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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走进汝阳县三屯镇东保村，徜
徉在田间地头，微风吹拂，绿浪滚滚，宽敞
的田间公路和成片良田，宛若一幅幅流动
的画卷，装饰着整个乡村。这里曾经是一
块块撂荒地，如今成了优质麦田，通过土
地流转，“转”出了好田地，也“转”来了经
济大效益。该村通过土地流转带动产业
发展，切实把农业打造成有奔头的产业，
把农民转变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把农村建
设成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绘出农业高质
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乡
村振兴壮美画卷。

转观念 尝甜头 见效益
“人均地不多，但人均地块多”是三屯

镇东保村的真实写照。
东保村全村4843人，耕地仅有2700

亩，人均耕地不足0.6亩。地少，可村民都
想分好地，村里无奈把地分了好多块。东
保村王国捞家3亩耕地共有6块，最大的
0.7亩，最小的只有0.2亩。“地块太零碎，
其他村机收一亩小麦60元，俺村得80元，
人家还不愿来。”王国捞说。个体经营，一
方面，种植成本高、收益低；另一方面，村
内青壮年外出务工较多、土地撂荒严重。
如何让沉睡的土地财富“动”起来、“活”起
来，成为摆在东保村面前的一道难题。

东保村通过土地流转化解了村民的
苦恼。2018年，东保村通过走出去学、结
合实际悟，提出了实施土地流转，由村里
统一经营的想法。

该村党支部书记丁建胜说，全村共有
23 个村民组，打算第一年以每亩地每年
补偿 700 斤小麦的方式，先流转不超过
10个村民组的土地，待经验成熟后，再全
面推开；土地流转的前提是群众自愿，有
些上了年纪的村民执意要求自种的，村里
不仅保证其有地种，还为其调整最好的地
块，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

让人意想不到是，动员会召开后，第
一年就流转了13个村民组的土地，共计
1000余亩。土地流转后，由村里统一耕
种、统一收割。经过一年的实践，不仅保
障了每亩地700斤小麦的补偿，年末，村
里还有了 20 万元的结余。东保村尝到
了土地流转的甜头。

得补偿 赚薪金 拿分红
思路决定出路。“经过一年的探索，我

们觉得土地经营权改革是大势所趋，也是
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好的抓手，只要
持之以恒抓下去，就能实现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丁建胜说。2019年，在县、乡
指导下，全村2700亩土地实现全部流转。

土地全部流转后，东保村成立了农盛
植保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负责经营
流转的土地；东保村还对全村土地进行了
平整，平整后村集体增加土地16亩。同
时，东保村结合经营中的实际情况，将全
村土地划分为23个地块，在合作社统一
负责经营管理基础上，由村民组组长负责
日常具体管理；通过“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村“两委”与合作社负责人、村组干部
签订年度目标任务，超额完成的给予奖
励，未完成任务的由本人出钱弥补；村集
体还专门拿出400亩土地按比例分给各
村民组经营，收益作为村民组工作经费，
这样极大提高了合作社、村组干部工作的
积极性。打破户与户耕地之间边界，变

“户家经营”为“小组经营”，为连片大田机
械化种植创造了条件。

在规模化种植基础上，东保村购置了
大型农机具30余台，帮助该村顺利实现
农业机械化，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和产出比。2019 年，东保村在实现兑付
每亩地每年700斤小麦补偿的基础上，年
终又实现了每亩地200元的分红。

丁建胜说，合作社统一经营土地，每
亩土地种收成本平均降低200元，村民在
获得补偿的同时，年底还有分红，这样一

降一升，村民不用种地每亩土地每年就能
获得约1300元的收益；土地流转后，农忙
时在外务工的也不用再惦记家里的庄稼
了，使得青壮年劳动力能够安心在外务
工；在家的闲散劳动力，农忙时还可以到
合作社务工，仅2019年，合作社支付给务
工群众的工资就有80余万元。

如今，地还是之前的那些地，人还是
之前的那些人，可土地效益倍增，规模化
土地流转实现了农户、集体“双增收”“双
满意”，得补偿、赚薪金、拿分红在东保村
成了现实。

农业强 农村美 农民富
产业兴旺是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

展、农村繁荣的基础。东保村一直有养牛
的传统，但规模一直不大。究其原因，是
青贮饲料一直跟不上。2019 年，东保村
在流转的土地中专门划出 1000 亩种植
饲料用玉米。充足的青贮饲料使养殖规
模成倍增长，当年出栏肉牛就达1100头，
利润200余万元。今天的东保村养殖场
存栏肉牛已有1500余头，年利润300余
万元。

养殖场产生的粪污经过加工、发
酵，生成有机肥，用于农作物种植……
如此循环利用，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同时收购邻村秸秆，又为发
展绿色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保村
种植、养殖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已初
步形成。

