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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20 年，我们全面打赢
了脱贫攻坚战，迎来全面小康。濮
阳作为全省“三山一滩”扶贫开发
重点区域，“十三五”期间，脱贫攻
坚工作成效如何？

杨青玖：新一轮建档立卡之
初，濮阳市共有3个贫困县，其中
范县、台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濮
阳县是省级贫困县。台前县还是
全省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目前，全市31.65万贫困人口
已全部脱贫，638个贫困村高标准
出列，濮阳县、范县、台前县高质量
脱贫摘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5年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

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贫
困村标准化卫生室实现全覆盖，农
村户用卫生厕所和无害化卫生厕
所普及率全部达标。农村通客车

率、公交化运营率均达到100%。
全市贫困人口基本医保参保率、慢
病签约率均达到100%，实际报销
比例94.09%。

在全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
濮阳获得“好”等次，扶贫车间做法
入选国家精准扶贫典型案例，濮阳
市3个集体、5名个人分获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交
出了一份出色的“濮阳答卷”。

31.65万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交出脱贫攻坚“濮阳答卷”

对话濮阳市长杨青玖：

从5方面展现乡村振兴“濮阳担当”
■观察

乡村振兴的“濮阳担当”
有三大亮点
□中国产业集聚研究专家、三农学者
杨建国

“十四五”时期，河南探索走出具有
区域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的新征程中，
濮阳肩负着几个极为特殊的重要角色：

第一，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
地和河南省粮棉油主产区之一，濮阳肩
负着确保粮食供给和扛稳粮食安全这个
重任。

过去几年，濮阳在粮食产量、质量以
及保粮制度建设上均走在全省前列。与
此同时，还通过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建设，
通过一县一业、一乡一品战略深入实施，
逐渐探索出了一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濮
阳模式。而随着“十四五”开启，濮阳迎
来了擦亮粮食生产王牌、打造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等新使命，来到了从比较优势
到竞争优势、从农业大市到农业强市的
新阶段。

第二，作为河南“三山一滩”扶贫开
发重点区域，濮阳肩负着探索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任务。

第三，濮阳率先在全省探索乡村振
兴示范建设行动，也肩负着探索以示范
引领以点带面、全域推进的乡村振兴推
进模式的重要任务。

濮阳市长杨青玖给出的方案，也正
是瞄准这几项重要任务，切中其中关键
抓手、支撑，解决关键难点堵点，点明了
乡村振兴“濮阳担当”的关键。

具体来看，这份方案有以下三大亮
点：

第一，突出“濮阳品牌”，推进产业
聚集发展，建设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这意味着，濮阳将进一步突出各县
域比较优势，以发展特色鲜明、优势集
聚、产业融合、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业产业
集群为重点，从一县一业，升级为一县一
优势区，打造一批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全
面提升“濮阳品牌”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
影响力、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公信力。

第二，强调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乡
村高质量建设与农民高质量生活的全面
深度融合。

这份方案，充分拓展、深化了乡村振
兴的内涵和覆盖面，在强调农业和乡村
高质量建设之外，重点突出农民高质量
生活这项内容，从生产到生活，从日常到
美好，这体现了濮阳乡村振兴的决心。

第三，强调示范引领，梯次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

河南各地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性大，
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濮阳乡村振兴
方案中，通过区别不同区域、不同类型，
选择一些有条件、基础好、潜力大的县、
乡、村不同层级，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示
范样板建设，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模式，可以为河南塑造看得见、摸得着
的样板典型，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一
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和经验。

濮阳是国家重要商品粮生
产基地和河南省粮棉油主产区
之一，也是全省“三山一滩”扶贫
开发重点区域，“十三五”期间，
濮阳的脱贫攻坚取得了哪些成
果？又将如何做好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的衔接？

近日，河南广播电视台濮阳
融媒体服务中心记者对濮阳市
长杨青玖进行了专访（如图）。

□河南广播电视台濮阳
融媒体服务中心记者池里军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宋迎迎 记者米方杰
濮阳市广播电视台记者徐凯祥王玉京/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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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着眼“十四五”，濮阳将从
哪些方面发力做好乡村振兴工作？

