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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优享深深 度度11
把新时代把新时代把新时代“““新仓经验新仓经验新仓经验”””写在大地上写在大地上写在大地上

———看新仓如何答好强村富民—看新仓如何答好强村富民““考题考题””

“新仓经验”，从农民中来，自然也要回到
农民中去。带动农民共同富裕，是“新仓经验”
始终如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近年来，新仓蓬勃发展的农业产业在带动
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同时，也为农民带来了
希望和收获。杉青港村从 2016年开始便引进
花卉产业，在建成千亩花卉产业园后，又主动
转型升级，开展花卉产业“腾笼换鸟”“退低进
高”，完善配套服务，不断提升土地附加值，推
动产业提档升级，土地租金、大棚租金等持续
上涨。如今，依托千亩花卉产业园，村里每年
可有200万元的村集体收入。

“村集体发展得好了，富民也有了新出
路。”朱军说，得益于千亩花卉产业园的高质量
发展，村民不仅能进行二次分红，还有了更多
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收入不断上涨。今年78
岁的宋阿邱便已在平湖艳英园艺有限公司工
作了五年多的时间，主要干些花卉的松土、搬
运等活计。“离家近，工资也不错，我们村里很
多人都在花卉产业园干活。”宋阿邱说，他算过

一笔账，依靠千亩花卉产业园他能有三笔收
入，一是村里二次分红的收入；二是土地流转
的费用，家里五亩多的土地一年能有3000多元
的收入；三是在园区打工的收入，一天100元的
收入能让他一年增收两至三万元，让他也觉得
很满足。“年纪大了，家里又闲着没事，家门口
就能有工作挺好的，比以前种田收入好。”和宋
阿邱抱着一样想法的人，在杉青港村有 150人
左右，借助千亩花卉产业园，农民们平均每人
每年能增收25000元左右。

“富民，我们始终坚持多措并举，不仅靠产业
支撑、村集体带动，也靠‘先进’带‘后进’，最大限
度地带动更多的农民增收致富。”周峰潮说，新
仓积极挖掘现有资源，培育更多有经验的农人
充分发挥个人在网络直播带货、市场资源衔接等
方面的优势，带动更多的农户拓市场、扩销路。

友联村的青春党支部委员金凌超便是众
多“先进”中的一员。因为有着多年的农产品
种植和销售经验，他一直行进在带动农户增收
致富的路上。“凌超帮了我们很多，前期产品滞

销的时候，通过网络直播帮我卖货；现在还利
用他自己的资源，无偿为我们销售产品，现在
我只管种，都不用担心销路问题。”赵芝芳在友
联村承包了25亩土地，主要种植玉米、甜瓜、丝
瓜等农产品。对她来说，金凌超不仅帮她解决
了销售问题，更让她实现了产品的升级。原
来，金凌超在销售中发现相对于农户们种植较
多的甜糯玉米，水果玉米更受市场欢迎，且利
润更高，因此他也向周边农户提出了“种植水
果玉米”的建议。今年赵芝芳便在他的建议
下，将原来的3亩甜糯玉米拓展至今年的10亩
水果玉米，她也期待能有更好的收成。

“我们年纪大了不懂市场，幸亏有凌超这样
热心的年轻人，既为我们解决了烦恼，也让我们
农民增加更多收入。”赵芝芳说。像她这样的农
户，金凌超帮助了不止一个。“相比只扎根于土
地的农民，我在市场和销路方面有着更多的经
验和优势，我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帮助
农户们一起增收致富，让我们农民的日子也能
越过越好。”金凌超对此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一根藤蔓能延伸多长？跨越两千多公里，
新仓的“地瓜”已然在甘肃省和政县茁壮成长。

承袭“新仓经验”合作这一真谛，新仓一直
致力于将农业经济的成功探索持续共享，以品
种、技术、模式等输出，让“地瓜”在扎根新仓的
同时，将藤蔓延伸至四面八方。

杉青港村的平湖市洁云食用菌专业合作社
就是从新仓“出发”，将“新仓经验”带去全国各
地的典型。洁云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已深耕新仓
多年，目前还成功种植了羊肚菌和赤松茸等经
济价值更高的食用菌品种，是新仓农业产业的
先进典型，目前已初步形成种源、种植、销售等
环节于一体的产业链。“我们有种源、有技术、有
经验，在自己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希望以此为新
的起点，不断带动周边乃至更远地方的农户共
同致富。”洁云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健云
说，将承诺化为实践，他们始终源源不断地将各
类食用菌的种源、种植技术等传递给周边农户，
协助他们解决食用菌种植上的各种问题。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进一步延伸藤蔓，洁
云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还将目光瞄准了资源禀赋
和气候地理条件等均较为优越的甘肃省和政县，
与当地食用菌产业的发展不谋而合，他们与当地
开展合作，开辟了面积100亩左右的种植基地，致
力于将新仓食用菌产业的“地瓜藤蔓”不断向外

