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让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
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霄云镇
立足镇情、村情，精准施策，成立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运营中心，采取“党委列菜单、支部来点餐”的
发展模式，助推了全镇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迈上台
阶。

建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运营中心，就是要摸
清“家底”，整合资源，找准发展思路。各村有各
村的资源优势，挖掘绿色种植养殖、体验农业、乡
村休闲旅游、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潜力，探索专业
合作社、小微企业、财政资金补助入股等村集体
经济发展新模式，盘活村集体资产，不断拓宽发
展领域，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使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运营中心，按照“集体资

产、集体管理、集体收益、百姓得利”的原则，采取
“党委列菜单、支部来点餐”的发展模式，将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分为资产资源、产业发展、农业服
务、生活服务四大类，细化分为土地流转、乡村振
兴产业、务工劳务输出等15个小项。各村可以
量体裁衣，选择适合自己的集体经济增收路子，
减少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弯路。

目前，该中心已与中国劳联人力资源服务公
司、山东百顺房地产开发公司、京信合作社、阳光
保险公司、金乡鑫达辣椒技术专业合作社达成合
作协议，该项目已全面铺开，所有行政村都从中
受益。

通过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运营中心，霄云镇村
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百花齐放”。打造了以石庄
村、吕庄村为龙头的甘蓝种植基地的“菜篮子”；
打造“果篮子”，形成以晁庄村为引领的葡萄种植
基地，以张大楼村、菜园村为片区的油桃种植基
地。石庄村采用党员+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
由党支部牵头，把党员、社员和贫困户组织起来，
依托特色、优势产业，破解脱贫难题，由合作社免
费提供贫困户甘蓝菜籽、肥料、农药以及技术管
理，通过统一收购、销售等形式，解决群众种植的
后顾之忧。菜园村的大棚油桃一般种植3年进
入丰产期，进入丰产期后每年在4月份成熟，年
产量大约在4千公斤左右，因为本地水果大部分
都还未上市，价格较高，亩产收入8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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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县霄云镇争先创优、创新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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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整治有新法：
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

走在金乡县霄云镇邵集村宽敞平整的村道
上，可以看到道路两旁金灿灿的向日葵、繁密的
梨树，村民的房前屋后种满了油葵和晚秋紫梨，
村里处处生机勃勃、绿意盎然、一片祥和，村民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金乡县霄云镇“美丽
乡村”建设，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最直观、
最生动的体现。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优异成绩得益于霄云
镇党委政府的精准举措。霄云镇地处金乡县东
南部，位于金乡、鱼台、丰县、单县四县交界处，
面积73.81平方公里，耕地7.6万亩，辖33个行
政村，常驻人口5万余人。因地处省市县交界
处，比较偏远，基础薄弱，人流量较大，财政收入
较低，县级层面合作的外包公司保洁范围无法
全面覆盖全镇各领域，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压
力很大。

该镇立足自身实际，结合镇情、民情，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综合考虑了霄云地理、发展水平
和农民关切，科学确整治目标任务，做到既尽力

而为又量力而行。该镇召开会议专题研讨了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针对当前整治中存在的缺位部
分，对症下药、精准施策，着力解决影响农民生活
质量的主要痛点问题，不断增强农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还
大大节省了财政支出，借助市场力量，实现了“花
小钱办大事”。

霄云镇广泛采取社会各界意见，培育发展了
本土的保洁公司——金乡县净而美保洁服务有
限公司，结合县级层面的外包公司（申花公司和
小清公司）将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彻底市场化运
作。这一举措带来了“化学反应”，效果极好。

秸秆清运不用愁。由于霄云镇种植结构为
大蒜、棉花、辣椒种植，每年都将产生大量的农作
物秸秆，但无法有序存放。如何既能清理好秸
秆，同时又让老百姓满意。霄云镇政府经过调研
结合村内实际情况，与净而美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签订协议成立一个秸秆清运专业队伍，专门用于
秸秆清运，清运的秸秆送至秸秆处理场，产生的
利润用于净而美公司的运营费用。

垃圾清运也无忧。霄云镇虽然地处边界，但
紧靠省道“枣曹线”，省道两侧都有大量企业，企业
内部短期内产生的生产垃圾使得企业头疼不已。
镇政府了解情况后，协调净而美公司与霄云镇企
业签订协议，统一将垃圾运往垃圾处理中心。

抑制扬尘更精准。霄云镇建材企业产生不少
扬尘，给霄云镇的空气质量和群众的生活造成一
定负面影响，镇政府精准施策，净而美公司和霄云
镇所有建材企业探讨签订了扬尘抑制的合同，由
政府负责监督，由建材企业出资聘请净而美公司
对厂区、路面进行抑尘处理，此后净而美有限公司
运营了一辆大型洒水车，对霄云镇主要运输路线
进行抑尘并清洗路面，极大改善了霄云镇的人居
环境和空气质量，还减少了企业抑尘的成本。

这 是 一 片 红
色的沃土，中共鲁
西南工委、苏鲁豫
边区党委旧址、鲍
楼革命烈士纪念
亭等展馆，承载着
无数革命先烈留
下的丰富遗产，形
成了红色文化积
淀，一股红色基因
在这里不断延续，
革命精神始终声
声不息。

新 时 代 不 忘
初心，继续前进，
方得始终。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伟大征程中，红
色基因的传承发
扬，为经济社会奏
响 了 发 展 最 强
音。清洁靓丽的
人居环境、创新性
的建设村集体经
济发展运营中心
项目、快递进村全
覆盖、农业种植新
模 式 …… 初 秋 时
节，穿行于金乡县
霄 云 镇 ，生 机 勃
发、百舸争流的场
景随处可见，争先
创优、创新发展的
态势扑面而来，令
人 鼓 舞 、催 人 奋
进。

