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百姓生活得更幸福

本报记者周海燕通讯员孔令桥余功会

草长莺飞四月天。

近日，记者来到商城县吴河乡采访，目睹了这里
一年来的变化：走近该乡沿河文化广场，河水清澈见
底，岸边的垂柳随风摇曳，是人们休闲、健身的好去
处；走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现场，这里的变化日新
月异；走近农家，一幢幢刚落成的农家小院新颖别
致……此情此景，记者感受到的不光是春的气息，还
有山乡人民奋力建设幸福家园的干劲和决心。

一年来，该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农
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为统揽， 加快推进新
型农业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六个放大提升”，突
出抓好“四项重点工程”。

持续推进“六个放大提升”

放大提升规模流转效应。 该乡一是规模打造
土地流转示范园。积极稳妥推进整组整村流转，按
照规模连片的要求，科学规划，打造粮食高产示范
园、茶叶示范园、油茶示范园、生态养殖示范园等，

实施资源集中投入、 土地集约经营、 科技集成应

用。通过规模流转，培育
1

个至
2

个“现代农业示范
村”，新建成

2

个千亩以上的特色产业示范园。今年
重点打造以莲花山为中心的高效茶叶、 油茶农业
示范园，以掌店为中心的高效粮食主产示范园。二
是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工作。抢抓“千村整治”

政策机遇， 创新土地整治机制， 以基本农田为重
点，由单一土地整理、合并、开发向整村综合整治
转变，由个别村整治向连片整治转变，加大空心村
治理和土地复耕力度，结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
完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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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以上的空心村土地治理。 三是积极
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

构建农民平等参与农业现代化进程、 分享农业现
代化成果的机制，试点发展一家土地股份合作社。

放大提升产业富民效应。 该乡突出抓好“三
五”工程实施。结合县委在全县着力打造三个

50

万
亩特色产业基地， 即在中北部粮食主产区建成

50

万亩优质粮油基地， 在南部山区建成
50

万亩茶叶

基地、

50

万亩油茶基地和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
设工程，依托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大
力发展优质高产粮油种植。 以掌店农业示范园为
核心区， 辐射带动粮食主产粮油种植面积

1000

亩
以上。坚持改造老茶园与新建良种茶园相结合

,

依
托茶叶专业合作社和种茶大户， 加快建设标准化
茶园示范基地。以莲花山、高畈为核心区，辐射带
动发展茶园

2500

亩以上。 坚持新造和低产林改造
相结合，依托油茶专业合作社，加快建设标准化油

茶示范基地。 以曾
洼、陈洼、范棋、曾油
坊、沈畈为核心区，

辐射带动发展油茶
园
1000

亩以上。

放大提升专业
合作效应。 该乡一
是培育“四农联动”

示范社。 以新型合
作化引领现代农业
发展。 大力推广土
地流转合作社、农
机服务合作社、资
金互助合作社“三
社合一”的“牵手”

模式， 着力培育农
民、农地、农机、农
艺“四农联动”综合
性示范社

1

家以上，

争取创办成
2

个市
级示范社，通过“四
农联动”，推动由简
单互助向多元合作

深化，不断提高合作水平、合作效益，让合作社在
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中真正发挥作用。 二是
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依托农机合作社，积极推进
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插秧，整体提升农业的机械化
水平。三是探索农村公共服务队伍建设机制。持续
深化建立农村“六大员”制度试点工作，建立完善
管理、服务、保障等相关制度，切实发挥好作用。

放大提升新村示范效应。 该乡一是全面提升
示范村发展水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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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示范村为重点，以新型农
村社区建设为切入点，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在改善
人居环境、发展富民产业、激活生产要素、推动文
明和谐等方面当典型、作样板。二是稳步推进新型
农村社区建设。搞好现代城镇体系整体规划、新型
农村社区布局规划和建设规划等“三个规划”，创
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管理和保障“三个机制”，促
进新型农村社区与扶贫开发、移民迁建、旅游发展
等工程相结合。坚持典型引领、示范带动，今年重

点打造吴河新型农村社区， 加大对新型社区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逐步建立起配套
齐全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三
是继续深化城乡一体化“四项改革”。完成乡改办
审批任务，落实中央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
制度改革，城镇化率提高两个百分点以上。四是加
强农村文化建设。大力挖掘红色文化、生态文化、

民俗文化、茶文化、旅游文化等资源，做大做强文
化产业，引领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以创建省级
文明乡镇为切入点，改善和提升人居环境；广泛开
展信用村、 文明户等评先评优活动， 树立文明新
风，促进移风移俗；完善村级文化广场、文化大院
建设，增加农家书屋的藏书品种，认真开展党员远
程网络电教，扎实搞好电影下乡工程，丰富广大农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放大提升资产确权效应。 该乡一是加大农村
小额贷款投放力度。鼓励激励金融机构扩大支农范
围，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提高新增存贷
比。全面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农户信用评
价机制， 基础性工作要在上半年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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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
前“信用户”贷款全面启动。二是深化农村“五权”抵
押担保机制。继续加大农村宅权、房权的确权颁证
工作力度，确保年内农村“五权”确权颁证工作全面
完成，抵押贷款实现新突破，让农民资产动起来、活
起来。健全完善政府担保平台，切实解决好中小企
业、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户的融资担保难题。三
是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断提升农村资金互助
社，重点培育陈洼示范性农村资金互助社。四是稳
步扩大农业保险险种和覆盖面。 开展设施农业、种
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保费补贴，鼓励引导社会资
本投入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推进“一事一议”财
政奖补政策落实。五是推进水利建设制度创新。积极
开展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 产权制度改革和管理机
制创新，破解制约水利发展的机制障碍，改变水利设
施落后局面。六是创新涉农资金整合投入机制。整合
各类涉农项目资金， 集中用于高标准良田“百千
万”工程、新型农村社区和新农村示范村建设。

