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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制定“3+N”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引

领产业集中连片发展。

“我们的目标是培育1.5万亩夏季

草莓、5.3 万亩马铃薯、年出栏 40万

头生猪，因地制宜兼顾发展林下食用

菌、冷凉蔬菜、肉牛养殖、水果和花

卉采摘园。”马树镇党委书记曹善有

说，通过多条腿走路，将逐步形成“农

旅融合、种养循环”的发展格局。

设施跟着产业走，按照产业规划

布局，马树镇新建机耕路 215 公里，

为产业基地安装变压器 81 台。为改善

营商环境，马树镇党委、镇政府坚持

做到“服务受理零推脱、服务事项零

积压、服务部门零扯皮、服务质量零

非议、服务对象零投诉”。随着基础

设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镇里引入

湖南鑫广安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等 16 家

龙头企业，带动培育 115 个新型经营

主体和 215 名致富带头人。

产业兴旺离不开科技支撑。近年

来，马树镇建立产业“专家工作站”2个、

西南林业大学研究生实践基地 1 个。

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主任卢肖平

等 22 名专家到马树镇进行指导，带动

培养本土产业人才 43 人。陶磅专家工

作站“冬草莓夏种”试验成功，填补

了夏季无甜草莓的空白。此外，马树

镇还开展马铃薯高产攻关试验，以亩

产6.48吨刷新西南三省最高单产纪录。

    

 利益联结富民强村
    

产业兴则乡村富。在特色产业加

快发展的同时，马树镇群众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在巧家县草莓科技示范园

包装草莓的工人唐花告诉记者：“镇

上的草莓品种多，一年四季都有。在

示范园里干活，一天能挣150元左右。”

不仅如此，马树镇还建立起“双

绑”利益联结机制，全镇 16 家龙头企

业绑定 115 个专业合作社，这些合作

社又绑定 11319 户农户，形成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发

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积分合格的

脱贫户等均能获得产业分红，不仅激

发了群众发展产业的积极性，还增强

了他们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经过几年发展，如今的马树镇成

了巧家县产业发展的“模范标兵”。

据曹善有介绍，通过实行基础先行、

产业带动的发展路径，马树镇实现了

“3 个转变”：一是新型经营主体从

无到有。从 2017 年前单家独户的“小

农”经济，到目前实现规模化、组织

化、集约化发展，全镇耕地流转经营

7.45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43%。二

是群众务工从外到内。产业基地提供

9000 余个就业岗位，全镇就近务工人

数逐年增加，逐渐超过外出务工人数。

三是村级集体经济从弱到强。从 2017

年的只有1个村集体经济达2.5万元，

到 2022 年每个村（社区）均能超过

40 万元。

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农业强

起来。如今的马树镇，特色产业遍地开

花，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群众生活更

上一层楼的幸福图景正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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