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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扫扫地只当是锻炼身体，看着广场上干干净净，

心里也高兴。”7月2日早，张八桥镇姚洼村无职党员李长

安一大早就拿着扫帚在广场上义务打扫卫生。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张八桥镇坚持全面发动，全

员参与，凝聚各方力量，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相结合，把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推动乡村

振兴的重要支点之一，既扮靓“面子”又筑牢民生“里子”。

全镇党员干部分工联动，齐抓共管，重点对集镇，农

贸市场，背街小巷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拉乱接、乱挂乱

倒等现象进行集中整治。各村利用村内广播、条幅，每天

向村民宣传环境卫生整治的好处，让群众直接深入地了

解背街小巷整治工作并参与进来。

“我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以前总想着争取政府救

济，今年村里帮我安排了公益岗，平时主要负责打扫村东

头的一段路面，活不重，一年也能收入好几千哩！”该镇袁

店村公益岗保洁员孙文学说。

孙文学仅仅是张八桥镇实行公益岗保洁员助力各

村人居环境改善的一个缩影。该镇除动员广大党员干

部参与人居环境改善外，还吸纳生活困难的群众成立公

益岗保洁员“小分队”，村党支部将大街小巷划分为保洁

区域，并将卫生区分包情况悬挂在村部显眼位置，实行

挂图作战，由公益岗保洁员全面负责日常保洁、维护，提

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精细化水平，从过去的垃圾清理靠

自觉，转变成现在的专岗专员负责，各村人居环境实现

了大变样。

据了解，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该镇累计投入劳动

力 2400 多人次，打扫清理各类垃圾 460 余吨，整修排水

沟、下水道4100米；在墙体绘画31处、900平方米；切除占

道高门台11处；修建文化活动广场两处、3500平方米，建

设小游园5处、800平方米。 （张向磊 史军伟）

张八桥镇——

筑牢民生“里子” 扮靓乡村“面子”

7 月 4 日，位于肖旗乡枣庄村的宝丰县昊润

农业有限公司内，20多位工人正在覆盖温室大棚

薄膜。大棚里，绿油油的农作物上挂着晶莹剔透

的露珠，充满着勃勃的生机与希望，看上去煞是

喜人。

“你可能想不到，这家占地1500余亩，集种植、

养殖、畜产品加工于一体的农业园区，几年前还是

一个杂草丛生的‘僵尸企业’。”肖旗乡副乡长李亚

杰向记者介绍说。

原来，2016 年，由于受市场形势影响，该园区

原经营方资金链断裂，被迫停产，园区里养殖厂房、

温室等设施设备长期闲置，造成了资源浪费。近年

来，该乡通过实施“腾笼换鸟”，投入资金260万元，

对园区水电路进行升级改造，翻新改造老旧大棚

48座、改扩建冷库、新建分拣烘干车间等，并引进

奥岭养殖、龙康养殖、昊润农业等公司9家，使闲置

多年的资源，得到了重新利用。目前，园区年产值

预计可达 500 万元以上，并有效带动周边 60 至 80

个闲余劳动力就业。

这是我县以高质量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政府

主导与企业参与并举，大力实施“腾笼换鸟”，让农

业园区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随着乡村产业发展，一些新的项目由

于土地指标紧张难以落地，而一些企业由于技术含

量低、产品附加值低和转型升级滞后，生产经营困

难，成了“僵尸企业”。

如何破解土地指标紧张，盘活闲置资产，县委

书记许红兵经过多次走访调研，认为只有实施“腾

笼换鸟”，把“笨鸟”“死鸟”淘汰掉，腾出低效或闲置

土地，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

鸟”，才能促使园区浴火重生，推动农业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

县委县政府根据闲置园区形成的原因、现状，

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明确专人负责，制定可行方案，

按照“先易后难”“一园一策”的思路，统筹空间布

局、产业布局，实施“腾笼换鸟”，实现园区“二次创

业”，推动农业园区向高质高效转变，为乡村产业振

兴赋能。

通过延链补链，唤醒沉睡资源，是我县“腾笼

换鸟”的又一重要举措。位于石桥镇的红英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占地 1000 余亩，但由于经营不

