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把引导农民走新型合作化道
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作为农村工作
的“魂”和破解“三农”难题的切入点，先
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按照“培育
一批、发展一批、带动一批、规范一批”

的原则，推进“三大体系”建设，农民专
业合作社得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农民专业合作
社通过出租、租赁、转包、入股等多种方
式，把农户分散的土地集中经营，促进
了土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发挥在农产
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环节中的桥
梁和纽带作用，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

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和链条。 目前，粮
油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共流转耕地
16.8

万亩，占全县耕地流转面积的
65%

，

茶叶、油茶、板栗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共流转林地

20

万亩，占全县林地流转
总面积的

20%

。种植类合作社的发展带
动了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全县
农业机械达到

3.9

万台（套），农业机械
化作业面积达

50

万亩。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全县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呈现企业依托、 能人领办、干
部创业、 科技人员创办等多种类型。有
粮油种植、农机服务、茶叶、油茶、食用

菌等
20

多个门类，既相互独立，又分工
负责、密切合作，在农业生产的多个环
节多点突破，覆盖广泛。

截至目前，全县登记注册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已达

868

家，注册资金
21.83

亿
元，入社社员

8

万余人，带动农户
9

万余
户，带动农户率达

54%

。农民专业合作
社分种植、畜牧、水产养殖、农机服务、

种养结合及其他六大类别，拥有国家级
示范社

3

家，省级示范社
5

家，市级示范
社

39

家，县级示范社
34

家。先后成立了
粮油种植、农机、茶叶、油茶、食用菌、华
英鸭

6

家农民专业协会。

以实施精准扶贫为重点，以农民增收脱贫
为目标，着力抓好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
展、社会事业健全、农民素质提升等各项工作，

加快推进了脱贫攻坚步伐。

发展产业齐心脱贫。商城县深入挖掘贫困
村资源优势，重点扶持特色产业，构建“一村一
品”或“一村多品”的产业格局，因地制宜培育
不同特色的“产业树”，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提高带动贫困农民脱贫的能力，让越来越
多的群众走上致富路。以龙头企业为“树干”，

负责加工销售；以合作社为“树枝”，负责组织
生产、技术服务；以贫困农户为“树叶”，负责具

体生产。经过持续发展，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
已发展到

868

家，家庭农场发展到
87

个，初步形
成了以山信粮业、兄弟米业等为龙头的粮油扶
贫“产业树”，以黄柏山茶业、其鹏茗茶等为龙
头的茶叶扶贫“产业树”，以龙潭茶油、长园茶
油为龙头的茶油扶贫“产业树”等，带动

8

万余
农户增收致富。

建档立卡精准扶贫。认真做好建档立卡复
核工作，共复核出不符合建档立卡要求的农户
3436

人，因灾因病返贫
3128

人，建档立卡贫困
户有“出”有“进”，实现了动态管理。

项目到村扶贫到户。 结合新型城镇化要

求， 坚持整村推进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以
财政扶贫资金为引导，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和帮
扶资金，实施水、电、路、气、房、环境改善到农
家和农户增收致富“六到一增”工程，促进各项
工作落实。突出整村推进，整合资源，集中连片
开发。根据贫困村资源优势，重点扶持特色产
业，在

13

个贫困村实施扶贫开发到户增收项目
建设，主要发展油茶、香菇、蔬菜、白鹅、甜叶
菊、油牡丹、油莎豆、脱毒红薯等有发展前景的
产业。通过财政贴息方式

,

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
和杠杆作用

,

撬动金融机构贷款用于支持农业
经营主体的扩大再生产

,

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季节性资金短缺问题。实施雨露计划“扶智”

工程，让参训人员掌握一到两门技术，部分务
工人员足不出县就可解决就业问题， 稳步脱
贫。

结对帮扶同步小康。 各级定点帮扶单位和
驻村队员进村入户调研， 因村因户制定帮扶措
施，通过定规划、引资金、上项目、送温暖等多种
形式进行帮扶，直接投入资金

1400

万元（含无偿
捐助和贷款），其中资金

1329

万元，物资折款
71

万元， 帮助上项目
39

个，

110

个帮扶村基层组织
得到加强、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产业结构得到优
化、村民收入得到增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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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县：“四位一体”统筹乡村发展

以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为主线， 以持续抓好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载体，坚持抓基层、打基
础，抓载体、求创新，抓重点、求实效，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激发了党员队伍活力，提升了基层党建水
平。

教育培训提升素质。通过教育培训，着力提升
基层班子队伍和党员队伍的工作能力。 一是着力
加强班子队伍建设。 结合基层党组织书记素质提
升工程，每年对不同层次、不同系统党支部书记进
行培训。 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 深化
“双先型”党员干部培养模式。以村（社区）“两委”

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村（社区）“两委”班子。开展
“争创明星村、争当优秀村支部书记”评选活动，激
发了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二是着力加强党员队
伍建设。提高发展党员质量，进一步改善农村党员
队伍结构。严格党员教育管理，按照“一人一档一
编码”的要求，完成全县

