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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5 月

13日，第 36期鹰城大讲堂在市行

政服务综合楼会议室举行，进一

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

想，提升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能力本领。市长李明俊，市

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岳杰勇，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明新，市政协

主席黄庚倜等在平的市领导出

席。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区域经

济学教研室主任施红应邀作专

题报告。

“晋江经验”是对福建晋江乃

至中国改革发展规律的总结，是

习 近 平 经 济 思 想 的 重 要 源 泉。

施红以《学习“晋江经验”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题，运用生动的案例

和翔实的数据，从“晋江经验”提

出的时代背景、历史过程、理论内

涵、鲜明特色、实践价值等几个方

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使参

加大讲堂的党员干部对“晋江经

验”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并从中

感受到朝气蓬勃的发展景象、汲

取到奋力开拓的进取精神、学习

到改革突破的成功经验。

大家纷纷表示，“晋江经验”

的总结提出，充分彰显了习近平

总书记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科

学统筹的系统观念、勇于创新的

胆魄意识、造福人民的价值追求

和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从思想

认识和理论支撑上为各项工作开

展廓清了迷雾、指明了方向。下

一步，将以此次讲座为契机，持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

深刻领会、精准把握“晋江经验”

的核心要义，切实将其运用到工

作中，勇担使命不负重托，勇立潮

头改革创新，以昂扬向上的精神

面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征程上接续奋斗、不懈拼搏，奋

力开创平顶山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走好中部地区崛起市域奋进

之路，以一域之力为全局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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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王 代 诺）5 月 13

日，从市商务局传来消息，在第 135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

上，我市共有 10家企业参展，展位 17

个，其中品牌展位 4 个；共接待来自

中东、东南亚、俄罗斯、美国等十多个

地区和国家的采购商 100余批次；新

开拓“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拉丁美洲

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业务，现场达

成意向成交额 2000余万元。

我市此次参展商品涉及电子消费

品及信息产品、电产品、工具、摩托车、

餐厨用具、食品、家居用品等7个大类

30多个品种。

广交会期间，市商务局负责人化

身产品推销员，现场与国外参会客商

进行广泛洽谈交流，推介我市特色商

品，助力企业打入国际市场；鼓励企

业充分利用好广交会对外窗口作用，

把握机会，抢抓订单，积极开拓市场，

争抢外贸新份额。

为借助广交会这一国家级经贸活

动平台，推动我市企业和项目与境外采

购商精准对接合作， （下转第二版）

新开拓10余个国家和地区业务，现场达成意向成交额2000余万元

我市 10家企业参展广交会

本报讯 （记者李鹏程）5

月 11 日上午，在平顶山市绿

色产业促进会的大力推动

下，宏翔孟诜食疗科技（河南）

有限公司、宝丰县源泉生态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和平顶山市

舜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汝

州市举行，成立了平顶山市

首家大农业领域以发展大健

康产业为目的的产业集群。

位于汝州市的宏翔孟诜

食疗科技（河南）有限公司，

秉承食疗鼻祖孟诜的药食同

源理念，开发了数十种食疗

产品并大受市场欢迎。宝丰

县源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是河南省珍稀菌研发、培

育、加工、出口的龙头企业，

食用菌的保健功效正在被越

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位于鲁

山县的平顶山市舜和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是河南省最大的

鸵鸟种鸟养殖基地，已与科

研院校合作，开发出十几种

对人体有保健作用的鸵鸟相

关产品。

三家企业分属农产品加

工业、种植业和养殖业，同属

大农业产业范畴，分别拥有

完整的产业链条。平顶山

市绿色产业促进会首席顾

问关源良说，此次签约成立

的产业集群，依托宏翔孟诜

食疗产业、高端食用菌和鸵

鸟生物科技产品，开辟了大

健康产业的新赛道，实现了

跨产业分类、跨行业互补、跨

县域合作，对平顶山市绿色

产业促进会在大农业领域推

动链群式发展有着典型示范

意义。

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目的

我市首家大农业领域产业集群成立

“千万工程”二十载，万千乡村焕新颜。

2003 年 6 月 5 日，在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

推动下，一项名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的“千万工程”拉开序幕。彼时，“千万工

程”如同让列车换道变轨的扳手，转动了

乡村振兴的车轮。

20 年来，“千万工程”升级拓展、更迭

生长，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起步，走过

“千村精品、万村美丽”，迈向“千村未来、

万村共富”新阶段。

回眸，“千万工程”改变了浙江村庄的

风貌，重塑了当地农民的命运，探索出了

一条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路径，打造出

了一份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样本。

万千美丽，万千气象！在“千万工程”

