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河乡扎实推进“一事一议”项目建设

本报讯（余功会）今年以来，商城县吴河乡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扎实做好村级公益事业
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的推进工作，力
求把该项民生工程办好、办实，让广大人民群
众真正受益。

加强领导，齐抓共管。该乡召开专题培训
会议，调整充实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领
导小组，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

抓，层层落实责任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
的工作机制。

注重实效，突出重点。该乡对村里上报的
项目严格把关，注重实效和重点，确保项目的

顺利实施并发挥效益。今年，全乡共申报“一事
一议” 项目

16

个， 项目总投资
170.32

万元，其
中：争取财政奖补资金

110.91

万元，群众筹资
59.4

万元，社会捐赠
10

万元，筹劳
81215

个，筹

劳折资
162.43

万元。

积极策划，民主实施。该乡通过召开村民
代表大会的形式进行表决，让每一个建设项目
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
同时，积极加强“一事一议”项目资金的管理，

对工作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分析和研
究，采取得力措施，推进“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胡族铺镇
创新机制 加快特色产业发展

本报讯（陈富国）近年来，

固始县胡族铺镇以发展特色产
业为关键点，以保障和改善民
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突出机
制创新，坚持示范引领，不断把
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
工作推向深入，让亮点更亮、新
点出彩。

该镇一是创新人才机制，

完善人才的引进、培训、教育
管理、服务机制，出台优惠政
策

23

条，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
才

178

人。 其中硕士研究生
2

人，中级以上职称
27

人，为试
验区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撑；二
是加强合作社建设，提升社会
化服务水平。全镇共注册成立
专业合作社

21

家， 发展社员

2343

户，带动群众
1

万多户，分
别在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和种
植业等方面大展身手，为地方
经济发展和试验区建设作出
突出贡献；三是抓好华英富民
工程，全镇共建成

13

个养鸭小
区， 建筑面积

6.5

万平方米，共
养殖华英鸭

75

万多只，同时通
过拉长产业链条，带动了生态
农业、水产养殖、运输、劳务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四是加强文
化建设，发挥文化引领经济发
展的作用，高度重视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曲剧
团在全市庆祝建党

90

周年系
列文艺展演中获曲剧类二等
奖，皮影戏团的演出先后被多
家媒体播出。

□

本报记者秦旭文
/

图

农村改革试验快发展 催生生态农业大观园

———来自罗山县庙仙官庄生态农业大观园的调查

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启
动以来，土地、人才、资本等多种要素全面激
活，各种资源竞相奔流，大批农业示范园、特色
产业基地喷涌而出。罗山县庙仙官庄生态农业
大观园正是乘着农村改革试验的东风， 高标
准、高起点、高规格运作，融农村改革发展“八
篇文章”于一体，汇观光旅游、民俗体验、乡村
休闲与农事活动于一园，打造出独具特色魅力
的原生态村落，成为大别山区具有代表性的乡
村文化旅游休闲区。

能人领办，寂静山村华丽变身。庙仙官庄
生态农业大观园创办人姜涛是土生土长的庙
仙乡高庄人，在外拼搏多年，丰富了经历，开阔
了眼界，积累了一定的资本。

2009

年，河南省农
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的建立，让姜涛感到这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当看到家乡的乡亲们
还在几亩薄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
时，更坚定了他回归故乡，改变山村落后面貌
的信心和愿望。两年来，他东奔西走，呕心沥
血，北上郑州做规划，南下广州请专家，带领工
人吃住在工地，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坚持
高标准规划、高标准建设，使原来寂静的小山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站在园区的最高处放眼望去，平整的水泥
路因势而动，像轻柔的腰带将整个园区连成有

机的整体；香樟、桂花
等花卉苗木像整装待
发的卫士站满了山
头、山谷；冬暖式蔬菜
大棚在阳光照射下，

熠熠生辉；不远处，粉
墙黛瓦的徽派官庄新
村整齐划一， 勾画了
具有地方特色的豫南
水乡之画卷。

整合资源， 山坡
荒地生金淌银。

2009

年年初， 在庙仙乡政
府的支持下， 庙仙官
庄生态农业大观园与

当地农民签订了承包
20

年的土地流转合同，流
转土地

2420

亩， 并以每亩每年
350

元的价格一
次性付清。 姜涛聘请河南省旅游发展研究院、

郑州三三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司、灵山文化传
媒对整个园区做了详细高标准的规划，依托原
有基础和资源禀赋，将园区划为六大块，对功
能进行了明确划分。 新农村建设示范区

68

亩，

总投资
4600

万元，建设官庄土特产商业步行街
400

米，住房
260

套，可容纳
1200

人居住，通过将
农民原有住房作价进行置换，让两个自然村的
村民全部迁出来， 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同时，

节约土地
400

多亩； 滨湖商务休闲度假区主要
发展滨湖别墅、商务休闲和水上娱乐，目前正
在做基础工作，主要利用现有的水库、鱼塘进
行养殖，每年纯收入

300

多万元；高效生态农业
展示区主要发展冬暖式大棚蔬菜；大众生态游
乐区主要发展生态游、观光游；婚庆文化区主
要展示婚庆习俗、举办室外婚礼、提供摄影基
地；花木种植区主要从事乡土植物、珍奇植物
的开发和应用。

示范带动，合作经济双向共赢。庙仙官庄
生态农业大观园建立生态蔬菜大棚示范区，占
地
600

余亩，建设钢架冬暖式日光温室
8

万平方
米， 引进

10

多项高科技绿色蔬菜栽培技术，高
薪聘请

2

名山东寿光蔬菜生产技术人员， 种植
反季节蔬菜。成立了庙仙众诚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采取“公司