延伸，持续壮大食用菌产业。当前，新仓镇正以
洁云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为核心，实施食用菌产业
园项目，依托种源、技术等，不断辐射周边地区的
食用菌种植，形成食用菌产业的“地瓜经济”。

地瓜，只有越耕，才会越甜。多点开花，方
能根壮藤旺。食用菌产业园项目的“藤蔓”不
断向前延伸，其他的“地瓜”也在新仓镇的精心
培育之下，不断释放生命力。合作共富蔬菜岛
项目就是其中的一个，该项目位于杉青港村，
一期共建设 100亩设施大棚，进行蔬菜种源培
育，通过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集成创新示
范，带动蔬菜种植标准化。

“蔬菜岛项目是一个集种源、种植、销售等
一条龙服务的项目，它的亮点在于能提供种子
种源，一方面能吸引周边农户加入其中，实现
蔬菜种植促共富，另一方面它的模式能推广到
其他地区，延伸这一农业项目的藤蔓，为我们
创造更多的价值。”杉青港村党委书记朱军说，
该项目已于上月启动建设，预计10月完工即可
进行种子试种。

食用菌产业园项目与合作共富蔬菜岛项
目，均是新仓镇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创新
发展“新仓经验”，加快生产、供销合作，培育

“地瓜经济”的具体实践。近年来，新仓镇不断
“修”内功、“强”外功，一方面持续巩固特色产

业优势，打响新仓小落苏、西甜瓜、食用菌等特
色品牌，让“地瓜”的块茎更强壮；另一方面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招引链主型企业。

落户于杉青港村的“郁野·杉水客”农文旅
项目正是新仓镇项目招引的成果之一，该项目
将建设成涵盖农业、民宿、亲子乐园、农文旅、
餐饮、田园旅居、水上运动、国际种源高端花卉
基地等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体。丰富农业新业
态促进以项目带动项目，推动更多的农业项目
进入新仓，不断强健“地瓜”茎块。农业“地瓜”
越长越大，也让村集体经济茁壮成长。该项目
对区域内农田、建设用地进行租赁，每年给予
村集体租金的同时与杉青港村共同组建农业
公司，按一定的利润比例进行分配。而通过农
文旅项目带来的大量游客，也让当地群众有了
更多富裕的渠道，通过民宿、文旅创业等方式
加入到项目发展中，村里的伍福缘农家乐就以
项目落地为契机，重新装修了自家的农房，添
置了不少设施设备，目前已经正式营业并吸引
了不少游客前来，伍福缘老板戴华元也对这一
增收致富新渠道充满了信心。

当前，借助新仓镇已构建的精品农业规模
生产、农产品加工和农旅融合等多层次、复合
型的产业体系，“地瓜”的藤蔓正努力不断绵延
至更远的未来，持续性带动强村富民。

“我们的农业秸秆资源化处置中心前景非
常可观，不仅可以消化本地的农业废弃物加快
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还能带来不错的经济
效益，秸秆可加工成燃料，这一方面的市场非
常广阔……”见到新仓镇中华村党委书记谢微
叶时，他正在向相关企业推介村里新引进的项
目，侃侃而谈，自信从容，脸上是对村集体经济
壮大满满的期待。

对于谢微叶来说，这个项目就像是他的一
个“孩子”，从孕育到养育，他亲力亲为、全程参
与。“壮大村集体经济，不能坐在家里‘等食
来’，而是要主动出去‘找食吃’。”谢微叶算过
一笔账，去年村经营性收入有433万元，但刨去
日常各种支出，所剩不多。如何壮大村集体经
济，必须主动而为，拓宽发展渠道。

走出去，谢微叶有信心，更有“资本”。“资
本”便是他手里的面积为7亩的设施农业用地指
标。这项指标因何而来？“村集体土地腾退之
后，村集体经济就少了收入来源，如何稳定村集
体发展？我们鼓励各村发扬创业创新精神，做
好主动文章，推动村集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

展。”新仓镇副镇长周峰潮说，去年新仓镇就率
全市之先，对全镇各个村设施农业用地进行了
重新布局，每个村布局有一定数量的用地指标，
引导各村书记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招引特色
农业产业项目，为强村赋能，为发展加码。

村书记变成“招商员”，走出去、跑市场、找项
目，成了新仓强村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谢
微叶就是其中先行者。自从接触农业秸秆资源
化处置中心这个项目后，他一方面和项目方加
紧沟通联系，另一方面亲自跑市场了解情况，既
到上海、桐乡等地看项目实体运作，也到周边热
电厂等问燃料市场需求。做市场分析，制定可
行方案，全都是他一手包办。正是在探索的过
程中，他了解到这一产业的前景，便产生了进行
全流程生产的想法，便又向镇里争取了7亩土地
的指标，在原来秸秆处理的基础上建燃料加工
厂，进一步完善产业链，赋能强村发展。

“当前我们进行前期筹备工作，计划9月底开
工建设厂房，预计明年年初就可投入生产。”谢微
叶说，该项目将是强村的重要助力，能产生两笔
收益，一是村里出资建设厂房所收取的租金收

