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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发展理念和主导产业升级，

进一步推动现代农业园区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自去年开始，按照“生产+加

工+科技+流通”的发展理念，我市计

划利用3年时间，分批推进全市市级

现代农业园区开展“百园提升”行动。

截至目前，首批56个园区已完成提升

目标，在产品质量、设施装备等8个方

面成效显著，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蓬

勃动力——

“户主刘国健，结婚执行《红白理
事会》章程不大操大办，举办‘零彩
礼’婚礼，一次性奖励20分；户主刘
国哲，被评为‘十星级文明户’，年奖
励20分……”打开盐山县圣佛镇西圣
佛村的文明实践积分记录，积分理
由、积分情况等清晰明了。

“西圣佛村从 2022年就开始探索
推行积分制管理，制定了 10余条积

分细则标准。去年 3月，被确定为盐
山县积分制试点村后，村‘两委’根
据实际村情，进一步丰富积分细则，
目前已形成经济发展、精神文明、社
会文明和负面清单等 7大类 43条细
则。”圣佛镇宣传委员、西圣佛村包
村干部董艳玲介绍道。

她说，为提升村民在移风易俗、
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服务、社会治理

等方面的参与率，西圣佛村将群众参
与文明实践行为转化为相应分值，并
记入线上积分程序和线下积分存折，
形成了“以奖代补，多劳多得”的积
分制奖励激励机制。

“参与村民以户为单位，每户设
立一个账户积分。为了扩大积分制的
影响力，西圣佛村还将青少年也纳入
到奖励激励中，一年级至高中学生依
据奖状、考试成绩及参加文明实践活
动等进行积分。”董艳玲说，现在，
西圣佛村的积分制参与率已达到
100%。

让积分制真正发挥实效，西圣佛
村还建起了爱心超市。爱心超市如普
通超市一般，摆放着油盐酱醋等日常
用品，但有所不同的是，商品下方标
注的不是人民币售价，而是“10分”

“20分”“50分”等分值。
原来，凭借文明实践积分，西圣

佛村的村民可到爱心超市兑换等价值

物品。
“爱心超市就像是一个道德银

行，村民们以德积分、以分换物，
‘兑’出了文明新风，‘兑’出了整洁
环境，‘兑’出了一条乡风文明、素
质提升的乡村治理新路。”董艳玲
说，为了进一步带动村民们向善向
好，西圣佛村还为全年没有负面清单
行为的村民们缴纳合作医疗保险和养
老保险。

为让积分制在乡村治理真正发挥
实效，去年 8月，经过多番讨论，西
圣佛村还不断完善村规民约，纳入积
分制管理。

“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定村规民
约，在化解矛盾纠纷、破除陈规陋
习、优化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制定村规民约时，西圣佛村

“两委”着意体现移风易俗、邻里关
系、防火卫生等多个方面。“这些内
容都是根据西圣佛村实际情况制定

的，其中，大伙儿最认可红白事简
办。”

红事倡导低彩礼、零彩礼，酒席
一桌不超 300元，迎亲车队不超过 6
辆，不请乐队、不举办歌舞等娱乐节
目，禁止低俗婚闹；白事取消表演活
动，本地客人吃大锅菜，外地亲友如
有特殊需求可设常席，但每桌不超
240元，不请乐队、舞狮、道士，倡
导哀乐代替喇叭，白事一般不超过 3
天……红事新办、白事简办，大大减
轻了村民们的负担。

村规民约的制定与推广，让村民
们行事有规可依，涵养出一股股文明
新风。如今的西圣佛村，干净整洁、
文明守礼、和谐稳定，成了远近闻名
的“标杆村”。

以德积分汇新风以德积分汇新风 文明乡村如约来文明乡村如约来
盐山县西圣佛村以积分制盐山县西圣佛村以积分制、、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程一诺

放
飞
放
飞
﹃﹃
致
富
鸽

致
富
鸽
﹄﹄

■■

本
报
记
者

张
梦
鹤

本
报
通
讯
员

任
振
宇

备料、起火、
卤煮、熏蒸……一
大早，黄骅市官庄
乡西九女河村村民
冯博就在灶台前忙
活了起来。不同于
其他熟食制作，他
的原料，是一只只
手掌大小的乳鸽白
条。

“乳鸽滋补有
营养，在南方，素
有‘一鸽胜九鸡’