即将 21周年之际，5月 8日至 11日，市委有

关领导带领市农业农村局、郏县、卫东区、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平顶山日报社主要

负责同志及个别基层干部到浙江省考察

学习乡村振兴工作，用脚步丈量之江大

地，用心把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的经

验打包入脑。

在“浙”里“乡”约，为雄“鹰”“振”翅。

从鹰城到杭城、台州，浙江的乡村，个个都

美得不一样，却又与平顶山乃至全国的诸

多村庄一样，有着相通的地方；从杭城、台

州回鹰城，平顶山的乡村该往何处发力，

此行所看所学所思所悟中已有答案。

顶层设计为魂
以“未来大地”IP 新形象实现从落后

到振兴

浙江的乡村有多美？百闻不如一见。

5 月 8 日午后，从杭州市区驱车 50 分

钟左右，到达位于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最

南端的一个村庄——横一村。

远山如黛，近水含烟；初夏江南，风景

如画。刚一入村，标志性大黄鸭就映入眼

帘。向村行，是鸭棚咖啡馆和大片稻田，

稻花香里说丰年，时尚鸭棚里喝咖啡，吹

山风听风吟。乘着观光车往村中去，家家

户户“降围透绿”，石墙瓦砾的古色中片片

吐翠、点点映红，自成风景。循着一路山

花烂漫、柿树如林，前往“如意山房”和当

地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品“如意茶室”如

意茶，听“如意柿界”如意经。

好一幅新时代“富春山居图”！

“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的。”横一村

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傅临产说。

傅临产是土生土长的临浦人，乡音较

重，聊起横一村时，大家听得有些费劲。

但，有三个词，他反复提到，说得格外清

晰：柿子、稻子、院子。

傅临产已扎根基层 12 年，就在上个

月，他以横一村在其带领下完成“三大革

命”的事迹，被评为 2023年度“杭州好人”。

小切口，带来大变革；小村庄，蕴含大

能量。2017 年底横一村还是萧山区有名

的欠发达落后村，2018年村集体经济只有

39 万元。2022 年，该村村集体经济达到

510余万元，2023年突破 557万元，实现了

跨越式振兴。

何以蝶变？

思路！“思路一变天地宽，得感谢浙江

乡立方乡村发展集团。”傅临产说。

莫问剑是浙江乡立方乡村发展集团

联合创始人、首席战略官，此前是新华社

的一名记者。他认为，当下全国各地乡村

振兴普遍面临的难题在于思路之困，从根

本上为乡村找路，要理念先行——通过品

牌化为乡村找魂、找钱、找人，建立多元化

投融资机制，重构乡村价值，吸引原乡人、

归乡人、旅乡人，重现乡村活力。

2021年，浙江乡立方乡村发展集团受

邀参与横一村打造。当年，在农田“非粮

化”整治的背景下，横一村共有 1700 多亩

（1 亩≈666.67 平方米）苗木基地需要退林

还耕，有种植 1400 多棵百年柿子树的果

园，有传承 600余年的方顶柿品牌……

“要先为乡村找到‘魂’，顶层设计就

是乡村的‘魂’，没有找到之前，啥都不要

动。乡村走老路，很难打开新局面，一定

要着眼于未来，要重新想象乡村未来的样

子。”莫问剑说——

未来乡村，稻田可以是公园，农田可

以是乐园；

未来乡村，田野可以是课堂，田埂可

以是赛道；

未来乡村，柿子林可以是露营基地，

党群服务中心可以是游客中心；

未来乡村，农村的房子可以是创业空

间，村民可以是创客，治理可以很数智……

秉持着这样的理念，浙江乡立方乡村

发展集团将横一村命名为“萧山未来大

地”。“萧山未来大地”以横一村为首发地，

用新理念、新方法、新模式探索乡村未来

的样子。

作为浙江省第一批未来乡村建设试

点村，横一村以“萧山未来大地”的 IP新形

象扎实做好三篇文章——

做好“稻子”文章，实现从“卖粮食”到

“卖体验”。结合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非

粮化整治，恢复功能区种粮属性，种植彩

色创意水稻 1000余亩，建成萧山区连片面

积最大的高标准稻田。以“Hi 稻星球”为

统一品牌，把千亩粮田打造成稻田休闲功

能区、研学区、运动区等体验区块，游客可

以坐着小火车自由穿梭于稻田、在稻田迷

宫里闲逛、去星空树屋露营、打卡网红鸭

棚咖啡。单就鸭棚咖啡来说，平均每年吸

引近百万人次拍照打卡，周末和节假日的

日均客流量就有万余人次，给村民和村集

体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稻田里的小火车、

游客乘坐的电瓶车接驳，每张票村集体都

有一二十元的收入分成。包括鸭棚咖啡

店卖出去的每杯咖啡，我们也能拿到 10%

的销售额。今天座谈的会议室，我们出租

半天也能收到 1000元的场地使用费，这样

的会议室我们有三个。包括我自己出去

交流经验、讲讲课，讲课费都归集体。”傅

临产说。

做好“柿子”文章，实现从“卖柿子”到

“卖风景”。依托千余棵百年古柿树，依山

