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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奋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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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鲁山县坚持规划先行、因村施策，突出特色、提升内涵，在一乡一业、一
村一品的差异化发展道路上取得累累硕果。尤其是去年以来，该县以打造乡村振兴
示范县、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等为目标，在乡村全面振兴和建设生态文化美丽富强
新鲁山的征程上迈出坚实步伐。 □大象新闻记者 高君晓通讯员 胡晓 叶全花/文图

“以前梨农各自为战，没有统
一的品牌，自从产业党总支成立
后，我们注册了商标，打响了品牌，
梨是越来越好卖了。”2月19日上
午，鲁山县五里岭林果产业党总支
书记段瑞强一边忙着为梨树修剪
枝叶，一边乐呵呵地介绍道。

鲁山县紧盯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四有四带”、“两委”成员“四
好四强”的选人标准，采取从现任
村（社区）“两委”班子中“留”、从
后备干部中“提”、从致富带头人
中“请”、从在外创业人员中“引”
等方式，吸引180名事业有成的
优秀人才返乡，其中25人成功当
选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建强堡垒的同时，鲁山县多
形式为乡村振兴培育人才，去年
又选派1000余名干部到产业发
展、乡村振兴一线实践锻炼；常态
化开展技术培训活动，努力把党
员培养成产业技术骨干，把技术
骨干培养成党员；将“土专家”“田
秀才”及返乡创业优秀青年人才
聚集在产业链上，推行“产业党组
织+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基
地+农户”等机制，让各类人才在
乡村振兴中大展身手。

截至目前，全县555个村（社
区）都发展了村集体经济项目，其
中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以上的
村有80余个。

鲁山县把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
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的根本途径，把加工、
电商、旅游作为融合的
重点领域，效果显著。

加工业方兴未艾。
河南伟富实业有限公司
开发的“一化”柞蚕丝绸
是生态原产地保护名牌
产品，在四棵树乡等乡
（镇）有效利用蚕坡
2000余亩，直接带动数
百户群众参与养蚕或务
工增收。马楼乡“养蝎
大王”陈聚京开发的产
品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
利，带动2500余户农民
靠养殖致富。

电 商 业 迅 猛 发
展。去年以来，鲁山县
先后举办了梨花节、血
桃节、蓝莓节及电商直
播大赛等活动，帮助群
众销售价值2000余万
元的农副产品。

旅 游 业 红 红 火
火。鲁山县拥有全国
生态魅力县、国家生态
旅游示范区等十余张
国字号名片，有3A级
以上景区10家。该县
利用“旅游+”“生态+”
等模式，累计发展“农
家乐”专业村30个、旅
游村 78个、“农家乐”
2155家，绿水青山变成
了“金山银山”。

位于马楼乡何寨村的正隆农
牧集团有限公司，工人们每天从
流水线上取下10万余枚鲜鸡蛋，
运往全国各地；鲁山瑞亚牧业有
限公司现存栏奶牛3500头，每年
带动农民种植青贮玉米约8000
亩，带动3000余农户发展订单农
业。

目前，全县猪、牛、羊、禽存栏量
分别达到35万头、2万头、20万只、
350万只，畜牧业产值15.2亿元。

特色林果业发展如火如荼。
以库区乡为主的蓝莓种植特色产

业带面积达3480亩，年均产蓝莓
876吨，效益达7000万元；以辛集
乡为主的葡萄产业带面积达3万
余亩，年产鲜果10万余吨，产值
超3亿元；瓦屋镇、下汤镇、观音寺
乡等10余个乡（镇）年产香菇18
万吨，年总产值14亿元以上……

目前，鲁山县共有特色专业
村60余个，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4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970余个，创建“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2个，现有“三品一标”
产品34个、“鹰城名优产品”2个。

鲁山县连年提升
人居环境整治水平，深
入开展“三美”创建活
动，目前已评选 10条
美丽乡村路、20个“美
丽乡村”、388户“美丽
农户”。

团城乡寺沟村，山
清水秀、天蓝稻黄、花
艳路美的田园风光，让
游客仿佛进入童话世
界；张良镇杨李沟村，
童趣盎然的墙体画，因
地制宜设置的乡愁园、
孝道园、农耕园，加上
颇有规模的种养及艾

草加工等产业，给外地
参观者留下村庄“颜
值”“内涵”比翼齐飞的
印象……

“我们大力开展乡
村建设行动，分类、分
批实施乡村振兴示范
创建，先期打造56个乡
村振兴示范村、6条乡
村振兴示范带。下一
步，鲁山县将紧盯高质
量发展不放松，奋力建
设‘乡村振兴示范县’，
确保各项工作继续稳居
全省第一方阵。”鲁山县
委书记刘鹏如是说。

三产融合奏响乡村振兴协奏曲

环境整治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特色种养唱好乡村振兴重头戏

党建引领锻造乡村振兴主力军

鲁山县一直坚持唱好特色种养这场乡村振兴“重头戏”

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