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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版

位于沧县县政府西南 30公里的高川乡，与泊头、献县交

界，有着“一川连三县”之称。近年来，这个乡依托自身区位优

势，持续开展“党建＋特色产业”，带动现代农业做大做强，走出

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

村振兴之路，为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的力量。

在沧县高川乡，活跃着一支“红马甲”
队伍，他们每月固定时间，或去往域内的
枣林，或走访枣农，进行枣树管理。

沧县是全国知名的“金丝小枣之乡”，
而高川乡就是“金丝小枣之乡”的石碑所
在地。近年来，高川乡不断加大金丝小枣
保护力度，擦亮金字招牌。一方面引导枣
农加强对金丝小枣树的管护，一方面组织
党员志愿服务队，成立了“助农志愿服务
队”，为3000多亩枣树标准化管理示范区
和有着1100多株古枣树的古枣树复壮保
护示范区提供技术指导，免费发放农药、
肥料等上百吨，杀虫剂300多箱，安装灭蛾
器约30台,降低农民管理成本，增强枣农
种植信心。目前，这支志愿服务队长期活
动队员30多人。直接助力高川乡去年的

金丝小枣喜获丰收——4万亩枣树获得产
量约3万吨。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为了
激发基层党组织的活力和广大党员干部
的动力，高川乡党委牵头，开展多种多样
的党员主题实践活动，将党员干部的主战
场摆放在基层一线，服务于民。

在工作中，高川乡创新方式方法，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打造“志愿服
务+网格管理”模式，定期在全域内开展
爱国卫生志愿服务活动，党员全部成为
志愿者，引领广大人民群众，目前全乡有
近40支服务队近600名志愿者。这些志
愿者全面清理各村卫生死角，并将发现
的问题及时与村“两委”沟通对接，破解
死角死面清理难题，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

生活环境。同时，在“三夏”工作中，重点
做好农机调配、维修服务、机械燃油保供、
火灾预防等工作，帮助农民解决在小麦抢
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确保高川乡小麦

“颗粒归仓”。
高川乡党委还强化村干部坐班、“三

会一课”“多彩主题党日”等制度。深入落
实干部质量提升工程，制定了《高川乡村
干部培训计划》和《高川乡村干部培训方
案》，采取现场教学+线上学习+外出参观
学习等方式，今年对村干部进行专题培训
8次，内容涉及党史教育、村干部能力提升
等。建立"1+10"党员联系户制度，每名网
格党员沟通联系网格内的10户群众，每月
至少走访一遍，倾听民意，帮助解决实际
困难。

固本强基 激发基层党建新活力

高川乡是沧县的核心枣产区，枣园林
地4万亩，是传统的农业乡，也是我市小枣
标准化生产基地。近些年，这个乡坚持做
大做强枣业优势，坚持以枣兴乡、多元发
展，致力于发展产业基础牢固，产业链条
完善，产业发展多样的农业强乡。

为了实现“从有到优”，高川乡不断延
伸枣业链条，从2020年开始建成了3000
亩以上金丝小枣示范区，并且增加新疆枣

业务，形成枣业加工、冷储、物流、电商、贸
易等主导产业链条，推动同类和上下游企
业集聚，规上企业从3家增加到5家，年总
产值稳定在3亿元以上。

同时，积极发展枣加工业，由原先的
枣生产大乡向枣加工大乡迈进，域内初具
规模的枣加工企业30多家，形成廊泊路枣
业加工聚集区，年生产能力7万吨以上，销
售额7亿元以上，远销国内各个省份，甚至

出口欧美、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更可喜的是，2023年，高川乡成功引

入总投资7100万元的中国农产品研究所
沧州分所红枣中试车间建设项目。在全
力扶持项目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
中国农产品研究所沧州分所沟通，促进更
多农产品研发成果转化并落户沧县，推动
当地红枣行业产品质量和品牌质量提升，
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从有到优 特色枣产业焕发强劲后力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乡，在做好自身
优势枣产业的同时，高川乡还注重挖掘每
个村庄传统种植业的特色优势。

