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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促增收 乡村振兴有活力
宝坻区八门城镇以土地流转为抓手助推产业兴旺

新农村关注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王倩 郑楠

乡村走笔

刘增同：心系“家务事” 温情暖邻里

乡村人物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刘瑞 张厚泽

特色种植

富农家

■ 本报记者 王音 通讯员 刘颖

位于宝坻区东南部的八门城镇是一个农业大
镇，全镇共有耕地10万亩，其中水稻种植面积9万
亩，素有“北国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该镇是宝
坻区水稻主产区之一，也是“天津小站稻振兴计
划”主要承接地之一。
近年来，八门城镇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坚持做

好土地流转这篇大文章，不断夯实现代农业发展
基础，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持续推动农户、农企集
约化、规模化种植生产，切实发挥土地经济效益，
为打造优质小站稻品牌，扩大农民收入规模创造
了有利条件。规模化经营不仅实现了“分田到户”
到“分红到人”的转变，让老百姓尝到了甜头，也切
实让土地“流”出了活力，“转”出了乡村振兴的好
路子。

土地流转

“转”出乡村振兴新活力

2016年12月，天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八
门城镇工作站成立，2017年1月10日，菱角沽村
697.4亩土地流转项目在平台上以网络竞价的方
式成功交易，最终受让方以169.85万元成交，成为
了宝坻区首笔在平台交易成功的土地流转项目。
从“线下”交易走到“线上”竞价，八门城镇探

索出了土地流转的新路子，不仅简化了承包手续，
提高了土地利用价值，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交
易对象，吸引了更多外来资金。
2020年春耕前夕，以“线上”竞价开展土地流

转的方式在八门城镇广泛铺开，“网上办、不见面”
就能让土地第一时间转出去，让村民流转土地的
积极性不断提高，近万亩土地及时流转到承包户
手中，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也让
村民们的收入倍增。
2023年伊始，八门城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一

号文件精神，积极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通过
平台累计成交72笔项目，涉及30个村（队），流转
土地经营权3.78万亩，25个村实现线上整体流
转。至此，全镇通过平台流转土地经营权累计达
到17.13万亩，水稻种植大户也从最初的11户发
展到42户。
记者日前走进八门城镇的农田里，和煦的春

风夹杂着泥土的清香，农户们分工合作、相互配
合，抓紧时间进行水稻育秧，田野间一片繁忙的春
耕景象。王建庄村的王辅亮是八门城镇众多种植
大户中的一员，他也亲眼见证了土地流转在八门
城镇大地上的发展变化。
“2008年,我开始收集闲散土地进行规模种

植，但最初只能从村民手中流转40亩至50亩土
地，规模较小，每亩地流转费用大约500余元。”王
辅亮告诉记者，后来，随着八门城镇大力推进土地
流转，使得越来越多的村民们对土地流转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土地流转率。他的种植
基地也从最初的几十亩发展到了现在的600余
亩，每亩地流转费用也提高到了1000余元。
“八门城镇紧紧牵住农村承包土地流转这个

‘牛鼻子’，促进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走进’八门
城镇，不仅让更多的种植大户租到更多满意的土
地，也间接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可谓是一
举双得。”八门城镇党委书记于普迎说。

银政合作

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实践证明，土地流转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的
重要手段，而资金是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源头
活水”。
在种植户和农企生产经营过程中，购买粮食

种子、设备、支付流转土地资金等是一笔不小的费
用，从种到销又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资金周转
慢，间接导致农业种植很难进一步扩大规模。要
想扩大规模，银行贷款就是主要途径。
近年来，为有效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八门城镇聚焦涉农融资担保难
题，强化政银合作，优化服务模式，积极推动金融
产品创新，拓宽“涉农”抵质押融资渠道，不断把金
融“活水”引入“三农”经济，带动民间资本、田间资
金、金融资本高效流动起来，为乡村振兴汇聚源源
不断的金融力量。
“这些年，八门城镇政府与中国农业银行天津

八门城支行合作，积极搭建‘银政’对接平台，不断

强化金融创新，提升服务质效，引入‘金融活水’灌
溉八门城镇大地。”八门城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为进一步深化农业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合作，

充分发挥金融干部助力镇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
作用，打通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2022年，中
国农业银行天津八门城支行副行长王晖到八门城
镇挂职，经常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与种植户交
流，了解他们在金融方面的需求，为广大种植户提

