。

胡金艳说：“鸡肉和鸡蛋要想达到绿色健

康 标 准 ，就 必 须 保 证 其 绿 色 生 态 的 生 长 环

境。基地每年都会种植新植被，确保不施化

肥、不打农药、不使用除草剂。”

此外，胡金艳将高科技运用到鹊山鸡的

育雏过程中。鸡苗要佩戴电子脚环，便于实

时监测其生命体征，并运用技术准确计算鸡

的产蛋率和伤亡率等指标。

在胡金艳和员工们的悉心培育下，鹊山

鸡数量不断增长，基地逐渐形成规模化养殖。

2012年，胡金艳注册“花入羽”商标。“‘花

入羽’选自《咏鸡诗》里的诗句‘名参十二属，

花入羽毛深’，这很符合鹊山鸡的外形特点。”

胡金艳说。

为了打开销路，胡金艳积极搭建线上销

售平台，招聘大学生组建电商部，利用网络平

台将绿色农副产品远销全国。

与此同时，合作社还建立了产品追溯可

视化系统，客户可以在合作社公众号中实时

浏览鸡舍的图像，观察鹊山鸡的生活状态。

凭借良好的管理和技术，合作社从孵化、

育雏、养殖到销售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

业链，客户也逐渐遍布全国，逢年过节鸡蛋和

鸡肉常常脱销。去年，合作社总体销售额约

1100 万元，其中线上销售占到全年销售额的

一半左右。

胡金艳的合作社已成为天津市巾帼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天津市农产品电子商务

示范企业、妇女创业就业基地，不少农民从中

受益。

从 2017 年起，胡金艳开始带动周边农户

一同致富，以优惠价为农户提供雏鸡，并对其

进行技术指导。渐渐地，合作社产生了口碑，

吸引了浙江、江苏、河北、山东等地的农户前

来取经。

胡金艳说，合作社的成果离不开乡村的

绿色发展，生态养殖模式成为我们的致富法

宝。“未来，我们打算将旅游业和畜牧业结合

起来，把养殖基地部分地区打造成畜牧生态

观光地，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新华社长沙7月 31日电 （记者 周勉） 31
日，湖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向全

国推介湖南首批 10个特色农业小镇。据了解，

湖南省将力争用 3年左右时间，将 10个农业特

色小镇全产业链产值由 2018 年的 192 亿元提

高到 300 亿元以上，把它们打造成湖南乡村振

兴的产业引擎。

这 些 小 镇 以 农 业 为 主 导 、 以 镇 域 为 载

体、以特色为标志，每个小镇都拥有一个特

色 农 业 产 业 。 包 括 安 化 县 黑 茶 小 镇 （田 庄

乡）、浏阳市花木小镇 （浏阳市柏加镇、雨花

区跳马镇、株洲市石峰区云田镇）、华容县芥

菜小镇 （三封寺镇）、邵东县廉桥中药材小镇

（廉桥镇）、湘潭县湘莲小镇 （花石镇）、新宁

县脐橙小镇 （黄龙镇）、汝城县辣椒小镇 （泉

水镇）、炎陵县黄桃小镇 （中村乡）、靖州苗

族侗族自治县杨梅小镇 （坳上镇）、常宁市油

茶小镇 （西岭镇）。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袁延文介绍，这

些特色小镇的遴选标准包括：有建成连片的

主导产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当地群众参与程

度高，并对周边乡村发展有示范和辐射带动

作用。镇 （乡） 域内至少有 1家省级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或 2家以上市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主要农产品有一定的知名度，年产

值达 2亿元以上。全镇 （乡） 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高于县域平均水平 10%以上。镇 （乡） 域

内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100%，畜禽粪污等

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 80%以上，实

现化肥、农药零增长。

村里来了“不一样的人”
□ 新华社记者 刘翔霄 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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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创客”的山乡致富“合作社”
□ 新华社记者 宋瑞 栗雅婷

山东出台支持政策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湖南：10个特色农业小镇

将成乡村振兴产业引擎

这是建在山头上的天津东山鹊山鸡养殖专业合作社这是建在山头上的天津东山鹊山鸡养殖专业合作社。。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宋瑞宋瑞 摄摄

7月30日，在乐亭县中堡镇勒东村一家果品专业合作社，果农将采摘的鲜桃整理装箱。
近年来，河北省乐亭县充分利用当地土壤、气候优势，因地制宜发展鲜桃种植产业，通过推进鲜桃种植扩规模、延周期、提品质、创品牌、

增效益，使该项产业对乡村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升，成为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之一。据介绍，目前该县优质鲜桃种植面
积达到9万亩，年产量27万吨。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河北乐亭：鲜桃产业“映红”乡村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