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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聚力特色产业
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一望无垠的油菜花汇成壮美花海，宛若
金色油画铺满田野，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绘画
写生……日前，伊滨区诸葛镇首届油菜花节
开幕，客流量达到10万人次，带动周边农户
户均增收 1000 元左右，为伊滨区文旅产业
发展和乡村振兴再添新彩。

近年来，伊滨区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持续加快“一带四园一环线”建设，精准实施
产业富农工程，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加速形成南部山区万亩农业特色产业
带。伊滨区出台南部山区乡村振兴特色产业
带项目奖补实施方案等指导性文件，积极调
整产业结构，引导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通过
整合、流转统一管理农民土地，以“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发展特色种植，增加
社区集体经济和群众收入。截至目前，伊滨
区26个社区种植油菜、谷子、红薯、中药材等
共计1.5万亩，覆盖农户3880户，已形成富有
特色、规模适中、带动力强的特色产业带，实

现集体和群众“双增收”。
着力建设四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伊滨

区加快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擦亮伊滨
农业品牌。截至目前，中国洛阳国际现代农
业科技示范区项目完成蔬菜种植并正常运
行，3 个“鱼菜共生”养殖棚已完工。伊滨区
智能化农业产业示范项目4个日光温室大棚
已完工，分别种植水果黄瓜和彩色小番茄。
上海交大乡村振兴示范园项目已种植1000
亩猕猴桃和 300 亩车厘子，520 亩的水肥一
体化项目也已建成。占地200亩的龙门实验
室智慧化农业示范园正加速建设，将采用智
慧化、无人化高效农作物种植模式，为乡村特
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精心打造“最美伊滨旅游环线”。伊滨区
深入探索城市和乡村的价值使命，以实现城
乡融合发展为目标，寻找与城市需求相匹配
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将文旅、产业、乡村串珠
成链，精心打造全长 23.8 公里的旅游环线，
巧妙串联洛阳市奥林匹克中心、倒盏村、万安
山山顶公园和七彩大峡谷等网红景点，同时
建设壹然在野、拾光万安、龙山野奢、跃龙谷
等高端民宿，积极培育城市近郊乡村休闲旅

游业态，开拓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天地。

提升乡村“颜值”
书写和美乡村新篇章

如何让伊滨区旅游环线成为“处处皆景、
满眼如画”的“网红线路”？

伊滨区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分
级分类抓好“达标村”“示范村”“精品村”创
建，全方位提升伊滨乡村“颜值”，擦亮和美乡
村“底色”。

对标先进周密组织。伊滨区主动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抓两头、带中间”的工
作思路，鼓励镇、社区结合乡村建设“精品村”和

“生态宜居星”创建标准，持续提升乡村风貌和
人居环境；成立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专班，由区
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部署、分管领导牵头抓落
实，定期召开推进会，通报评比，传导压力，推动
工作落实落细；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方式，
鼓励镇、社区完善制度机制，持续抓好垃圾分
类、供排水一体化建设，改善优化人居环境。

多维发力破解难题。伊滨区针对农村生
活垃圾治理难题，建立健全“社区收集、镇转运、

区处理”垃圾收集转运体系，先后投资2000余
万元，建成垃圾分拣中心17座、垃圾中转站8
座，配备垃圾分类收集车48台、保洁环卫人员
400多名，推动全区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市
场化、专业化；针对农村户厕改造难题在全域
实施“旱厕清零”行动，完成户厕改造23345
户，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95%；针对农
村污水治理难题投资4.6亿元，建成供排水管
网175公里、一体化污水处理站33个，实现全
区56个农村社区供排水一体化全覆盖。

目前，伊滨区已实现多个社区“华丽变
身”。一个个“高颜值”社区成为伊滨区旅游
环线上的“耀眼明珠”！

完善服务体系
迈出乡村治理新步伐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
伊滨区以乡里中心建设运营为突破口，推

动乡村服务质量迈向更高层次；持续深化“三
变”改革，推动乡村治理水平实现更快跃升。

建好用好乡里中心。伊滨区切实把乡里
中心公益性服务与市场化运营结合起来，充分

了解群众需求，坚持“一村一策”完善乡里中心
功能设置；大力推广“合作共建”“公建民营”“场
所换服务”等多种运营模式，实现乡里中心可
持续发展。截至目前，伊滨区已实现乡里中心
全覆盖，多个乡里中心正成为群众愿来、想来、
常来的服务中心、活动中心、交流中心，并多次
迎接上级部门和兄弟县区观摩学习。

持续深化“三变”改革。自2023年至今，
伊滨区共核实农村集体资产20.18亿元，其中
经营性资产14.49亿元；通过农村产权交易平
台完成交易6笔，总金额418万元；流转土地
8.6万亩，适度规模经营率达到80%；新增农
民专业合作社8家，累计达到102家；新增家
庭农场15家，累计达到34家，创建市级示范
家庭农场2家；所有社区集体经济收入均超过
10万元，48%的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超过50万
元，36%的社区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00万元。

