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城乡融合大文章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西华县皮营办事处加速推动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走笔
记者 张猛 通讯员 刘懊博 文/图

������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 位于西华县皮营办事处的高铁站广场开始热闹起
来， 附近社区的居民三五成群来到这里， 有的跳起了广场舞， 有的尽情品尝
着小吃美食， 有的带着孩子嬉戏玩耍……夜市里升腾的烟火气弥漫着幸福的
味道。

“很难想象， 几年之间， 曾经偏僻的农村发展成 ‘小城市’， 交通发达、
环境优美， 祖祖辈辈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现在变成了现实。” 居民的一番话，
道出了这里的沧桑巨变。

2017 年 2 月之前， 皮营办事处叫皮营乡， 位于西华县城东郊， 距县城
12公里。 “撤乡设办” 后， 皮营迎来发展新机遇。

近年来， 皮营办事处积极发挥中心城区辐射带动功能， 借助 “高铁效应”
和交通区位优势， 依托原有的特色农业基础， 促进一、 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
着力打造特色农业观光产业， 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 加速推动城乡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 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推动皮营走好城乡融
合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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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17 日，记者驾车从周口中心城区出发，沿大
广高速行驶十几分钟至西华出站口， 出站后左转便进入皮营
办事处辖区：西华通用机场飞行员正在练飞、高铁站旅客人来
人往、 公交车一班接一班……便利的交通给当地带来快速发
展“流量”。

近年来， 皮营办事处立足交通便利和种植业基础好的独
特优势，聚焦发展特色农业，通过示范带动引领城乡一体化奏
响发展最强音，有效提高当地发展指数和民生幸福指数。

从传统的乡镇到城乡接合部的办事处， 皮营办事处不仅
是名称的改变，更是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皮营办事处借着政
策的春风， 通过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 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全力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皮营办事处群众有种植芦笋的习惯，而且具有一定规模。
为此， 该办事处把发展芦笋产业作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的优势产业，加快农业产业化调整步伐，加快农业特色种植业
发展，加快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进程。 依托万亩良田项目建设，
项目区内耕地覆盖面积达 72.4%， 已完成土地深松 1.7 万亩，
项目建设涵盖 14 个村，形成“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旱能
浇、涝能排”的良好发展局面，为农业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 皮营办事处积极申报芦笋种植基地省级绿
色标志，地理标志认证正在申请中，并计划通过邝桥示范社区
辐射打造拥有 200余个大棚的芦笋种植基地，涉及杨桥、刘庙、
邝桥等 6个社区，为各社区脱贫攻坚巩固提升找准产业支撑。

走进皮营办事处西金社区，大街小巷两旁花儿争艳、林木
葱葱，房前屋后的空闲地变成了小游园，废旧的坑塘变成了景
点，该社区实现美化环境和经济收入的“双效益”。

西金社区的乡村美景只是皮营办事处积极改善人居环境

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该办事处积极响应，主动作为，紧紧围
绕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全面治理“六乱”、开展“六清”活动，
扎实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奋力实现全办“净起来、绿起来、亮起
来、美起来”的目标。

———高标准推进华兴大道改造升级， 以生态建设为出发
点，一体化打造街景风貌。 在原有空间格局的基础上，统一改
造商铺门头，墙体喷绘真石漆 28000 余平方米，新建停车场，
翻新人行道路面，增加绿地面积等，极大提升整体“颜值”，实
现人居环境由“乡”到“城”的转变。

———以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以“三讲三比”
为抓手，确保人居环境整治取得实效。 统筹推进农村户厕改造、
宅基地建房审批、坑塘治理等工作，重点推进坑塘治理，针对辖
区的 36处废弃坑塘，分类制订治理方案，明确专人负责，落实坑
塘管理责任制，确保坑塘由“一时美”到“持久美”。

———坚持开展环境整治，以环境美激励群众追求精神美，
实现社区由外在美到内涵美的提升。设立人居环境整治基金，
采取个人出一点、乡贤捐一点、村集体拿一点、上级拨一点的
方式，筹集资金 103 万元，全面调动群众的参与积极性，让群
众真正成为人居环境的建设者、维护者和监督者。

产城融合拓展富裕新路径

党建引领搭建产业发展大平台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

今年以来，皮营办事处紧扣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要求各社区党支部以“五星”支部创建活动为抓
手，以“调整产业、调优产品、调大规模”的发展理念，全力推进
产业发展。

为加快经济发展，皮营办事处与山东芦笋种植研究所、电
商京东农场对接，把芦笋种植基地融入“互联网+技术+农户”
平台，鼓励群众通过土地、资金入股等形式参与。 该办事处还
积极与县品牌办对接，引入京东农场种植模式和理念，引进山
东芦笋种植研究所的种植技术，提升芦笋种植的品质，将芦笋种
植基地纳入西华“田园品牌”统一管理，并申报成为京东农场。

在壮大村集体经济过程中，邝桥社区进行了有益探索。该
社区一方面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充分利用闲置土地，深入挖掘
小片荒地、废旧坑塘的潜在价值，种植油茶树，变“死资产”为
“活资产”，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

厚植返乡创业沃土，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近年来，皮营办
事处积极鼓励乡村致富能手、复员退伍军人、外出务工经商人
员、大中专毕业生等参与家乡建设，通过政策支持、乡情感召、
资金扶持、关爱激励等措施，吸引杨桥、西金、邝桥等社区 6 名
外出包地种植大户、退伍军人、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参与芦笋种
植，其中，西金社区返乡务工人员个人承包 270 余亩土地，还
有 5 人承包土地均高于 30 亩， 成为群众身边的致富带头人、
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此外， 皮营办事处协助符合条件的致富带头人申请 5 万
元至 5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高校毕业生创业基金贷款等，
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建立起一支懂技术、有头脑、会经营、留得
住的农业创业队伍，为全面乡村振兴注入无限生机。

由“乡”到“城”昔日旧貌换新颜

������“从我们这儿到高铁站只需几分钟，到郑州半个多小时，
到周口也就十来分钟，去哪儿都方便。 ” 皮营办事处楼陈社区
党支部书记陈红磊感受到了高铁开通产生的“高铁效应”。

便利的交通促使皮营办事处融入郑州 1 小时经济圈，丰
富的人流、 物流和信息流让高铁站点周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
点，进而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皮营街道党工委书记杨三宏表示，今后，他们将放大当前
西华通用机场、临空经济区及高铁带来的交通优势，在推进城
乡一体化和产业发展上早布局、早谋划，从而形成具有皮营特
色的芦笋、小杂果、种养殖产业格局。 同时，紧紧抓住政策机
遇，加快培育新的产业与市场化格局，切实巩固好脱贫攻坚成
果，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蓄
势增能。

放大优势融入郑州 1小时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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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月 1166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新华，，西华县委副书记
刘贡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晓燕、、副县长张权深入皮营办事
处调研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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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业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