‘无鸽不成席’的
说法。天冷了，虽
然餐饮行业不如夏
季火热，但找我订
鸽子的客户也不
少。除了饭店订购
招待顾客外，还有
不少人专门买来走
亲访友。”新鲜出
炉的秘制卤鸽引人
垂涎，冯博对自己
的手艺很是满意。

冯博是黄骅市
炜萱养殖场的负责
人。他不光掌握着
一手乳鸽烹饪技
艺，还有着丰富的
乳鸽养殖经验。这
两年，把加工、销
售秘制卤鸽发展得
红红火火，正是源
于几年前对乳鸽养
殖的探索。

1989 年 出 生
的冯博，是当地为
数不多的“鸽司令”，对养鸽子别有
一番热情。

“小时候，家里就养鸽子。那
时，我老和鸽子玩，算是一种童年记
忆。”2016年，偶然和同学聊天，了
解到对方正在养鸽子。一番交谈后，
才得知，鸽子虽小，养殖效益却不
少。

“别看附近养鸡、鸭、鹅的不
少，还真没几个养鸽子的，竞争不
多。而且乳鸽从孵化到出笼只需 25
天左右，养殖成本低、回报相对较
快。”去外地考察了一圈，当年春
天，冯博购进300对种鸽，回乡走上
了养殖路。

悉心饲喂、精心护理，几个月
来，棚里的“鸽宝贝”都安然无恙。
就在冯博渐渐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冬
天，意外悄然来临。

“我就观察着，刚出壳的小鸽子
都挺好，精心喂了十几天都没事，但
一到差个十天八天要出笼时，就开始
犯病，到最后死亡率超过了 80%。”
回忆起来，冯博还是心疼得不得了，

“心疼鸽子，也心疼钱，那一阵子，
每天都有鸽子死去。”

又搭饲料又搭工夫，终于要看到
回头钱，鸽子却死了，这对冯博打击
非常大。眼瞅着这些年的积蓄全都要
赔进去了，冯博没有气馁。从网上买
书自学，请教经验丰富的兽医，边琢
磨边试验……终于搞清了病症，找到
了对症良方。

随着养殖走上正轨，冯博也渐渐
从鸽子爱好者成长为养鸽专家。可摆
在他面前的挑战，不止这一个。虽然
出笼时间短，回报相对较快，可要是
没有市场接纳，不光鸽子会错过最佳
出笼时间，养殖成本也只增无减，长
得越大，便越难出笼，最后只能作为
种鸽“家里蹲”了。

除了探索养殖技术外，冯博又马
不停蹄地四处去开拓市场。

“当时走访了一圈，了解到沧州
地区的乳鸽供应基本饱和。我不甘
心，就和同伴跑到北京，看看有没有
机会。”在北京待了 3天，冯博终于
和一位卖白条的中间商建立了联系。
借着这个机会，炜萱养殖场的乳鸽

“飞”到了北京、廊坊等地的餐桌。
考虑到单一销售渠道有风险，在

向外地销售白条之余，冯博又把目光
瞄向了黄骅市区及港城区等地。

那时，无论是饭店还是烧烤店，
都少有乳鸽这道菜。为了推销自家鸽
子，冯博自费买来烧烤炉子，学起烤
乳鸽技术，再带着乳鸽美食去饭店推
销。

在他的推介下，这道特色美食越
来越红火。到 2019年时，他家的乳
鸽已成了黄骅市及港城区众多饭店里
不可或缺的招牌菜。

除了烤制外，冯博还慢慢学会了
卤、熏、炖等多种烹饪方法，在朋友
圈里“吆喝”得十分热闹。因为品质
好、价格优惠，他的鸽子广受欢迎。
除了夏季热销外，逢年过节，也成了
走亲访友的佳品。

去年，冯博还尝试着到医院等地
推荐滋补营养的炖乳鸽，进一步扩大
了“粉丝”群体。

近两年，不光他的肉鸽养殖规模
一度达到 8000羽，还有农户也加入
到了肉鸽养殖的队伍中。

“今年，我计划探索线上直播，
借助网络的力量，让更多人品尝到特
色乳鸽美食。”一路唱响致富“鸽”，
冯博干劲十足。

56个园区更新理念促发展

河北省乡村特色产业“村企对
接”活动上，沧县兴济镇现代农业园
区的旱碱麦面粉、速食粥等特色农产
品一经亮相，便获得了不少关注。在
去年的“百园提升”行动中，立足提
升农产品品质及设施水平，园区对鸡
跳脚玉米粉、旱碱麦面粉及大米等申
请绿色认证，引入先进流水线，创新
深加工产品，将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
提升到了新高度。