此外，伊滨区组织“全市企业家进乡村”
村企结对活动 82 场次，落地项目 108 个，吸
引众多乡贤返乡创业，目前乡贤库总人数已
达1540人，注册创办企业1554家；与用工企
业、劳务输出机构等合作，累计开展农村劳动
力技能培训 3201 人次，进一步提高群众素
质，帮助群众鼓起“钱袋子”。一系列扎实有
效的基层治理措施加速激发伊滨区乡村振兴
潜能，带动群众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加速落地产业项目，扎实建设和美乡村，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伊滨区正奋力奔跑在
乡村振兴的春天里！ 杨亚兴 裴玉好 文/图

伊滨区上下联动推动乡村产业“旺起来”、乡村环境“美起来”、群众生活“乐起来”

春风绿伊滨 乡村美如画
全力加快“一带四园一环线”建设，系统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不断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伊滨区正在浩荡春风中铺展乡村振兴的精彩

画卷。

近年来，伊滨区坚持“政府引导、统筹资源、突出特色、多元发展”

的思路，立足资源优势和特色优势，积极探索以特色产业为抓手、以现

代化农业产业园为平台、以乡村旅游为重点的“一带四园一环线”乡村

产业发展新路径；通过全面系统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助力农文旅融合

发展，以乡里中心建设运营为突破口，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迈上新

台阶，奋力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伊滨区旅游环线伊滨区旅游环线

魏村社区乡里中心魏村社区乡里中心

南部山区万亩农业特色产业带油菜种植南部山区万亩农业特色产业带油菜种植

壹然在野民宿壹然在野民宿

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创新辉煌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创新辉煌

乡村振兴的成色好不好，说到底要看
老乡的钱袋子有没有鼓起来。

2023年，偃师农村居民人居可支配收
入达到26679元，位居全市第一。

偃师农民增收之所以大幅“领跑”，得
益于当地始终把富民导向置于突出位置，
构建形成“4+6+2”产业发展格局，实现了
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技能增收。

在首阳山镇，石桥村以集体经济为
纽带，全域流转土地，打造高标准农田，
发展优质小麦制种基地，规模效益大幅
提升；在邙岭镇，黄杨苗木占据全国七成
市场，从“卖苗子”转向“卖造型”“卖盆
景”，小黄杨闯出了新路子；在缑氏镇，一

串小葡萄结出了长长的产业链，鲜食、
采摘、文旅、酿酒，“甜蜜的产业”越做越
大……

近年，偃师持续做优小麦、葡萄、银
条、黄杨四大特色农业产业，新发展小麦

繁育基地 2 万亩，发展优质葡萄种植 3 万
亩，偃师银条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造型黄杨、盆栽黄杨推动黄杨产
业向高端化、精品化方向转变。

农民增收一靠产业，二靠就业。如

今，偃师围绕针织、制鞋等六大传统优势
产业，以订单式劳动力技能培训为重点，
打造“制鞋工、针织工、摩配工”等劳务品
牌，带动 17.5 万人就业。与此同时，偃师
抢抓直播经济风口，启动“百村万人造星
计划”村播培训活动，让偃师特色农产品、
针织鞋帽加工品行销全国。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金融的
有力支撑。聚焦破解农村金融融资难、担
保难、融资贵等痛点，偃师加快推进信用
体系建设，累计创建信用村 222 个，在所
有的乡里中心均设有金融服务站点，“惠
农e贷”贷款余额及贷款增量均位居全市
第一。

1 抓基础促治理抓基础促治理提振乡村提振乡村““精气神精气神””

3 抓连片促宜居抓连片促宜居
扮出乡村扮出乡村““俏模样俏模样””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乡村全面振兴的
题中之义。

乡村建设怎么搞？
偃师区积极探索乡村振兴集中连片打造模

式，通过二里头三产融合创新示范区、玄奘故里乡
村建设示范区等集中连片样板区打造，初步构建
了“四区三带两环多点”发展格局，引导乡村振兴
向集中连片、全域提升转变。

特别是当地注重以市场思维盘活乡村资源，
算好投资收益账，既不搞花架子，也不超越发展阶
段盲目举债搞建设，实现了乡村建设、乡村运营的
良性互动。

在二里头三产融合创新示范区，当地以二里
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为核心，辐射翟镇、岳滩２个镇
10个行政村，打造三产深度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发
展模式。玄奘故里乡村建设示范区则以玄奘故里
为核心，以集镇建设为龙头，以唐玄路和207国道
为纽带，打造文旅融合片区、民族特色片区、乡村
康养片区、甜蜜产业片区、田园综合片区，让美丽
乡村连点成线、连线成片。