善，资金链断裂，园区内的土地及设施设备已闲置

多年。后经镇、村及经营方等多方协商，由4个种

植大户进行生产经营。针对种植大户技术落后、

设备不足，难以有效拓展产业链的现状，县、乡有

关部门协调该食用菌龙头公司源泉公司，为种植

大户提供羊肚菌、大球盖菇等菌种和技术指导、产

品加工销售，形成了菌种研发、精深加工、规模化

标准化生产、市场流通体系完善的食用菌产业链，

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在促进农业集约化发展进程中，我县围绕食用

菌、生猪、奶牛等主导产业，按照“龙头企业-产业

园-产业链-产业带”的发展思路，实行产业链链长

制和首席服务官制，将龙头企业的培育、园区建设

与食用菌产业链的延链、补链、强链相结合，构建链

条完善、循环畅通、运转高效的发展格局。

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增强联农带农能

力，我县还先后出台推进全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

意见、发展的特色产业奖补办法、鼓励支持第一书

记创业发展集体经济等政策措施，实施了“党建+

金融”服务，与宝丰农商银行、平顶山银行宝丰支行

等7家县域内金融机构联合，定制推出包含信贷投

放、利率优惠、门槛降低等各类优惠政策的30余种

特色金融服务产品，破解了村集体经济发展融资难

问题。

位于闹店镇刘集村的移民园区共建有28座大

棚，占地约55亩，于2020年建成。项目建成以后，

刘集村委会利用大棚建在家门口的优势，从发展村

集体经济上下功夫，因地制宜发动本村村民租用大

棚种植蔬菜、瓜果，并通过吸纳劳动力务工，增加村

民收入。“现在，我们正准备采取‘菌-菜（果）’轮作

种植模式发展食用菌产业，吸引食用菌种植大户与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合作种植食用菌，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刘集村党支部书记刘关省说。

农业园区“腾笼换鸟”工程的大力实施，提高了

资源利用效率，拓展了项目落地新空间，推进农业

高质高效。据副县长肖志举介绍，截至目前，全县

已初步形成了10个主导产业突出、特色产业鲜明

的乡镇，82个特色产业优势明显的村。317个村集

体经济年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收入超过10万元的

村85个，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8个。 （巫鹏）

“腾笼换鸟”拓展产业振兴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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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河源马旗营村段村级河长牛亚鸽在巡河湛河源马旗营村段村级河长牛亚鸽在巡河

高颜值公路串联城乡，广袤的田地绿意盎然，清

澈的河湖碧波荡漾……县内“阡陌交通，良田美池”

的图景，归功于近年来我县对一个“长”字的重视。

“早晚各转一圈，确保耕地没被占用才放心。”

我县赵庄镇吴庄村党支部书记、四级田长吴书听

说，自从2021年初当上田长，每天天刚亮，他就开

始巡查村里的1500余亩耕地。

为护山田“无恙”，我县构建了“总田（山）长+

田（山）长+网格员”的全方位网格化监管体系。

在田间地头，群众扫描“一网两长”公示牌上的二

维码就能举报违法线索。推行“一网两长”制以

来，我县累计发现、制止违法占用耕地行为 143

起，制止破坏山体行为1起。

有了“一网两长”制的成功经验，我县铆足干

劲实施路长、河长和链长工作责任制。实施“路长

制”后，建设了85公里“四好农村路”示范线，创建

了22公里“美丽公路”，321个行政村农村公路通

畅率达100%；通过建立三级“河长制”，完成了“一

河一档”编制工作，实现河湖、大小坑塘全覆盖，

“河长制”转向了“河长治”；围绕12个重点产业链

成立“链长制”服务专班，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近百

个，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我县各级党员干部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确保田（山）

长、河长、路长和链长工作责任制高效实施，不仅“刷新”了城乡

颜值，改善了党风、政风和民风，而且吸引在外“游子”返乡创

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动力。 （李修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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