28000

余名党员个人基本
信息的采集、整理、录入工作。结合“七一”纪念活
动，开展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
作者评选活动，促进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

完善设施筑牢阵地。

2012

年以来，连续
4

年实
行奖补政策，新建村级活动场所

111

个、改建
164

个，实现村村都有活动场所的目标。完善便民服
务中心软硬件设施建设， 将其打造成高标准、规
范化的便民服务平台。截至目前，全县乡镇和村
级累计办理服务事项

4

万余件， 帮助群众解决实
际问题

3800

余个。

全面建设夯实基础。 一是全力加强基层组织
覆盖。

2012

年以来新建党组织
48

个， 同时积极开
展基层党组织扩面提质专项活动，建立完善街道
社区“大党（工）委”组织体系和运行模式。二是完
善党员领导干部定点联系基层制度， 明确

800

余
名领导干部定时定点深入基层，帮助群众解决实
际困难。三是开展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对全县
370

个村党支部进行摸底排查， 共排查出软弱涣
散党支部

64

个。截至目前，已整顿软弱涣散党支部
50

个。

创新载体健全制度。加强四项基础制度建设，

加快推进基层民主科学决策工作，严格落实“四议
两公开”工作法和“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明确
决策内容、规范决策程序、建立决策台账，不断提
高民主科学决策制度在村（居）的覆盖率。认真落
实便民服务工作制度，建设覆盖全县的县、乡、村
三级便民服务网络。

加大投入强化保障。 为保证村级组织正常运
转， 不断加大财政投入， 为村级党建工作提供动
力。除了提高村级运转经费和村干部工作报酬外，

还建立了党内关怀机制。 开展党龄
50

年以上的农
民党员走访慰问活动，

2015

年走访
50

年以上党龄
党员

983

人， 自
2012

年以来共发放慰问金
97.46

万
元。落实离任村支部书记生活补贴制度，

2012

年以
来对符合条件的离任村支部书记共发放生活补助
165.29

万元。

1.

打好脱贫攻坚战 确保摘掉“贫困帽”

2.

众手浇灌幸福树 花开专业合作社

紧紧围绕“美丽乡村文明城镇幸
福商城”建设目标，以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建设美丽乡村为抓手，以农村改革
综合试验区建设为统揽，倾情建设美丽
乡村、提升百姓幸福指数，取得了丰硕
成果。

美丽乡村日益亮丽。以实现“家家
创业、村村优美、人人文明、处处和谐”

为目标，按照“串点成线、以线带面、完
善提升”的思路，逐步把该县建设成为
生态环境优美、村庄布局合理、村容村
貌整洁、产业支撑有力、公共服务健全、

乡土文化繁荣、人民生活幸福“宜居宜
业宜游”的美丽幸福商城。目前已建成
美丽乡村示范村

33

个，打造精品示范村
组
438

个。

乡村旅游蒸蒸日上。初步建成了以

金刚台村、东河村、里罗城村、黄柏山
村、 汤泉池村等为主的特色旅游村，形
成了

60

余个旅游重点村，

500

余户农家
游经营实体

,

其中金刚台村被列为全省
“百村万户”旅游示范村之一。同时以茶
为媒，发展茶园生态游、茶民俗风情游、

茶艺鉴赏游等多种形式的集“吃、 住、

行、娱、购、游”为一体的家庭农庄。今年
以来，该县发展乡村旅游促进直接就业
2000

余人，间接就业
5000

余人，季节性
旅游就业

3500

余人，带动
1000

余户贫困
户就业脱贫。

社区建设稳步推进。着力打造一批
环境优美的新农村社区，全县共建成新
农村社区

25

个， 其中滨河花园社区、黄
柏山社区、田湾社区被评为省级新农村
社区建设试点。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一是规范农村
“六大员”制度建设，提高了农村公共服
务水平。 二是构建城乡科技服务体系。

全县共建成
165

个科技服务站， 在职科
技服务人员

1400

余人。三是积极实施农
技专家富民行动，切实提高农民依靠科
技发展生产和增收致富能力。

产业进程不断加快。实施品牌带动
战略，抓好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
程，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围绕“三五”

工程目标， 加强农业产业基地建设，带
动粮油、茶叶、油茶三大产业快速发展，

全县已形成优质稻米、茶叶、植物油、中
药材四大产业集群，以商都养殖为龙头
的豫南养殖产业化集群也正在不断培
育壮大，全县农业产业化进程呈现快速
发展的良好势头。

3.

美丽乡村是我家 农村不比城里差

4.

强基固本抓党建 大别山下党旗红

光伏发电助脱贫

商城县积极探索实践扶贫开
发

+

基层党组织建设
+

合作经济组
织

+

美丽乡村建设“四位一体”扶贫
模式，坚持以扶贫开发为统揽，以基
层党组织建设为保障， 以合作经济
组织为带动，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载
体，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事
业、 环境整治和基层党建等各项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美丽乡村里罗城

美丽乡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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