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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陈规走新路 优化结构大调整
——梁园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全面铺开

文/图 本报记者 单保良

阅读提示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农村
农业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
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
延长三十年。

十九大精神犹如一缕春风拂动
梁园，群情激奋，万民高呼，大力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激情和干劲空前
高涨。创新模式，拓展思路，提升品
位，扩大规模。眼下，他们正精心规
划明年的产业调整蓝图，围绕主导
产业调，围绕区位优势调，围绕脱贫
攻坚调，决心“调”出新成就，“调”出
新变化。

围绕区位优势 加大调整力度
辣椒、莲藕、小杂果、草莓是梁

园区通过结构调整确立的四大主导
产业，围绕四大主导产业，他们及早
谋划2018年农业结构调整大格局。

围绕主导产业，优化种植结构，
扩大调整面积。一声令下，全区 8
个农业乡镇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积
极行动起来。他们把全区8个农业
乡镇划分四大片区，因地制宜合理
规划，在水池铺、观堂、王楼、谢集、
李庄规划辣椒种植面积10万亩，在
孙福集扩大莲藕种植面积2000亩，
刘口乡在今年 8000亩桃林的基础
上扩种2000亩，打造万亩荷塘与万
亩桃园东西相望一河相连的秀美景
色。同时，在西刘、大陈、刘灿等沿
路临河村庄发展油菜 2000亩。在
双八镇，持续擦亮优质草莓品牌，打
造“两基地三园区”万亩草莓园，即
在双八镇中村和西村各发展500亩
草莓，在善缘科技园、通园科技园、
华豫农业各发展 100亩草莓，以此
重塑双八草莓的鼎盛和辉煌。

为将 2018年产业调整规划落
实到位，梁园区出台了农业供给侧
改革实施方案，对种植企业、种植大
户给予资金支持和项目支持，协调
小额贷款和帮助土地流转，实际解
决种植户在产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问
题。指导蔬菜收购加工企业为菜农
签订收购保护价协议，确保菜农丰
产丰收。

同时做好信息化销售服务，利
用网上信息平台、政府网、新闻媒体
等宣传发布信息，招引全国各地客
商、辣椒加工企业进驻梁园坐地经
营。政府派出专业人员走出去考察
销售市场，帮助菜农开拓销售市场。

梁园区委书记陶青松认
为，城乡协调发展，是实现城乡
一体化的杠杆。以城区经济带
动农业经济，以工业化经济发
展拉动农业发展，一带一路，共
同富裕，才是党中央在全国开
展脱贫攻坚是最终目标。

梁园区一半在城市，一半
在农村，城乡差距在这里最容
易显现。为此，发展都市农业、
近郊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让
市民走出城市天地宽，让农民
走进城市挣工资，是这些年来
梁园区委、区政府一直努力的
方向和目标。这充满智慧的定
位和规划，将依然成为 2018年
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的重头
戏，“三化调整”登台唱主角。

园区化调整，拉动旅游。
按照规划，以城市为中心 30公
里内，他们围绕黄河故道生态
旅游带，发展林果、葡萄、草莓
等采摘园和观赏动物养殖园
等。以双八镇草莓基地、刘口
乡小杂果基地、孙福集莲藕生
产基地为景点，倾力打造和建
设生态农业旅游观光线路。围
绕市区通往国家森林公园的森
林大道，优化提升潘堂草莓采
摘园区、闫庄新村果蔬菜采摘
园区、商丘市“一家人”绿色观
光园区、商丘大自然生态农庄、
善缘农业科技生态园、森景庄
园观光农业园区建设，真正为
市民打造旅游观光、休闲娱乐
于一体的一个风光秀丽的“城
市后花园”。

工业化调整，拉长链条。

优越的近郊优势，倒逼梁园跳
出了传统农业的发展套路，这
几年，他们围绕食品加工这一
主导产业，探索出了一条运用
工业化理念指导经营农业现代
化生产的新路子，沿着这条路，
他们会走的很远很远。梁园产
业集聚区内，拥有五得利面粉、
百分食品、阿凡提食品、白象面
业等农产品加工企业，依托这
些企业，他们持续巩固粮食生
产逐年攀升的势头，农民跟着
农产品进厂打工，在梁园已成
普遍现象。李庄乡邓斌口村群
众收了小麦不进家，直接拉往
五得利卖掉，十几户村民依托
五得利购买了大型运输车，一
年四季跑运输。水池铺乡十多
个蔬菜合作社带动周边冷库、
加工、包装、运输等行业，产业
链条不断拉长，红利覆盖面越
来越大。

城镇化调整，拉近距离。
结合百城提质工程建设，目前，
他们正规划实施“一廊两带三
片区，五园六水润梁园”的宏伟
目标，在北部，沿黄河故道提升
绿色廊道建设，打造生态旅游
线路，在南部，沿 310国道打造
城乡一体经济带，围绕军民机
场，打造航空港经济区。依托
辖区内东西一线的观音寺、老
君台、清凉寺、三陵台，打造历
史文化景观线路，沿途精心布
置高效农业生产基地，发展蔬
菜采摘园、葡萄采摘园等观光
园区，让市民离开喧嚣的城市，
走进美丽的田野。

发展近郊农业。今明两年，梁
园区坚持走“专业协会+合作社+种
植大户+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大力
实施“一村一品、一乡一景”推进行
动，积极发展壮大专业合作组织，
打造辣椒、草莓、山药、番茄等特色
农产品品牌，初步形成了采摘、观
光、休闲、旅游生态产业园区，贫困
户在当地各类园区即可就近务工
增收。

发展光伏产业。采取“政府+
企业+农户”模式，积极推广光伏发
电扶贫工程，如刘口乡当店王村依
托村边的林洋光伏发电站，结合农
户家庭实际，建成不少于 3000瓦

的分布式家庭光伏电站，产权和收
益均归贫困户所有。光伏电站中
间套种油牡丹及其他农作物，预计
可带动 270多户贫困家庭增加收
益。

发展高效园区。引导贫困户
发展种植、养殖、加工等庭院经济，
充分利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劳动
时间发展加工生产，增加农民收
入。如双八镇森景庄园，安置周边
村庄贫困人口 60多名，是积极响
应政府号召实施项目拉动产业帮
扶的一个亮点。像森景庄园这样
的扶贫基地在梁园区 8个乡镇有
40多个，涵盖10多个行业。

围绕主导产业
加大调整力度

围绕脱贫攻坚 加大调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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