杨青玖：一是扛稳重任保安
全。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642万
亩以上，粮食产量保持在50亿斤以
上。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

“非粮化”，严守406万亩耕地保有
量、342万亩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二是产业为基强动能。发展
壮大畜牧养殖业，做强生猪产业、
做大牛羊产业、做优家禽产业，构
建现代畜牧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和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
加工业。发挥优质特色农产品优
势，深化与上海农业战略合作，将
中原味道送到黄浦江畔，叫响“濮

阳品牌”。
三是民生为本补短板。重点

实施好丹江水进农村、农村硬化路
“户户通”等工程，持续提升农村寄
宿制学校、乡镇标准化卫生院和村
级综合服务中心等服务水平；深入
实施治垃圾、治污水、治厕所、治庭
院等工程，创建一批“四美乡村”，
打造生态宜居家园。

四是改革为先增活力。放活
农村承包地经营权，盘活农村宅基
地使用权，探索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效途
径，通过土地入股、土地托管、代耕
代种、订单农业等形式，完善小农
户与大市场的利益联结机制。

五是示范带动促提升。以乡
村振兴示范工程为抓手，持续开展
示范乡镇、示范村创建。以点带面、
全域推进，促进乡村产业、人才、生
态、文化、组织全面振兴。促进农业
高质量发展、乡村高质量建设与农
民高质量生活的全面深度融合。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也是濮阳现代化建设进
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我
们将秉持务实重干、奋勇争先的精
神与担当，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
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
裕富足，在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
彩的伟大篇章中做出濮阳贡献。

记者：“河南要发挥好粮食生
产这个优势，立足打造全国重要的
粮食生产核心区”，这是总书记对
河南的殷殷嘱托。濮阳作为国家
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全省粮棉油
主产区之一，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如
何端稳端牢农业这个“金饭碗”？

杨青玖：坚持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近
年来，濮阳市粮食总产稳定在270
万吨以上，2020年达到299万吨，

创历史新高。建成高标准农田
321 万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
76%。粮食安全市长责任制考核
全省第一。

突出一县一业、一乡一品。我
们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形
成濮阳县优质小麦和花生、清丰县
食用菌、南乐县优质果蔬、范县优
质稻米和小龙虾养殖、台前县肉鸭
养殖、开发区鲜切花等特色农业，
建成百亩以上设施农业园区319

个，“六优”农业种植面积315万
亩。南乐县古寺郎胡萝卜、范县大
米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

深入实施粮食精深加工、畜牧养
殖加工、副食品加工、食用菌生产加工
四大农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工程，
实现产值121.3亿元。目前，濮阳市
的国家级、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达到189家，13家农业品牌入选
河南省知名农业品牌目录，并成功
获评河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一县一业、一乡一品 乡村振兴中端牢“金饭碗”

记者：“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
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当前，
河南正走在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征
程。濮阳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做好两者的有效衔接？

杨青玖：要确保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首先要确保
政策不断档。濮阳坚持“四个不
摘”，确保政策总体稳定：

坚持“摘帽不摘责任”，严格落
实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抓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工作
机制，做到思想不懈怠、工作不断
档、责任不缺位；

坚持“摘帽不摘政策”，要求在
新政策出台实施前，原有政策一律
不退、力度不减，确保工作不留空
当、政策不留空白；

坚持“摘帽不摘帮扶”，继续实
行领导干部联系帮扶、“千企帮千
村”等帮扶机制；

坚持“摘帽不摘监管”，对全市

脱贫不稳定户2206户、8014人和
边缘易致贫户3330户、10768人
实施常态化监测预警，建立县乡村
三级监测帮扶台账，确保“两不愁
三保障”问题动态清零。

做好重点人群排查，对农村低
保对象、农村特困人员以及因病、
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导致基本生活
出现严重困难的农村低收入人口
开展重点摸排，早发现、早干预、早
帮扶，筑牢防返贫、防致贫防线。

“四个不摘”+动态监测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产业为基强动能、民生为本补短板 展现乡村振兴“濮阳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