这只是我市组织现代农业园区开
展“百园提升”行动的诸多成果之
一。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现代农业园区作为示范引领区域
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平台，是促进产
业振兴的重要抓手。经过多年创建，
全市现代农业园区全面开花，在做大
做强主导产业、推进三产融合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通过调研，我们也发
现了一些薄弱环节，比如有的经营理
念落后、有的产业链条有待完善
等。”市农业农村局项目监测中心负
责人殷文红说，开展“百园提升”行
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促进园区发
展由量变转向质变。

去年 3月，市农业农村局制定并
印发了《沧州市现代农业园区“百园
提升”行动方案》，围绕粮食安全、
产品质量、绿色发展等 8个主题提出
30项提升目标，鼓励各园区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至少在 5个主题中选择 5
个目标完成提升。

为做好“百园提升”工作，市农
业农村局先后两次组织县级农业农村
部门及园区经营主体开展“百园提
升”培训，深入解读提升目标的内
涵，帮助县级主管部门及各园区打破
传统经营思维，用科技“武装”头
脑，以新理念、新模式提升发展质
量。

“行动期间，我们还深入部分园
区进行调研，引导经营主体尽快转向
现代农业发展思路，通过解决问题、
总结经验，探索出更多促进农业产业
发展的举措。”殷文红说。

截至目前，已有 56个园区完成

了提升行动，累计完成提升目标 367
项，超出原定的“首批提升 54个园
区，完成270项目标”计划。

通过开展“百园提升”行动，除
了现代农业园区在科技农业、绿色农
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等方面实现
了水平跃升外，经营主体的发展思路
也更加科学、完善，为园区可持续发
展积蓄更多动能。还有一些经营主体
通过提升发展水平、规范经营模式，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迎来
了更多良机。

提升成效百花齐放

在“百园提升”行动中，各园区
找准方向，有行动、有成果，在提升
中闯出了特色发展道路。

产品质量提升是首个提升主题，
也是各个园区普遍关注的重点。立足
提升农产品品质，去年，31个园区制
定修订标准或操作规程 56个，当年
新增 3 个 HACCP、 ISO9001 质量认
证和11个绿色食品认证，另有5个产
品正在申请办理绿色食品认证，2个
地理标志正在办理中。“黄骅旱碱
麦”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请已获得国
家知识产权局受理，“黄骅小麦粉”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申请已向国家知识
产权局提交技术审查申请。此外，还
有 24 个园区的产品纳入国家、省、
市级追溯管理信息平台。

粮食安全提升，也是农业发展的
重中之重。56个园区总计种植粮食
110万亩，14个以粮食种植为主导产
业的园区中，有 13个扩大油料作物
种植面积，当年新增高油酸花生、双
高大豆等油料作物种植面积 1.29万
亩。7个园区新建高标准农田 2.3万
亩，9个园区新增土地流转面积1.5万
亩。

不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10个园
区在规模种植区内开展化肥农药减量
增效、有机肥替代等行动，覆盖率达
95.7%。畜牧类园区持续提升畜禽规
模养殖场废弃物利用水平，当前粪污
处理设施配建率已达 100%。此外，
各园区共新建 5370 亩节水灌溉设
施，进一步拧紧了农业“水龙头”。

致力于科技水平提升，21个园区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签订合
作协议。全年新增 3项发明专利、3
项实用新型专利，另有 14项专利正
在审核中。利用“大数据＋农业”思
维构建标准化、智能化生产体系，15
个园区购买了大棚监控控制系统、水
肥一体化设备、智慧农机等。

立足品牌建设提升，不少园区积
极参加国家、省、市级产品推介、评
优活动，放大已有农业品牌优势。
2023 年新增注册商标 6 个，培育了

“黄骅旱碱麦”区域公用品牌。22个
园区开通直播带货销售渠道，10个园
区参加“河北净菜”进京“六进”等
展销活动。

设施装备提升也频出硕果。为规
模化生产打好基础，20个园区推进老
旧蔬菜种植、畜禽养殖等生产设施的
改造升级，新建蔬菜棚室 72座、改
造蔬菜棚室 400余座，新建、维修养
殖棚舍 40余座。推动产加融合，新
建 3座粮食烘干塔、5座冷库、全自
动发酵罐 2台及农产品分级包装等设
施。