供贷款支持，积极为八门城镇乡村振兴提供金融
力量。
不久前，八门城镇政府还联合中国农业银行

天津八门城支行为种植大户开展惠农贷款政策宣
讲活动。在宣讲中，宣讲人员主要针对农户解决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讲解了“惠农e贷”“流水
贷”“抵押e贷”等多种模式，更好地为农户提供标
准化、便捷化的贷款。不仅帮助广大农民了解和
掌握金融知识，还有效解决了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金融活水”。
此外，镇政府与支行工作人员积极走访联系，

针对种植户开通“绿色审批通道”，利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大大提高业务办理效率，第一时间
将信用贷款发放出去，为急需资金的种植户及时
送上“金融甘露”。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为抓好涉农贷款政策的

落实落地，八门城镇辖区金融机构与镇党委政府密
切联系，全面聚焦农户、农企资金需求，提供精准支
农助农服务，并对有意申请贷款的农户、农企，进行
优先受理审批，快速放贷。而有了更多资金的农
户、农企，可以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购
买优质良种等方面，更好地助力特色产业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人、地、资金’。

当前，八门城镇正全力激活这三个要素，不断推进
体制机制创新，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双向
流动，激活市场、激活要素、激活主体，全方位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于普迎说。

特色产业

打开乡村振兴“致富门”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只有产业兴旺了，才能让
农业经营有效益、成为有奔头的产业，才能让农民
增收致富、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在我们身边从来不缺优质的农产品，缺的往

往是品牌。作为农业现代化的标志，品牌建设贯
穿农业全产业链，是助推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的重要支撑和持久动力。”于普迎说。
从田间地头的一粒种子，到百姓餐桌的一碗

米饭，需要经历怎样的过程？
在天津新成米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车间

里机器声隆隆作响，工人们在各条生产线上有序
开展工作，随着机器的运转，稻谷经过清理、除杂、
筛选、抛光、包装等各项工序，包装好的“天津小站
稻”被整齐排列，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目前，八门城镇园区有新成米业、黄庄洼米业

和鸿腾水产三家大型稻谷收储企业。依托现有产
业基础，整合现有产业资源，统筹农产品初加工、
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稳定现有水
稻加工产能，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促进农产
品就地就近转化增值，不断壮大农产品加工业。
近年来，凭借“地广稻优”的独特优势，八门城

镇大力抓好水稻产业发展，并以水稻为主线，全面
推广立体种养模式以及现代都市型农业，形成了
有机米、稻田蟹、黄板鳅等一批高质量农特产品，
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为将小站稻品牌做优、做大、做强，近年来，八

门城镇深入实施小站稻产业振兴规划，全力开展
小站稻品牌建设。延展建设选种育秧、黄板泥鳅
育苗、虾苗蟹苗水产养殖等基地，贯穿立体种
养、精深加工、品牌销售、特色旅游的全产业链
已初显规模，为今后打造八门城镇小站稻品牌奠
定了良好基础。
今后，八门城镇还将持续发力，在营销策划、

品牌建设、包装设计、产品流通环节等方面为当地
种植户提供更多指导，以此来提升品牌影响力和
市场竞争力，不断将小站稻品牌做优、做大、做强，
把更多安全、绿色、优质的八门城镇大米端上百姓
餐桌。
同时，在发展品牌的基础上，还将持续拓展直

播带货、电子商务等销售渠道，加强产品宣传推
介，更好地打造农业品牌，不断提升农产品知名度
和市场占有率。
“在新的征程上，八门城镇将立足特色资源

优势，推动农业标准化生产，不断做大做精做优
乡村特色产业，让乡村特色产业不断向高质高
效、绿色安全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产业兴百业
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更加强劲的动
能。”于普迎说。

春暖花开，晴好天气相伴。74岁的刘增同每天都闲不
住。作为社区的平安志愿者，刘大爷按时出门参加巡逻检查，
还时不时帮社区老人义务上门理发、磨刀，提供便民服务。不
久前，小区的休闲座椅坏了，刘增同发现后主动修理好。居民
们都说：“刘大爷心里装着咱社区的‘家务事’，有他这样的好
邻居，真是大伙儿的好福气！”
刘增同居住的荣居园社区是北辰区双青新家园首个开

园社区。刚开园时，社区配套设施不完善，楼道乱堆杂物、
邻里矛盾纠纷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那时，居委会人手

紧，很多事顾不过来。热心居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
商量着组建志愿者服务队。一开始是定期巡逻、劝阻不文
明行为，后来调解邻里矛盾纠纷、成立业主委员会……一来
二去，互助气氛越来越浓，参与的居民也越来越多。”刘增同
说起来参加服务的初衷。
从退休以来，刘增同心系社区“家务事”，忙碌于志愿服务