从2021年6月份开始，高川乡党委书
记宋德斌带领乡党委领导班子和村干部，
通过现场调研、召开座谈会等方式了解
到，由于缺乏劳动力、土地分散等原因，本
乡大部分村的土地都存在着碎片化种植
甚至撂荒的现象，土地收益不高。

在充分了解了各村实际情况和村民
意愿后，为保障粮食安全，高川乡党委制
定了《高川乡党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工
作计划》，决定开展集约粮食种植。探索
以“党建+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农户”模
式，引导各村开展土地流转，在壮大集体
经济的同时，整合土地资源，提高种植效
率和产量，增加农民收入。

高川乡党委首先进行政策指导和
项目引进，确定以高川村和后高龙华村
为试点，由村党支部严格按照公开透
明的程序，召开党员群众大会。同时，
高川乡党委牵总头，村党支部为一线堡
垒，在资金、政策、技术、服务等方面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引导各村精准定位，深
度挖掘种植潜力。他们积极跑办，向高
川村引荐了河北供销集团，示范推行了
集体土地流转统一经营，种植 1500 亩
花生。向后高龙华村引荐了河北垄亩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种植 800 多亩
高粱。截至目前，高川村村民增加收入
约150万，村集体增加收入15万。后高
龙华村村民增加收入约23万，村集体增
加收入9.2万。此外，还给两个村带来了
不少的工作岗位，花生、高粱从种植、管

理到收获，需要用工约3000人次，很多年
纪稍大的村民，不用出村，就能挣到每天
约200元工资。

从无到有，高川乡带领农民走出了一
条新致富之路，共有14个村因土地流转，
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年收入共 100 多万
元。截至目前，全乡共有专业合作社72
家，其中县级合作社3家，共建有果蔬大棚
80个，种植面积500余亩；西卢、王码头、尚
福屯等村流转1500亩土地种植中药材；后
村、儒林藻等村流转土地或者订单种植
苗木1.5万亩，合作社与外界达成合作协
议，稳定销售渠道，达到稳定增收。今年
以来，高川乡共流转土地约8千亩，均用于
种植粮食作物。累计流转土地16000多
亩，其中约14000亩用于种植玉米、小麦、
高粱等。

从无到有 “党建＋集体经济”助农增产增收

党建引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近年
来，高川乡党委带领广大群众走出了一条
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就今后的前景目
标，宋德斌表示，将继续依托现有特色农
业基础，扩大蔬菜、葡萄、高钙果、油桃等

“一村一品”特色种植项目规模，并开发利
用滹沱河古道、袁绍墓等资源，在塑造乡
村“形、实、魂”上下功夫，建设一个以农民
专业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
和收益，集循环农业、农业体验于一体的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乡村党组
织的引领作用，以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壮
大带动农村土地流转，推进土地集约化经

营，到 2027 年，全乡土地流转率稳定在
70%以上。全面推广‘龙头企业＋合作
社＋农户’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经营模
式，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宋德斌说

同时，高川乡还将以廊泊路为廊道，
向两侧延伸，形成两侧经济发展带。以红
枣和食品加工产业为基础，延长产业链，
并整合全乡的物流配送、批发市场、仓储
等设施，实现生产、交易、仓储配送一体
化，加快建立专业市场体系。并借助“百
家院校进沧县”活动，鼓励和引导饮品灌
装、食品加工等龙头企业提升加工深度，
增加精深加工产品种类和产品附加值，打
造高端爆款自主品牌。引导产业与主城

区和京津对接联动，成为京津冀的“粮袋
子、菜篮子、果盘子”，实现“十四五”末食
品加工自主品牌产值达到50亿元。

此外，在经过前期广泛调研、精心布
置下，高川乡确定以打造廊泊路两侧经济
发展带、苗屯砖厂产业聚集区、千亩花生
种植区、朴寺旧村改造仓储物流园区、后
村中药种植示范区、后高龙华果蔬大棚区
为重点的乡村整体规划。并分类有序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深入推进村庄清洁和绿
化亮化行动，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美
丽庭院示范创建活动，将高川乡建设成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提升全体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蓝图绘就 “一园一带多区”建设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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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志愿者正在清理垃圾

“美枣王”成为当地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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