+

农户”的管理模式，庙仙官

庄生态农业大观园每亩大棚投资
18

万元，建设
高标准的冬暖式大棚，改良土壤，购买种子、肥
料、薄膜等一切生产资料，提高技术指导，农民
只需投入劳动力，无须投入任何资金，生产出
的蔬菜由公司按山东寿光蔬菜市场网上当日
的挂牌价统一收购，利益由公司与农户五五分
成，一方面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利
给周围的老百姓，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另一
方面，简化公司管理，提高运作效率，为公司带
来可观利润。

打造平台，农业旅游融合发展。庙仙官庄生
态农业大观园以农业和农村特色资源为依托，

以乡村生活、乡村生产、乡村风光和乡村文化为
卖点，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和考察
学习。大观园内有丰富的优质水资源、绿色的农
副产品、 优美的田园风光和以三国人物费为
代表的独特地方人文资源。凭借这些资源，庙仙
官庄生态农业大观园在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同
时，着重开发以商务会议、休闲娱乐、水上娱乐
为主体的滨湖商务休闲度假项目。

庙仙官庄生态农业大观园的成功实践，推
动现代农业与生态、民俗、新农村建设相融合，

以农业高端、高效、高辐射为宗旨，广泛吸纳各
类资金、技术和人才，走种、养、贸、游相结合，

产、供、销一体化的农业发展新路子，形成了复
合型产业农业园区， 农业产业链进一步延伸，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庙
仙官庄生态农业大观园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
业，用先进技术武装传统农业，打造了“官庄”

农业品牌，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
劳动生产率。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因势
利导，实现农业发展由传统粮油种植业向高效
农业再向休闲观光农业的逐步转型。

（二）实现了单一模式向产业模式转变。庙
仙官庄生态农业大观园摸索出了设施蔬菜生
产、苗木种植、养殖等发展模式，建成生态蔬菜
大棚示范区、高效淡水养殖区、苗木花卉示范
区，形成了农工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种养
加紧相扣的产业链条。同时，引导农业生产经
营走规模化、产业化、工业化之路，大力发展特
色农业，土地产出效益大幅度增加。

（三） 实现了田头转销向进城直销转变。庙
仙官庄生态农业大观园按照“订单农业”要求，

在土地流转的基础上，注重统一产业规划，统一
有机肥使用， 统一生物农药使用， 集中连片种
植，提供综合服务，促进了农业规模化、标准化
生产水平的提高。在蔬菜的经营上，与入社农户
签订蔬菜购销合同， 以山东寿光蔬菜挂牌价格
收购，与北京、长沙等地的超市签订订单

500

余
万元，改变了原有分散经营，各自销售，就近销
售的模式，形成了现代农业产业销售体系。

（四）实现了传统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庙
仙官庄生态农业大观园不仅有效地推进了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改善了农村的人居环境，

改变了农民的生活习惯， 也改变了单家独户、

传统种植的农业生产方式。 通过拆旧建新、集
中建设，建成了既有现代气息又颇具乡村特色
的新型农村社区。庙仙官庄生态农业大观园优
先安排合作社社员到园区工作，年工资收入近
万元， 常年用工

300

余人， 农忙时用工
3000

余
人，有效地解决了园区农民的就业问题。

庙仙官庄生态农业大观园的实践，为加快
发展现代农业探索了路子、创造了经验，带给
我们以下启示。

（一） 科技与服务是加快庙仙官庄生态农
业大园发展的前提。现代农业需要现代科技做
支撑。庙仙官庄生态农业大观园加大先进技术
的引进力度，把农产品作为商品，运用现代高
科技手段，实行工厂化种植、养殖的模式生产。

用科技武装农业和农民，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
量，加快了农业结构调整，实现了由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二） 政策与机遇是加快庙仙官庄生态农
业大观园发展的保障。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
合试验区的建立，成功吸引了外地生产力要素
向农村流动， 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
力。为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罗山县进一步完
善服务机制，在财政扶持、贷款贴息、协调融资
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庙仙官庄生
态农业大观园的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三） 企业与市场是加快庙仙官庄生态农
业大观园发展的关键。庙仙官庄生态农业大观
园推行“公司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 的发展模
式，大力扶持发展科技含量高、产业带动力强、

产品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宽领域、开放式“借
力生财”， 龙头企业对产业的带动集聚效应得
以充分显现。通过合同定购、资金支持、技术帮
扶等办法，与农户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采用
“管理、用肥、采购”三统一公司化管理，大大提
高了蔬菜品质，形成了“企业带动农民增收、农
民扩大基地为企业赢得效益”的良性循环。

图为罗山县庙仙官庄生态农业大观园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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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单位：光山县紫水街道办事处和平社区

淮滨县
坚持走优质高效林业发展之路

本报讯（毛瑞龙）

2004

年荣
获省政府“平原绿化高级标准”

先进单位的淮滨县， 立足县情
搞绿化，跳出林业抓林业，使林
业生产走上了优质高效之路。

建成四大林业基地，向绿
化的高标准推进。该县一是以
大中型骨干河堤为重点，建成
7.8

万亩淮河、 洪河防护林和
用材林并重的速生丰产林基
地；二是以改造低产园、荒废
田为重点，建成

3.3

万亩果园、

桑园的经济果木林基地；三是
以河渠、路坡为重点，建成

2.2

万亩、苇、条、杈灌木林基
地；四是以村旁、宅旁等四旁
为重点， 建成

3.6

万亩林果桑
综合基地。

走“五结合”的路子，把林
业经济搞得“活”起来。该县“五
结合”的路子是：林、农、牧结
合，材、经、景结合，种、养、加结
合，林、工、贸结合以及树上与
树下结合发展立体林业的路
子， 使林业收入在农村经济的
比例由现在的

10%

提高到
30%

，实现林业生产循环“转”

起来，使
70%

的林农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