的一线。作为居委会的便民服务之一，义务磨刀服务为很多
居民，特别是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了便利。刘增同踊跃报名
为居民磨刀，这一磨就磨到了现在。刘增同的老伴儿范阿姨
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志愿服务的队伍。每月的集中服务
活动中，都能看到老两口的身影。刘大爷为居民磨刀，范阿姨
则负责为居民量血压，并用自己的护士工作经验为大家提供

一些健康建议。居民都对这老两口赞不绝口：“两口子都是热
心肠。有时刘大爷去买菜，范阿姨还会主动问问邻居，需要帮
着带点啥。”“谁家有困难，就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刘大爷手

巧、干活细。我们家的瓷砖坏了，刘大爷主动来帮忙修补，可
真是太感谢了。”
如今，荣居园的环境有了大变化。小区绿化更丰富，

休闲广场、健身设施等配套更完善。特别是春暖花开时
节，居民们常常聚在小花园里，这里已经成为大家休闲娱
乐、增进邻里感情的主要场所。
不久前，刘增同在散步时发现小花园里的休闲座椅出

现了几处破损，不仅存在安全隐患，还给居民们的日常使用
带来不便。回到家，他赶紧找来锯子、钉子、木板等，又很快
返回小花园修座椅。根据椅子的损坏程度，刘增同更换了
座椅的木条，并对螺丝进行了加固。随后，物业工作人员赶
来，和刘增同一起将社区内其他的都检查了一遍，并将损坏
的座椅修葺一新。
每天来这里休闲的居民们很快发现了焕然一新的

座椅，大家坐在修复好的座椅上，纷纷向刘大爷竖立了
大拇指。

万物复苏，草长莺飞的春
日，静海区广袤的田野上到
处是一派繁忙景象。走进良
王庄乡府君庙村蔬菜大棚种
植基地，一座座大棚整齐有
序地排列在阳光下,翻地、施
肥、收菜、播苗……处处是村
民辛勤劳动的场面。
“我家种植黄瓜已经有20

多年了，黄瓜也一直是村里的
特色农产品。现如今，村里不
仅为黄瓜注册了商标，还积极
与农贸市场、电商等平台联
系，帮助村民拓宽销售渠道。”
正在自家的黄瓜大棚里忙碌
着的村民李清莲，喜滋滋地
向记者介绍着。
“我这两个棚的黄瓜年生

产3000公斤左右，由于咱这儿
水土好，种出的黄瓜也特别好
吃，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很多
顾客都提前预订。”李清莲说。
和李清莲一样，府君庙村

村民郑子尧也在自家的大棚
里打理着水果西红柿，而在这
里忙碌着的，还有前来采摘的
游客。
来自北辰区的游客周永

琴说，她是通过网上看到郑
子尧家的采摘园，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过来采摘，吃完就
再也忘不了这里水果西红柿
的味道，现在隔三差五就会
带着亲朋好友过来采摘。
郑子尧告诉记者，她家经

营着几个蔬菜大棚，这几年
经济效益不错，还想寻求更
大的发展空间。在村“两委”
的支持下，郑子尧率先在村
里建起了高标准大棚，搞起
了旅游采摘。经过一段时间
的经营，取得了不错效果，于
是决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目前，3个新大棚也在加紧建
设中。
“从去年9月份建好大棚

后，我们就开始种植水果西红
柿，采摘的效益比之前种植叶
菜提高了将近一倍。新大棚建
好以后，我们再陆续增加菜瓜、
甜瓜等品种，给游客们带来更
好的采摘体验。”郑子尧说。
如今，在府君庙村，以黄

瓜为主的蔬菜种植不断做强
做大，以采摘为主的休闲农业
也在这里“生根发芽”，村民腰
包越来越鼓，日子如芝麻开花
节节高。
良王庄乡府君庙村党总

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孟令民
说：“村‘两委’将继续用足用
好优势资源、农业政策，鼓励
支持村民开拓水果西红柿、
樱桃、‘君翠’牌黄瓜等特色
农产品种植。同时，打造出特
色品牌效应，让有限的土地资
源产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努力
实现产业兴旺、农村美丽、农
民富裕。”

①数万亩连片水稻，成为
八门城镇独特画卷。(资料片）

④天津新成米业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里，稻米加工生

产流水线运转不停。

③银企合作，主动上门，
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

②田野间农民正在进
行水稻育秧，为稻田插秧做

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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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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