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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南省汝州市的香菇、三粉、
甘薯、桑蚕、生猪、奶牛、花椒、甜杏、蜂蜜等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不仅让大量农户走出
贫困的阴影，还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这是一片孕育着生机的大地。汝州市
紧紧围绕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农
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村规划编制、引
导村民形成良好卫生习惯、完善建管机制、
强化政策保障等重点任务，459个行政村提
升了颜值。

这是一片迸发着活力的大地。汝州市
干部群众大胆探索、锐意创新，推进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三变”改革，459个
行政村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数十万农
民变身股东，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发展
迈出实质性步伐。加快农村产业发展，积
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2020年新增农民专
业合作社83家、家庭农场149家。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全面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步伐不断加快。大力培育特色农产品品
牌，入选全省知名农产品品牌目录3个。纸
坊镇中王村创建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持续加强农产品安全监管，新建省级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点14个。

食为政首，农为邦本。党的十九大提
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汝州市坚持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
论述，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按照“二十字”方针
总要求，把乡村振兴作为汝州发展的最大
潜力，集中力量补齐“三农”领域突出短
板，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呈现出“产
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壮丽画卷。

产业兴 做优特色加快产业融合

振兴乡村，仅仅只有“青山郭外斜”的
情怀是不够的。把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培育美丽经济
幸福产业，让农民吃上“生态饭”、“口袋”
鼓起来，才是乡村振兴的落脚点。

4月19日上午，在汝州市温泉镇侧崆
庄村西侧的村集体经济项目崆峒山庄里，
一片繁忙春耕的景象，果园里有10余名村
民在给巫山脆李树除草浇水，温室大棚里
村民们正弯腰为瓜秧搭架。“不能耽误农
时，所有地块的春耕生产都必须尽快完成，
这样才能保证五六月份之后有个好的效
益。”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晓峰说道。

据了解，崆峒山庄占地400亩，经过4
年的发展，250亩大叶女贞、红叶李等名贵
绿化树木已经成林，150亩巫山脆李、桃
树、石榴、苹果、核桃及葡萄等果树均已挂
果。在去年成功引进温棚富硒西瓜的基
础上，今年初由该市财政扶持50万元专项
资金，目前已发展温棚富硒西瓜6座。“每
座大棚占地400平方米，由于瓜苗栽种期
早于去年，今年5月初西瓜就上市，比去年
提前上市一个月，可产西瓜3万斤，每斤售
价5元到6元。”

与侧崆庄村一样忙着发展村集体经
济的汝南街道怯庄村，集体经济戎庄铁路
货场占地5万平方米的全封闭车间内，全
覆盖的喷淋降尘系统使整个车间云雾缭
绕，两列长长的煤炭专列停靠在内部铁路
线上，两旁堆放着大量的煤炭，运送的大
型货车和铲车往来不断，正在忙着往列车
上装货。一台高达10余米的龙门吊正将
一块 50吨重的水泥板吊运至火车车厢。

“铁路货场的工人全部是咱怯庄村的村

民，56名村民人均月工资5347元，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很是方便。不仅如此，每年给
村里上缴的集体收入都在300多万元。有
了这些收入，村里也有能力给村民们办些
大好事了。”该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军
强对铁路货场的作用赞不绝口。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汝州市
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各乡
镇、街道通过实施“一村一品”产业规划，
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乡村振兴，让群众吃
上“产业饭”，走上小康路。

村庄美 建设家园提升颜值气质

乡村是农民的立足之基、生活之本。
留住绿水青山，建设美丽家园，才能让农
民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美丽乡村既要有“里子”，还要有“面
子”。近年来，汝州市大力实施农村“厕所
革命”、村庄社会化保洁、河长制、“美丽乡

村”建设、人居环境星级创建等一系列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2020年完成387个
村庄污水管网铺设，改造农村户厕1.33万
户，459个行政村生活垃圾实现社会化保
洁全覆盖。