快递进村全覆盖：农产品出村全无忧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上台阶：党委列菜单，支部来点餐

行走在霄云镇，放眼望去，红彤彤的辣椒为大地增添
了一抹亮色。今年，霄云镇鼓励引导群众在大蒜机械化收
获后再种植大苗辣椒，彻底解放大蒜收获劳动力，实现大
蒜种植机械化，辣椒大苗移栽。春夏忙大蒜，秋冬摘辣椒
的“双辣”生产方式让农民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霄云镇采取辣椒大苗栽种新模式，进一步推动机械化
种植，解放劳动力，提高种植效率。今年5月，在韩楼村、
西王楼等9个村实验完成大苗移栽，目前大苗辣椒长势良
好，实验取得成功。为了更好地推动辣椒种植，该镇通过
辣椒合作社带动的方式，计划在辣椒育苗前，免费为群众
提供辣椒种子。

辣椒大苗栽种新模式有利于推动大蒜机种机收，促
进“双辣”产业的发展，带动村民致富。霄云镇大力实施大
蒜机械“村村通”工程，加快大蒜机械化推广，促进村级村
集体经济提质增收。

在霄云镇，大部分村民几乎年年种大蒜。种蒜几十
年，一直雇人，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可是很多村民仍对于
省时省力省钱的大蒜播种机瞧不上。“蒜瓣有头有腚，机器
咋能分清？蒜种歪了，这一年可就毁了。”村民们深感担
忧。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霄云镇统筹利用各级涉农资
金及村集体资金，推动大蒜机械“村村通”平台建设，促进
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村“两委”鼓励引导农民参与土地委
托集约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收益。
经过实验，大蒜正芽播种机的正芽率已超过90%，工作效
率比人工提高近40倍。目前，霄云镇所有行政村已与专
业的公司签订了大蒜正芽播种机采购协议。下一步，大蒜
播种机械到位后，各村可以采取租赁、委托经营等方式，提
升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政府搭台，百姓受益，村村通产业平台不仅搭建起了农
机管理部门、农机企业和农民的沟通桥梁，更是构建了产销
一体化的平台，提升了整体的社会化服务水平，是乡村振兴
新模式、新思路的探索，对于进一步促进金乡大蒜产业的新
旧动能转换与产业化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奋进新时代，实干谱华章。金乡县霄云镇坚定“走在前
列”目标定位不动摇不放松，以党建工作为统领，以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为动能，以“双招双引”为抓手，撸起袖子加
油干，凝心聚力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说了算，定了干，按
期完”，以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敢闯敢干、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书写新时代发展的新篇章、新业绩。

农业跨越式发展有奔头：
“双辣”产业红火火

文化振兴持续推进文化振兴持续推进

快递进村便民利民快递进村便民利民

特色种植效益攀升特色种植效益攀升

行走基层行走基层 进村入户进村入户

霄云镇是农业大镇，当地农民套种西瓜面积
达4000多亩。今年，各地西瓜种植面积有增无
减，当地西瓜价格一路走低。瓜贱农忧，政府看在
眼里。镇工作人员统计滞销西瓜数据，同时积极
联系邮局，借助邮政系统的电商平台和关联企业
进行销售。“原来一毛钱一斤都卖不出去的2万多
斤西瓜，突然以每斤两毛多钱的价格卖完了。”金
乡县霄云镇韩邵村村民周钦佩心里一块石头终于
落下了。这一切得益于霄云镇政府主动作为，还

得益于该镇实施的快递进村。
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满

足广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用邮需求，享受快递带
来的生活便利，我市实施开展“快递进村”。霄云
镇是全市“快递进村”首批试点乡镇之一。该镇按
照“政府引导、企业实施、村集体配合”的模式，采
取共享操作的方式，在镇驻地建设快递集散中心，
将所有品牌的快递统一集中管理，共同分拣打包，
组建“快递员”队伍，通过网点辐射全镇所有区域。

霄云镇集中力量全面推进“快递进村”试点项
目建设，布局村级快递便民服务站，构建快递到村
的物流体系。在镇驻地建设快递集散中心，将所
有品牌的快递统一集中管理，共同分拣打包，组建

“快递员”队伍，先期配备了两辆快递运输车，快递
员每天早上将快递送到每个网点，通过网点辐射
全镇所有区域。快递到达村里后，村干部通过广
播、微信、电话等方式通知群众来领，每次接收和
分发快递都建立台账登记。

快递进村工程的实施，极大的方便了群众生
活，百姓生活实现了“三减三增”：减少排队时间，

增加快递数量。以往群众到镇驻地拿快递排队
半小时是常态，现在足不出村就能收取快递，随
到随领，全镇的快递数量也由原先的1300件/天
增长到2000件/天；减少投诉数量，增进服务质
量，由于快递运送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村干部，对
于一些损坏、误领等快递纠纷件，还可以通过村
里协调做工作，减少投诉量；减少运输时间，增加
产品销量。随着直播带货等网络电商的兴起，快
递进村工程可以让更多的农产品真正走出农村，
实现农产品当日出村、当日发货，而且还有运输
费用低、时间短的优势。全镇工业品下乡、农产
品进城的“毛细血管”更加畅通，老百姓对快递进
村和电商下沉十分欢迎。

目前，该镇已建成霄云村等34个村级“快递
进村”示范点，均进入正常运行阶段。下一步，霄
云镇将因地制宜，多途径完善镇、村快递物流体
系，推动农产品城乡双向流通，强化与邮政、农业
农村等部门联动，争取政策扶持，更好的满足广大
农民日益增长的物流需求，助力服务乡村振兴以
及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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