益，每年可至少为村集体增收120万元；二是村里
的分红收益，将有10%的保底保障，未来可期。

“创新合作”是“新仓经验”的精髓。创新，
拓宽强村新渠道，而合作，则让各方联系更加
紧密，实现共荣共生。新仓镇强村公司的成立
便是新仓镇创新发展“新仓经验”，推动合作共
赢的真实写照。新仓镇强村公司由新仓镇8个
村共同入股，共同投资，共同发展产业。强村
发展，新仓不仅有思路，更有队伍。为推动强
村项目快落地、快进展，新仓实行强村项目强
村公司股东领办制，“包产”到人，精准推进。
村书记们由被动参与转为主动领办，充分调动
各村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一个个“强村
项目”在各村书记的带头下逐渐枝繁叶茂。“共
富码头”项目就在石路村党委书记张杰的领办
下有序推进。“领办项目既感压力、更是动力，
项目早一天落地，各村就能早一天收益，因此
我们始终以‘早一天也好’的紧迫感，严格按照
项目节点，高效推进。”张杰说，目前项目正处
于征地阶段，建成后预计将每年带来 150万元
的村集体经济收入。

采访札记

■林旭东

强村富民，新仓一直是探索路
上的先行者。从1950年成立的新仓
供销合作社开全国供销系统的先
河，再到1955年毛泽东同志作出“新
仓经验”的批示，强村富民的血脉始
终在新仓这片大地上传承流淌。

细看今年新仓镇强村富民工
作上取得的成就，村集体不断壮大，
去年全镇8个村中有3个村的村集
体收入进入全市十强，“千万村”不
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新仓镇
各村切切实实努力奋斗的目标。

新时代强村富民之路怎么
走？新仓镇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自己
的答案。紧抓“新仓经验”的精神内
核，用正确的理论指导让新仓在强
村富民的大道上快步前行。“新仓
经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仓人将
汗水挥洒在这片大地上。“合作”

“创新”等“新仓经验”的精神内涵
也在时代的洗涤下历久弥新。在
新时代下，新仓又将“新仓经验”与

“地瓜经济”相结合，探索农业在品
种、技术、模式等方面的输出，加大
项目招引，在强健村集体经济的同
时将新仓的农业产业资源辐射到
其他地方，将“地瓜”藤蔓不断延
伸，持续性地带动强村富民。

村书记化身“招商员”，主动领
办“强村项目”是新仓镇强村富民
路上的一大闪光点。项目的发展
是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内生动
力。让项目进得来，落地快，早出

成效，新仓镇为每个村配备了标准
农业设施用地，鼓励村干部用项目
发展推动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
大。在发展强村项目过程中，新仓
镇各村将“单打独斗”转变为“团结
合作”，由 8 个村共同入股的新仓
镇强村公司应运而生，村共同投
资，共享收益，在强村富民的道路
下携手同行。新仓镇强村公司实
行的强村项目公司股东领办制度，
极大地调动了村书记招引项目、发
展村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强村富民，关键在于人。“新仓经
验”来源于农民，也将回归到农民，让
农民受益。新仓镇招引发展的强村
项目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为
村民的致富增收提供了保障。除了
为村民提供最直接的就业岗位外，
项目的二次分红同样增加了村民的
增收渠道。在共富路上不拖队，新
仓镇年轻一辈的新农人将自己手上
的资源带动农户拓市场、扩销路，带
动更多的人一起致富。新仓镇在富
民过程中，村民与项目共同发展无
疑是亮丽的风景线，在“郁野·杉水
客”农文旅项目中，村民依托项目带
来的人流量，通过民宿、文旅创业等
方式加入到项目发展中，让村民致富
增收的渠道更加多样化。

“新仓经验”是新仓镇强村富民
的基石，在今后持续推进强村富民的
道路上，新仓镇仍需用好“新仓经
验”，与时俱进，以“新仓经验”赋能
强村项目的落地发展，推动农民致富
增收，在强村富民之路上走稳走远。

强村富民之路走稳走远

核心提示：新仓是一片创新和奋进的土地。1950年，成立了平湖第一
家农村供销合作组织——新仓供销合作社后，便开全国供销社系统的先
河，与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将农资供应和农产品收购相结合的合同，扶持
推动农业生产。1955年，毛泽东同志作出“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订立结合合同一事，应当普遍推行”的重要批示。“新仓经验”便由此诞生。

荣光一直激励着新仓勇毅前行。为农、助农、富农，新仓一直在路
上。近年来，新仓镇创新发展“新仓经验”，深化“三位一体”改革，提档
升级农业生产，聚焦聚力强村富民，全面推动乡村振兴，以强有力的发
展成果持续焕发“新仓经验”历久弥新的魅力，全力呈现写在大地上的
新时代“新仓经验”。

食用菌种到甘肃省食用菌种到甘肃省

蔬菜岛项目蔬菜岛项目

花卉产业助力增收花卉产业助力增收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

培育农业新业态，推动“地瓜经济”根壮藤旺

创新强村新模式，激发村集体发展内生动力

打造富民新途径，赋能农民增收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