放大提升保障先行效应。 该乡一是巩固完善
农村社会保险制度。新农合、新农保参保率均要达
到

95%

以上，养老金发放及时率达到
100%

。二是
建立完善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社保政策对接机
制。 稳妥解决城中村、 城郊村居民农转非后的养
老、医保、低保和失业保险转换，完善农转非人员
稳定就业和失业保障政策。 三是深化职业教育机
制创新。推进全免费职业教育，探索新时期劳动力
转移、就业、创业的新途径、新做法。四是以省扶贫
开发试点市为契机，探索建立扶贫开发新机制，稳
步推进大别山集中连片扶贫开发， 实施好贫困村
整村推进项目，切实解决贫困人口脱贫问题。

抓实四项重点工程
抓实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设工程。按照“田

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科
技优、机械化、严管理、机制活、产量高、可持续、利
国家、惠百姓”的标准要求，结合土地流转和涉农
项目资金整合，大力实施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
设工程，加快推进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今年重点
规划实施掌店、高畈、莲花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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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
200

亩标准
化农田改造。

抓实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 充分发
挥生态优势，按照“基地支撑、龙头带动、流通服
务、特色高效”的原则，重点培育以优质粮油、茶叶
和油茶为主的三大产业化集群，实现规模种植、就
地加工、产销衔接、品牌发展，带动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抓实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创新工程。 依托农技推
广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集群、龙头企业、种养
大户等，加快建设农技推广体系、动植物检验检疫体
系、质量安全检测体系，破解“成果少、推广难、谁种
田”三大难题。要以全乡

6

个村级综合服务站为阵地，

充分发挥好农村“六大员”作用，实现科技人员直接
到户、技术要领直接到人、良种良法直接到田。

抓实新型农业现代化样板工程。按照“单元”

整体推进的理念， 对改革试验的经验成果进行集
成应用，实施资源集中投入、土地集约经营、产业
集聚发展，推动“四农联动”，“四位一体”，一、二、

三产有机融合，实现土地规模化、生产机械化、产
品标准化、经营产业化、居住社区化。

为了确保上述目标的实现，该乡一是抓示范，

以点带面。进一步把示范抓实，典型育强。认真落
实“三具两基一抓手工作法”，建立领导干部联系
指导帮扶示范村、合作社、土地示范园、农业产业
集群示范区、村级服务站等“五个一”制度，形成辐
射带动，起到“点亮一
盏灯，照亮一大片”的
效果。

二是抓创新，彰
显特色。 继续发扬先
行先试精神， 解放思
想，敢闯敢试，大胆创
新。立足本地特色，突
出乡情， 闯出一条适
合本地发展的特色之
路， 着力打造一批领
先改革亮点。 重点围
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建设、 村级综合服务
站、农村“六大员”制
度建设等社会化服务

体系方面开展创新示范， 推动高标准粮田“百千
万”建设和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两大工程”

建设。通过改革创新，突出特色，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农村发展。

三是抓机制，激活内力。严格奖惩，及时进行
督导检查，总结经验，推广典型

;

定期召开会议，研
究部署试验区建设工作，完善评比考核方案，严格
兑现奖惩。完善投入机制。发动社会赞助、回归人
士捐助、鼓励农民主体筹资投劳的投入机制，有效
解决融资难问题。 整合涉及新农村建设的项目资
金，向示范村倾斜，优先投放到示范村。继续实行
领导干部当“村长”制度，在政策制定、工作部署、

财力投放、干部配备上切实体现出来，形成一级抓
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四是抓保障，强基固本。积极推广“双先”模
式、“牵手”模式、“产业链”模式和“互动”模式等党
组织设置形式，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深化社区党建
“三有一化”建设，大力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
作，统筹抓好“两新”组织领域的党建工作。健全民
主管理。深化创先争优、“双学双提”活动，切实加
强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探索建立《村级党组织书
记绩效管理考核办法》、《党员民主评议细则》等长
效机制，完善党组织教育管理、民主公开、关爱帮
扶、 激励奖惩等各项制度， 激励广大党员创先争
优。大力宣传人才创业典型，激励更多的科技人员
投身农村创业，服务试验区建设，为农村改革发展
提供各类人才支撑。

五是抓提升，推动发展。全面提升速度、提升
质量、提升规模、提升效益，咬定目标不放松，锁定
发展大提速，确保各项目标任务按时完成；毫不动
摇地抓好“六个放大提升”，将土地流转提速，将合
作组织做大，将新型社区做好，促进发展方式的转
变。抓总量的扩张，提高现有的合作经济组织、龙
头企业吸引力、竟争力，产生品牌效应。坚持全乡
上下一盘棋，将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相关产业做
大做强，力争一村一品，一乡一业。

六是抓落实，求实求效。全乡各级领导干部、

乡直各单位要与示范村的建设任务挂钩， 为示范
村办实事。为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实行一月一
督导，一季度一点评，使督导工作保持常态化。通
过督导及时发现正反两个方面的不同典型， 采取
抓两头，促中间，推动各项改革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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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祝中国信阳第二十届国际茶文化节圆满成功！

图为吴河乡党委书记赵岸明（右二）、乡长梅楚平（左二）在指导新型农村社
区建设。 本报记者孟磊摄

图为吴河乡整洁的街道。 本报记者孟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