促进投资带动提升，11个园区
当年投入新项目建设资金达到 200万
元以上，23个园区内的 50个经营主
体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省级产业化联
合体。

着眼休闲农业提升，13个园区主
办或承办梨花节、冬枣节、丰收节、
采摘节等特色鲜明的农业旅游节日。

细数提升成效，累累硕果喜人。
一项项改变，汇聚成一湾活水，为产
业之渠注入新鲜活水。

树立联农带农新标杆

走进肃宁县万亩蔬菜现代农业园
区，一座占地 40亩的育苗联栋棚室
正在火热建设中。这是园区倾力打造
的数字种苗基地示范项目。

“目前正在建设的是育苗联栋的
主体，后期，还将配备空气能供暖、
自动化播种育苗线、移动苗床、自走
式喷灌及物联网等现代化生产设施。
投产后，不仅可实现四季育苗，且标
准化、数字化程度更高，年产种苗能
力预计可提升到 8亿株。”园区经营

主体——肃宁县绿苑蔬菜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张莎莎说，以发展高品质蔬菜
为契机，通过打造商业化育苗平台，
这里还将成为口感番茄推广及圆茄规
模化生产基地，届时，可示范带动
6000个农户增收。

在“百园提升”行动中，园区还
对 300多座棚室进行了改造提升，有
效提高产品品质，稳定农户的种植收
益。

“借助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
将棚室分包给农户后，不仅有利于优
质种苗的推广，还可实现统一技术指
导、统一检测销售。农户年种 3茬蔬
菜，每亩地至少可年入 3万元。”张
莎莎说。

肃宁县万亩蔬菜现代农业园区还
只是致力于联农、带农、富农，不断
实现自我提升的诸多园区之一。

“推进‘百园提升’行动，不仅
要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还要进一步
明确发展究竟是为了谁。”这个问
题，是殷文红与园区经营主体交流时
经常提及的一个话题。

“坚持产业先行，发展地方特色
农业产业，是让农民在家门口实现
就业增收的重要保障。开展‘百园
提升’行动，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产
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把分散小农户也
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共同致
富。”殷文红说。

这个指导思想，体现在提升行动
的方方面面。

“以鼓励经营主体制定操作规程
为例，过去很多人不理解，认为干好
种植就行，为什么还要总结规程。殊
不知，形成规范明白纸后，想加入生
产的农户就不用再费劲摸索，只要按
照操作规程按部就班做好。这样一
来，可以减少其发展顾虑，吸收更多
人投入标准化生产中。操作规范还能
减少经营主体的培训压力，实现节本
增效。”殷文红分析道。

农产品品质提升及品牌农业的发

展，帮助经营主体打开了更为广阔的
销售市场。稳定的市场和收益，也能
吸引更多农户加入到园区里。海兴县
张会亭镇现代农业园区的“南齐茴
香”获得了绿色认证和有机认证，建
设保鲜冷库，销往北京商超，每公斤
能卖到十几元。立足特色多刀茴香产
业，张会亭镇组织多个村庄成立跨村
联合社，在多刀茴香适种地带流转土
地规模化种植，实现强村富民。

设施装备提升和智慧农业的发
展，也能进一步提升农业产业的联
农、带农水平。献县乐寿现代农业园
区自成立之初便注重联农、带农，去
年，园区核心区经营主体河北乐寿鸭
业有限责任公司带动 90户养殖户新
建 180 栋鸭舍，户均养殖 7000 只肉
鸭，每户年均增收13万元。

“小农户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
组织形式，对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具有重要作用。让农民
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业成为有奔头
的产业，在经营主体的培育上，我们
也格外注重其联农、带农能力，鼓励
他们通过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等
方式，将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沧县兴济镇现代农业园区的经
营主体——沧县春润农业专业合作
社，是沧县南堤村农户以土地入股建
起的农业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村里
400多农户。在去年新认定的 6个市
级现代农业园区中，泊头市交河镇现
代农业园区、海兴县香坊乡双绿现代
农业园区探索建立“经营主体+村集
体+农户”的合作模式，进一步增强
产业的辐射力。

“只有园区形成了完善的联农、
带农、富农机制，乡村产业才能进入
良性循环，获得长久发展。在接下来
的‘百园提升’行动中，我们还要进
一步做深做细，引导更多经营主体深
化联结农户、服务农户的发展理念，
助力产业兴旺、农户增收。”殷文红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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