4月15日下午，陵头镇朱沟村将军湖
游园内，鲜花盛开，竹影婆娑，碧波荡漾，
刚刚建成的喊泉平台上，村民们争相喊嗓
门，随着一声声悠长有力的呐喊，湖里喷
涌的泉水达到10余米高，飞珠溅玉的美景
引来众多村民围观喝彩。

“从2020年开始，我们由脱贫攻坚向
乡村振兴衔接，这个将军湖游园就是我们
生态振兴的一部分。2020年以来，仅村里
的人居环境整治我们就投入了 300多万
元。”省派驻陵头镇朱沟村第一书记张志
勇告诉记者。

美丽乡村既要有颜值，还要有气质。
汝州市充分挖掘和利用乡村的自然环境、

乡土文化、农耕特质、地域特色，把保持原
有村居风貌和引入现代元素结合起来，努
力让每一个乡村有颜值、有气质。

近年来，汝州市按照不改变外观风貌
的原则，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要求，
对夏店镇山顶村、焦村镇魏沟村、陵头镇
段子铺村等一批传统古村落民居进行了
维护、修缮，使传统村落的历史风貌得到
了完美的复古再现。

深挖文化底蕴，深化“和美汝州”“家
风润万家”“寻找村宝”“乡村春晚”“乡贤
人物评选”“星级文明村创建”等行动，涉
及邻里和谐、移风易俗、遵纪守法、孝道传
承等方面，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
盖面不断提高，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汝州精神为主题的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精彩纷呈。

百姓富“三变”改革激发乡村活力

“俺村的香菇不仅在咱汝州，在全省
都是很知名的。正是有了香菇的蓬勃发
展，不仅老百姓富裕了，村集体经济也有
钱了，我们老百姓自己家的水费、卫生费
都是集体给交的。去年11月6日，村集体
经济分红，我家还领到了3400元，这样的
发展模式真是好！”温泉镇朱寨村3组村民
股东朱万水说到香菇产业给村民们带来
的福利，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近年来，汝州市超前谋划、争创示范，
于2017年6月获得全国第二批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试点。2018年底，完成全市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任务，共清查集
体资产49.65亿元，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100.13万人；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459家，
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

“三变”改革，在汝州市走出了铿锵步伐。

朱寨村作为汝州市产改试点村，在完
成清产核资、成员身份界定的基础上，率
先推行股权改革，于2018年2月28日成立
股份制经济合作社，目前已吸纳该村120
余户村民加入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发展香
菇种植大棚1580座，年创效益1000万元。

4月18日上午，在陵头镇段子铺村王
湾民俗村，16组村民王文钦正在忙着给游
客烤面筋：“一到双休日和节假日，我一天
能卖一、两千元！”

截至目前，王湾民俗村改造民居20余
套，修建石板路500余米，修通了连接周边
的桃花谷、芝麻沟、南庙、杏花村、元宝沟
瀑布景观、天河湖景观等景点全长12公里
的道路，修建了 3000余平方米的文化广
场、5000余平方米的景区停车场。今年春
节期间，每天的游客达到5万余人。“一到
黄金周，我们村‘两委’班子就进入临战状
态，为迎接大批游客做准备。”村党支部书
记、村主任王登科笑着说。

近年来，汝州市农村深化改革探索出
了丰富多样的乡村振兴新模式。如“三
变”+生态休闲模式充分利用了山水生态
资源优势，打造出一批宜居宜游宜养的特
色生态乡村、特色生态小镇，把“生态优
势”变为了“经济优势”；“三变”+村集体经
济通过整合农村土地、森林等资源开展

“合股联营”，引进城市资本、人才、技术和
先进管理经验，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真正让老百姓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如今，在汝州的乡村大地，一村一幅
山水画，一户一处田园景，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完善，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农民收入
不断增加，自然生态优势进一步凸显，诗
和远方就在脚下的这方热土。

（郭营战）

河南汝州：乡村振兴“内增颜值，外提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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