而建“如意山房”，因地制宜引入“如意茶

室”，集中展示“如意柿界”美好景象。

做好“院子”文章，实现从“卖产品”到

“卖产业”。通过“围墙革命”把围墙降下来、

把庭院透出来、把游客引进来，完成了全村

百余户农户庭院整治提升，目前近200户优

美的农家小院连片打造成美丽庭院集中示

范区，实现“全域景区化、村庄景观化”。

如今，横一村成功实现了从落后到振

兴的“逆风翻盘”，探索出了城乡共融的发

展“金钥匙”。自 2021年十一试营业以来，

两年多时间横一村已累计吸引游客超 100

万人次，并接待了超 2000个政府参观考察

团，村集体经济翻了几番，实现了“资源变

资金”的“两山”转化目标。此外，横一村

还收获了一张张沉甸甸的名片：萧山区首

批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浙江省美丽乡村

特色精品村、国家发改委共富观察点、全

国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现场推进会

考察点、浙江省深化“千万工程”建设新时

代美丽乡村现场会考察点……

“横一村有今天，我是发自内心感谢

乡立方的。他们的策划与创意确实高，从

未来大地的命名，到乡村业态的打造，是

横一村成功的重要基础。大胆用好外脑，

光靠我们自己搞不出这么好的效果。”傅

临产说，乡村振兴最稀缺的资源，是具有

未来价值的创新观念，从横一村到“萧山

未来大地”，这就是乡村未来的样子。

产业设计为核
以星火燎原的方式布局乡村小产业

“星链”

如果说顶层设计为魂，那么产业设计

即为核。

“大部分乡村项目在人居环境整治

后，基本就停滞了。好看是好看了，但经

不起细算经济账——面子有了，但里子还

是很薄，说白了，为村里找不到钱，不行。”

莫问剑说，如果没有产业支撑，乡村振兴

还是个“空心”。

要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乡村振兴，乡

村的产业既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

位于浙江省西北部的杭州市淳安县

威坪镇有着 1800 多年的历史，当地因为

高山特色生产辣椒，几乎家家会做酱、人

人爱吃酱，但只是淳安当地村民饭桌上的

一道菜而已，谈不上拿酱作为家乡特产送

给亲朋好友或者销售出去，更谈不上做大

做强。

“我们这里距离千岛湖不远，交通便

利，千岛湖每年有接近两千万人次的游

客，但是游客能带走的旅游商品却少之又

少。”淳安县威酱坊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威酱坊）负责人宋素华说，2019年，追随

着乡村振兴的脚步，在欧洲中餐厅打拼 9

年的他回国返回老家威坪镇创业，利用自

己对味道融合和菜品开发独特的见解，结

合家乡特色，在浙江乡立方乡村发展集团

指导下，和团队开启了“一瓶酱”的旅程。

以当地特产辣椒为原料，突出“威”

字对威坪酱进行品牌化打造，迎合市场

需求，威酱坊的辣椒酱花样翻新：乡村火

腿 酱 、大 粒 牛 肉 酱 、小 溪 鱼 干 酱 …… 如

今，一瓶瓶新型威酱，成了威坪镇产业创

新发展的“一道好菜”。此外，威坪镇和

威酱坊还同步盘活种植、做酱的人才资

源，提出“1+1+1+X”威酱产业发展思路，

采用“农户+村集体+公司”合作模式，促

成威酱坊与威坪镇的行政村签订原料酱

采购协议，由村集体组织农户进行辣椒、

黄豆、姜等原材料种植，并初步加工成原

酱统一出售给威酱坊。威酱坊于 2019 年

底开始试运营，截至 2020 年底，收入突

破 500 万元，其中，为村集体增收逾 50 万

元，带动了村里 100 多户农户加入做原

酱、种植辣椒和生姜等产业，实现增收近

100 万元，助力农户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的

致富梦。

满目苍翠、一湖秀水，千年流传，一手

好工艺。依托良好自然资源形成的原料

洞藏地以及村民做酱的传统工艺等，成了

威坪镇以“辣椒+”为主线打造的“前店后

坊”等农文旅发展模式的好素材，可以说

依托特色高山辣椒，威坪镇链条式奏响了

乡村振兴“椒响曲”。

“以前的威酱，是日子紧紧巴巴的滋

味，现在的威酱，是日子红红火火的滋

味。”宋素华说。

“威酱坊将传统的土特产进行农创化转

型升级，打造网红爆款酱，并用前店后坊的

模式推动三产融合发展， （下转第二版）

在“浙”里“乡”约 为雄“鹰”“振”翅
本报记者 毛玺玺

上图：位于浙江省淳安县枫树岭镇的下姜村是“之江画卷”中的重要一笔。

下图：位于“萧山未来大地”横一村的“如意山房”。

浙江乡立方乡村发展集团供图

5 月 13 日 上 午 ，在 焦 唐

高速沙河服务区建设工地，

工人在加紧施工。

沙河服务区位于鲁山县

S233 线 和 S325 线 交 会 处 西

南角，总建筑面积 20646.7 平

方米，由中铁四局承建，整体

预 计 今 年 10 月 建 设 完 成 。

截至目前，一期主体（除加油

加气站外）已全部施工完成；

二期主体施工完成 95%。

本报记者 常洪涛 摄

焦唐高速沙河服务区主体施工即将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