东保村还与省农科院、河南科技大学
等单位合作，根据各个地块土壤情况，不
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使用新品种，注重
科技赋能。2019年种植生姜30余亩，年
产值20余万元；种植旱稻1000亩，收获
优质稻谷70万斤；建设84个大棚种植香
菇，年产值290余万元。4月种生姜，6月
收小麦、种玉米和旱稻，9月收玉米，10月
收旱稻，使在家群众基本实现了“四季有
活干、月月有收入”。

东保村在升级传统农业的同时，着
力走农旅融合发展之路，借助山水田园
风光，连续成功举办两届稻田音乐节，接
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0
万元。

2021 年，全市乡村振兴大会召开之
后，东保村积极贯彻市县部署，引进返乡
青年王鹏欣，创办洛阳岛尚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带动了 40 余名当地群众实现
家门口就业。当年该公司实现产值200
万元，人均增收3万余元，村集体收入18
万元。

东保村通过土地流转这个小切口，激
发了农村发展活力，带动了产业发展。
2021 年，东保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300
余万元；群众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980
元，高于全县18.8个百分点。

绿原山野，百姓安居，风光无限好。
一幅民富村美、充满希望的锦绣画卷正在
东保村徐徐展开。

（吴会菊 张飞飞）

——汝阳县三屯镇东保村以土地流转为小切口带动产业发展大文章

农业强 农村美 农民富 杜鹃盛放 待君来赏

最美人间四月天。近日，汝阳西泰山风景区
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盛开的杜鹃花满山遍
野，一株株、一簇簇娇艳似火、绚烂无比。都说花
不等人，“五一”假期，来西泰山赏杜鹃花海吧！

杜鹃花，别名映山红，素有“花中西施”之美
誉。杜鹃花由于大都色泽鲜红、艳丽如霞，深得
诗人喜爱，白居易就有诗赞曰：“闲折两枝持在
手，细看不似人间有。花中此物似西施，芙蓉芍
药皆嫫母。”

来到西泰山风景区，站在山下向上望，满山
杜鹃花竞相绽放，或红，或紫，或粉，与绿树青山
融合在一起，尽显山间春色，远眺或近观，都别有
一番风味；遨游在花海，杜鹃花枝仪态万千，有的
含苞待放，有的花瓣完全展开，走近一嗅，清甜芬
芳，令人陶醉。

春光烂漫，杜鹃醉人。伴着微风的吹拂，杜
鹃花随风摇曳，景致旖
旎。来这里，揽一抹
春 色 ，嗅 一 缕 清
香，让春意盈满
身心。
程远东 文/图

活力西工活力西工（（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花
香
醉
人

花
香
醉
人

艳丽如霞艳丽如霞

风光旖旎风光旖旎

▲田间公路笔直宽阔
◀稻田连绵成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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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勇攀高峰 实干笃行再谱新篇
西工区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协西工区十届一次会议召开

海阔潮平风正劲，扬帆奋进
正当时。4月23日至25日，西工
区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协西
工区十届一次会议召开。来自
全区各条战线、社会各界的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聚一堂，共商
发展大计，擘画未来蓝图。

大会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
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区人大常委会、区政
府、区政协领导班子和区监察委
主任、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李文波当选西
工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主任，史千灵当选西工
区人民政府区长，柴幻当选政协
第十届西工区委员会主席。在
雄壮的国歌声中，新当选的同志
进行了宪法宣誓。

西工区委书记王进在大会
上要求，今后五年，西工区要拉
高标杆、争先进位，奋力开创各
项事业新局面，努力交出不负历
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优异
答卷，必须走好坚定信仰之路，
必须走好赶超跨越之路，必须走
好为民谋福之路，必须走好真抓
实干之路。

大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在区委的坚强领导
下，赓续前行、奋楫争先，在加快
建设“活力西工、智慧西工、幸福
西工”的奋斗征程中当先锋、打
头阵、作表率，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回望过去 砥砺奋进 勇攀高峰

展望未来 实干笃行 再谱新篇

过去5年，成绩斐然写辉煌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3年位居全市第一。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16.1 亿元，连续

18年蝉联全市第一。
荣获“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先进区”“全国

信访工作三无县区”“全省问题楼盘化解工作
先进单位”“全省信访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经济实力实现新跨越。2021年年底，全
区生产总值达到539.1亿元，是2016年的1.5
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2.2亿元，是2016
年的1.8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9亿元，是
2016年的1.3倍；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是2016年的1.4倍和1.5倍。

产业发展开创新局面。商贸支撑更加有
力，累计实施服务业重点项目153个，完成服
务业增加值 1525.6 亿元。工业质量持续提
升，累计实施工业重点项目80余个，规模以
上工业营业收入累计达到 720 亿元。文旅
融合成效明显，旅游综合收入近170亿元，西
工兵营入选第四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
录，红山欢乐谷获评省特色休闲观光园区。

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创新能力不断提
升，该区获批郑洛新自创区洛阳片区辐射
区、省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获评省级
创新龙头企业 3 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5
项。开放格局加速构建，全市唯一的跨境电
商通关平台常态化运行，累计引进省外境内
资金 319.2 亿元，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89 个。
改革事项稳步推进，583项改革事项落地见
效，150余项省市下放权限应接尽接，“一网
通办”“最多跑一次”实现率100%。