不单是二里头三产融合创新示范区、玄奘故
里乡村建设示范区，目前，偃师坚持“一产稳村、二
产富村、三产强村”思路，一体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达标村”“示范村”“精品村”创建和集镇建
设，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
环境舒适度不断提升。

片区建设带动了乡村面貌“形神兼备”的立体
升级，更为农文旅融合、多业态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春日寻芳，偃师区鹿峰村不可错过。在塬上
有家民宿小憩，遥看山野复苏、柳绿花红，怎一个
惬意了得！去年以来，当地把旧宅收归集体运营，
通过微改造、精提升，引入民宿、研学、“村BA”等
业态，迅速火爆“出圈”。

无独有偶。偃师将乡村振兴与文旅文创深度
融合，以“南山水、中文化、北民宿”３条文旅产业
带为引领，围绕打造“夏、商、唐”３个文化旅游IP，
建成塬上有家、汤泉小镇、枕流院子等一批高端精
品民宿，农文旅业态发展风生水起。

“乡村振兴是篇大文章，既要选准切口、创新
突破，也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偃师区委负责人
表示，当地将持续深入落实乡村振兴“151”工作举
措和“4+2”重点工作，强化问题导向，转变思维理
念，抓实乡村治理，激活乡村产业，坚持片区推进，
不断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 偃师宣 文/图

治理有效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
障。经过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
展阶段，偃师乡村积累了较为厚实的物质
基础，然而乡村治理也面临各种各样的新
挑战。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只有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才能真正
让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

穿过古朴的牌楼，在夏文化农耕景观掩
映中，毗邻二里头的圪当头村乡里中心格外
亮眼。置身其中，党群服务中心不设柜台，
养老托幼、便民超市等功能集中布局。特别
是这里依托二里头文化优势和针织产业集
聚优势，打造了产业共富中心、金融服务中
心、技能培训中心，引领“针织+汉服+电商”
融合发展。

然而就在前几年，这里还有2个养殖场、
22处违建，环境脏乱差，群众意见大，但由于
涉及多方利益、矛盾交织，问题就一直“晾
着”。去年，村里通过“三清两建”，清收集体
资产、拆除私搭乱建、淘汰落后产业，彻底清
除这片“雷区”。如今，乡里中心的投用，让
昔日“脏乱差”有了今天的“俏模样”。

近年，偃师聚焦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把常态化推进“三清两建”、制度化开展

“五星”支部创建、特色化推进乡里中心建
设、长效化促进乡风文明结合起来，让广
大乡村焕发不一样的“精气神”。

常态化推进“三清两建”。以破树规、
以建促治，收回资产资金650余万元、各类
土地 2600 余亩，所有行政村（社区）全部
建成“两类组织”。

制度化开展“五星”支部创建。以“争星
出彩、全域提升”为目标，构建“评村社、抓镇
街、促部门”联动联考机制，共创建农村五星
支部5个、四星支部30个、三星支部88个。

特色化推进乡里中心建设。坚持从群
众需求出发，建成乡里中心131个，通过“场

地换服务、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推
动乡里中心迭代升级，实现常态长效运营。

长效化促进乡风文明。扎实推进“文明
村镇”创建，打造了画里乡村甄庄、诗韵陶化
店、孝善圪当头等一批特色文明村镇，向上
向善、和谐有序的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抓产业促增收鼓起农民“钱袋子”2

偃师区转变思维观念，抓基础促治理、抓产业促增收、抓连片促宜居，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春和景明，偃师区乡村一派勃勃生机——

漫步沃野田畴，高标准农田里麦浪翻滚、整

齐的葡萄架翠蔓挂枝头，高附加值的造型黄杨

正起苗装车，一大批“新农人”挑起“金扁担”。

走进和美乡村，片区集中连片打造，人居环

境加速蝶变，引来了运营商、植入了新业态，乡

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旅融合蓬勃发展。

来到乡里中心，孩子们书声琅琅，老人们怡

然自得，直播间的年轻人热情推介，热闹、舒坦、

朝气蓬勃是老百姓最真切的感受。

回顾乡村发展历程，偃师区曾以乡镇企业

和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创造经济发展的奇

迹。如今，阔步乡村振兴新征程，偃师认真落实

乡村振兴“151”工作举措和“4+2”重点工作，以

乡村治理为切入口，加快推动思想观念、工作理

念、干部作风“三个转变”，抓基础促治理、抓产

业促增收、抓连片促宜居，实现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的一体提升。

圪当头村乡里中心圪当头村乡里中心

偃师银条偃师银条 偃师制鞋偃师制鞋 生态兰庄生态兰庄

画里乡村甄庄画里乡村甄庄

马蹄泉旅游度假村马蹄泉旅游度假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