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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一村一公司，一村一产业
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百花齐放”；实施乡村振兴，让农民钱袋子更鼓

411个村消除集体经济空白
首山是襄城县的名山，北姚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坐落在首山南麓。2018 年
和 2019 年，中国·襄城首山油菜花旅游
文化节主会场就设在这里。

北姚社区依托首山旅游风景区，大
力发展旅游业；成立襄城县北姚益众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投 资 160 余 万 元 建 设 粮
仓、新型榨油车间等；投资 90 余万元建
设老油坊，购置木制传统挤压式榨油
机。旅游业的发展，使北姚社区有了特
色村集体经济。

北姚社区只是襄城县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缩影。这样的村庄，
在如今的襄城县比比皆是。近年来，襄
城县坚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做
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围绕“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聚焦农业转型升级、
农村环境整治、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综
合治理、脱贫攻坚 5 个方面，积极探索
乡村振兴新路径，加快推进“农业强、农
村美、农民富”目标实现，让广大农民在

乡村振兴中收获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截 至 目 前 ，襄 城 县 448 个 村 中 有
411 个村消除了集体经济空白，10 个村
集体经济年收入在 30 万元以上，78 个
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通
过领导发展集体经济，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力提升，堡垒作用增强。在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建设公共设施等方面，村集
体有钱办事，让村民分享集体经济发展
的成果。

此外，襄城县坚持创业带动，强力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程，落实创
业培训、创业担保贷款等创业优惠政
策，支持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和农
村贫困劳动力等重点就业群体成功创
业、带动就业；强化就业培训，深入实施
全民技能振兴工程，扩大职业技能培训
规模；拓宽就业渠道，举办了多场系列
大型现场招聘会，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
对接平台。

产业兴了，贫困户脱贫稳了
襄城县山头店镇上秦村村民井红

今年 51 岁，丈夫瘫痪在床，二女儿身患
疾病，以前一家人靠务农艰难度日。两
年前，上秦村与利峰房地产公司合作建
设饮用水厂，生产“襄富源”牌饮用水。
井红从那时开始到这里工作，每月收入
1700 元。

和井红同时来这里工作的还有 4
名村民，也是上秦村的贫困户。通过在
家门口就业，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俺村是在 2016 年摘帽脱贫的。”上秦

村驻村干部说。为了摘掉贫困村的帽
子，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伊始，村“两委”
就确定了以产业项目带动村集体经济
的发展思路。

以“襄富源”牌饮用水的生产为例，
上秦村与利峰房地产公司合作投资建
厂，以土地入股，不参与企业管理。企
业在支付土地租金之外，按照不低于年
利润 10%的比例给村集体分红，同时带
动该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就业。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襄城县始

党建让村集体经济“百花齐放”
4 月 27 日下午，紫云山下，雷洞水

库大坝西北方，一个红墙青瓦的农家
小院与青山相得益彰。这是一个由贫
困户住房改造而成的民宿。

雷洞村近年来重点发展旅游业，
依托紫云山风景区、紫云谷康养基地
和 红 石 文 化 成 立 了 旅 游 公 司 ，走“ 公
司+旅游+特色农家乐+林果采摘+民
宿+扶贫”的发展道路，并探索出“公
司+旅游+入股分红”“公司+旅游+自
主经营”“公司+基地+旅游+村集体经
济+定向救助”等 6 种带贫模式。该村
投 资 100 余 万 元 ，修 建 了 多 个 民 宿 样
板。贫困户和群众将自家房屋租给旅
游公司进行民宿开发，每户年均增收
3000 元。

像雷洞村这样的村庄，襄城县还
有很多。它们结合各自的自然条件、
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及农民素质等，盘

活 现 有 资 源 ，发 挥 自 身 优 势 ，创 新 思
路，融合多种模式，由此衍生出了湛北
乡北姚社区的“旅游文化”、紫云镇雷
洞村的“民宿建筑”、姜庄乡石营村的

“路肩经济”等多个闪亮的标签。取得
这些成绩，党建工作功不可没。

在党建引领下，襄城县把发展壮
大村集体经济作为组织部门加强基层
党组织建设的基础工作和基层党建的

“牛鼻子”工程。通过集中发力、集中
攻坚，襄城县村集体经济呈现新气象，
逐步形成了一村一公司、一村一产业
的 良 性 发 展 格 局 ，实 现 了“ 百 花 齐
放”。村民富了、村庄美了，集体有钱
给群众办事了，村干部工作有底气了，
真正助推了农业转型、乡村振兴和脱
贫攻坚，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和号召力。

编者按：“郡县治，天下安。”县域，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在国家治理中居重要地位，对于一个省、一个市的重要性来说，亦如此。在许昌，
县域人口多、面积大，决定了其分量之重。县域强，“基石”就厚；县域富，物阜民丰。

2014年春，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提出“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
贯通起来”的重大要求。如今，“三起来”在全省各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县域面貌为之一新。

4月28日，我省举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观摩活动，襄城县成为我市唯一的观摩点，展现着发展的雄厚实力与蓬勃活力。
为此，本报记者深入襄城县采访，推出本系列报道。

“金襄城”是怎样“炼”成的之“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

强县与富民共生，强县为了富民，富民才能真正强县。总
量大、质量高、效益好、结构优的强县与收入较高、生活较好、
就业稳定、环境优美的富民辩证统一。

“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把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百
姓！”这是襄城县多年来始终坚持的理念和工作方针。该县始
终把富民摆在重要位置，以党建为引领，让村集体经济“百花
齐放”，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把发展产业作
为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有力推进精准脱贫向纵深发展；把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让广大农民
收获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 记者吕正子

终把发展产业作为稳定脱贫的根本之
策，精准把脉，理性探索，紧紧围绕“村
有当家产业、户有致富门路、人有一技
之长”的目标，坚持扶贫与扶技、扶志相
结合，不断打破发展屏障，增强扶贫驱
动力，让产业扶贫之花在全县遍地开
放，有力地推进精准脱贫向纵深发展。

产业扶贫“百花齐放”的同时，襄城
县还着力推进就业创业增收。该县强
化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特色主导产业

培育“双轮驱动”，扶持引导王洛镇、汾
陈镇、颍桥回族镇种植烟叶 8万亩，吸纳
了 2632 名贫困户就业；以颍桥回族镇、
双庙乡为中心的 10 万亩三樱椒种植项
目带动贫困户种植 2000余亩，亩均收入
5500元；依托紫云镇、湛北乡、山头店镇
的山水资源和交通区位优势打造的以
生态旅游、万亩油菜花自驾游为主导的
休闲观光农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以产业
促就业、以就业促增收的良好局面。

4月15日，航拍的全国乡村旅游示范村襄城县紫云镇雷洞村 记者 牛书培 摄

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兰考县调研指导工作时的重要讲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