三大攻坚战取得新成就。脱贫致富有效

衔接，“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全面实
现，红山集体经济活力持续提升。污染防治
成果突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跃居城区前
列，28.5公里涧河河岸、1350亩金水河湿地
公园展新颜。风险化解稳步推进，问题楼盘
信访突出问题化解攻坚工作获省先进。

城市面貌展现新形象。城市更新全面推
进，改造老旧小区 259 个，惠及群众 4 万户
15.6万人。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王城大道快
速路等重大工程征迁全面完成，建设提升道
路90条，建成33个城市游园、58.2公里亲水

“乐道”，新建改建停车场51个。颜值气质不
断提升，文明城市创建深入推进，智慧亮化
工作位居全市前列。

惠民成果彰显新质量。该区累计投入民
生资金81.8亿元，民生支出占比76.7%。社
会就业更加充分，就业创业、技能提升获省级
荣誉；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连续两年获国家级荣誉；健康西工全面进步，
保持“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荣誉称
号；养老事业稳步推进，区级养老智慧平台投
入运行；文化惠民成效显著，17座城市书房建
成投用；社会保障全面加强，发放城乡低保等
各类救助资金8595万元。

安全发展筑牢新根基。疫情防控常态落
实，守住了长周期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
线。应急能力全面提升，国家级、省级综合
减灾示范社区达到 5 个。安全监管扎实有
效，成功创建“全省食品安全示范区”。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

作风效能得到新提升。党的领导全面加
强；依法治区深入推进；服务型政府加快建
设，企业开办“一站式”服务成为全市试点，
营商环境评价位居全省前列。

数说2021年，“十四五”开局出彩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2.2亿元，居全市
第一。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1万元，总额
居全市第一。

“三个一批”签约产业项目开工率居全
市第一。

全区生产总值达 539.1 亿元，总量居全
市第二。

服务业增加值达 353.8 亿元，总量居全
市第二。

发展动力更加强劲。240 个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 307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居全市
首位，生产总值、服务业增加值位列全市
第二。

创新活力更加充沛。5家企业获批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实现
零的突破。

产业提质更加明显。实施总投资156.1
亿元的服务业项目45个、总投资126.2亿元
的工业和新兴产业项目 79 个、总投资 60.9
亿元的文商旅融合项目14个。

城市功能更加完善。13 个片区 170 个
老旧小区改造全面完成，加装电梯经验做法
被新华社专题报道，空气质量同比改善率达
到历年最高水平。

发展成果更加惠民。48 件重点民生实
事全面完成，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
内，获评“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十五分
钟医疗圈”基本形成。

今后5年，在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

指导思想：持续深化“商务强区、工业强区、文旅
强区”发展战略，全力打造全市创新要素集聚区、服务
业发展引领区、现代化工业新城区、文商旅融合示范
区、青年创新创业核心区、宜居宜业典范区和对外开放
新高地，加快建设“活力西工、智慧西工、幸福西工”，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区开好局、起好步。

主要目标：到2026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870亿
元，年均增速 9.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8%；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年均增速9%；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9%；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速8%。

聚焦2022年，十个方面工作开启新征程

●2022年，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全区生产总值123.3亿元，同比增长7.5%，居全

市第一。
服务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

投资、一般公共预算等各项重要指标，均处于全市第
一方阵。

●做好全年工作聚焦十个方面
——聚焦项目攻坚，提升区域发展能级。坚持

“项目为王”，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加快锻
造高质量发展强引擎。

——聚焦创新驱动，增强发展第一动力。落实
“创新引领提质年”，全面构筑创新矩阵，加快建设全
市创新要素集聚区、青年创新创业核心区。

——聚焦品质提升，厚植商贸优势根基。纵深
推进“商务强区”，做大产业能级，促进业态更新，加
快建设全市服务业发展引领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聚焦风口产业，推动工业转型提质。贯彻
市委“136”工作举措，围绕风口产业转型，纵深推进

“工业强区”，加快建设全市现代化工业新城区。
——聚焦沉浸体验，打造文旅融合品牌。抢抓

文旅产业新风口，纵深推进“文旅强区”，加快建设全
市文商旅融合示范区。

——聚焦城市提质，提升创新承载能力。贯彻
市委“351”工作举措，落实“城市功能优化年”，以全国
文明典范城市为标杆，加快建设全市宜居宜业典范区。

——聚焦富民兴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落实
市委“151”工作举措，立足有效衔接，促进城乡融合，
加快描绘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聚焦共建共享，持续擦亮民生底色。聚焦
“一老一小一青壮”，全力推进44件年度民生实事，
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幸福西工”。

——聚焦风险防范，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坚持以人
为本，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和谐有序发展环境。

——聚焦自身建设，彰显忠诚实干担当。持续
转观念转职能转作风，不断优效能优服务优创新，加
快建设新时代人民满意政府。 （悦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