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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西县十二吐乡党建引领产业一体化发展模式的探索

□永升

李晓军

“党建引领产业化发展共同体=党建联
合体+产业联合体！”在十二吐乡党委书记谢
艳丽看来，在党建联合体的引领下发展产业
联 合 体 ，是 党 建 搭 台、经 济 唱 戏 的 具 体 表
现。从 2016 年开始，林西县在十二吐乡规
划建设总面积为 2 万亩的达康扶贫产业园，
作为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实验田”。经过
几年的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基地联动联
建、生产联种联营、服务联接联办、市场联创
联销”的“一园四联”发展模式，实现了“集
中、集聚、集约”发展。

打开达康党建引领产业化发展共同体

架构图，党建联合体引领下的产业联合体，
覆盖了 7 个行政村，吸纳了农牧、交通、财政
等 12 个涉农部门，9 个合作社和 1 个联合
社，电力、金融、农资等 17 家企业。党建联
合体下设基地建设、社会服务、生产经营、
市场营销 4 个功能性党组织，通过联席会
议、供需对接、考核评价等机制，对园区实
现全领域、全时空、全产业服务。党建联合
体还实行清单管理和动态瘦身制度，每年
各成员单位为园区办的实事，清单上都记
得清清楚楚，对不发挥作用的成员单位，将
定期淘汰出局。

在关键问题的决策上，党建引领凸显了
把关定向作用。园区建设之初，有人对发展
大棚蔬菜有顾虑，怕担风险。在县委的支持
下，园区党建联合体组织干部、群众七赴松
山区，学习大棚种植管理经验，组织党员干
部带头示范，试种终获成功，打破了“西拉沐
沦河以北不能发展设施农业”的论断。党建
联合体还注重平衡企业、客商与农民间的利
益关系。建大棚时，建棚企业能沾利就走，
把更多的实惠让给百姓。卖菜时，公道的菜
价让买卖双方都满意，实现本地市场的可持
续发展。

基地联建联动 集中布局成规模
西山根村有水，十二吐村有地，如何打破

村与村之间界限，连片建设达康扶贫产业园？
俗话说“房产土地不让人”，过去别说是村和村
之间，就是户与户之间也不能随便动一块地，
占一点水。园区成立党建联合体后，这个难题
迎刃而解。基地建设党组织召开联席会，各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起商议。最后决
定：把西山根村的水抽到山顶的蓄水池，园区
共用；用十二吐村的土地建园区蔬菜收购市场
各村共享。西山根村党总支书记刘占林感慨
地说：“现在7个村抱团取暧、联建园区，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成了一家人！”
园区项目的市场化运作，加快了大棚的建

设速度。林西县民悦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是大棚的代建企业。企业建设 1 座百米长的
棚室，建筑和安装成本为9万多元，再加上企业
的合理利润，总造价为 10 万元。而农民在购
棚时，每个棚要扣除政府给的 4.7万元补贴资
金，农民只需花 5.3 万元就能把大棚买到手。
这种代建制的好处在于，政府把补贴亮在明
处，企业把账算在明处，不与民争利，让公共财
政的阳光真正普照百姓。

在大棚基地建设中，实现了“村、政、企”联
动。基地建设党组织协调各村、帮扶单位、龙
头企业党组织互相配合，共同商议解决土地流
转、工程立项、规划设计、三通一平、基础设施
建设等问题。行政村负责在大棚建设中流转
土地、统计购棚农户信息。建棚企业负责垫付
地租和建设成本，建成后由企业发售，并为购
棚户做贷款担保。从 2016 年至今，达康扶贫
产业园连续 5 年每年都组织春夏季大棚建设
战役。如今，大棚面积已从最初的744亩增加
到9300亩，整个棚区银波涌动，蔚为壮观。

生产联种联营 同频共振兴产业
大棚建好了，可是收益如何？农民心里

没有底。关键时刻，各村党支部发挥了模范
带头作用。西山根村发展大棚蔬菜时先从
试点开始。一试市场行情，二试蔬菜立地条
件，三试农民的接受程度。2016 年，村里先
拿出 18 个大棚，免费租给松山区的种植大
户，让他们给村民做示范，当老师。当年村
民看到了示范棚的效益后，积极性空前高
涨。村党支部抓住政府财政奖补的政策机
遇，乘势在村里流转土地 4000 亩，发展大棚
750 个，成为全乡发展设施农业的先行者。

大棚有人种，还得要种好。在联合社的

统筹下，各村的种植合作社实现了规划设
计、农资采购、秧苗栽植、技术服务、教育培
训、市场销售“六统一”。在乌兰沟村，绽丰
种植合作社理事长赵秀宏正在组织农民进
行技术培训。“咱们要统一茬口，越冬茬要在
11 月 22 日左右定植，这样在第二年 5 月 1 日
前果就能卖完，避开山东、河南番茄上市高
峰⋯⋯”赵秀宏介绍，现在棚区里有 2 个“技
术保姆”，一个是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蔬菜
办主任赵亚波，一个是乡政府高薪聘请的技
术员廉德正。农民大棚里有啥问题，打个电
话就能上门服务。

统一采购农资，让农民尝到了规模经
营、集约经营的甜头。乌兰沟村大棚种植户
黄明算了一笔账：以一个棚一茬番茄的用肥
量和用药量为例，如果散户购买需要 2200
元，而合作社集中购买仅需要 1600 元，一茬
番茄就能省 600 元，一年两茬就能省 1200
元。一个棚一年需要两茬苗、药、肥，棚膜需
要一年一换，棉被需要三年一换，这些农资
综合算下来，一个棚一年集中购买比散户购
买能节约成本 3000 元左右。按此标准计
算，整个园区一年就能节本增效 480 多万
元。

2016
年，赤峰市林西县十二

吐乡农民人均收入是 5000 元，
而 2019 年 这 个 数 字 增 长 到 15000

元，短短 4 年间人均收入为啥能增长 2
倍？这得益于十二吐乡创新了一个好机

制，选准了一批好产业。一个好机制，就是
党建引领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新机制，能够集
中力量办大事。一批好产业，就是以设施农
业为代表的高效农牧业，1 头牛的收入能抵
5 亩庄稼，1 亩大棚胜过种 10 亩田。当融

合党建的组织优势和高效农牧业的产
业优势相互叠加时，就产生了乘数

效应，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
的产业支撑。

服务联接联办 保驾护航动力足
眼下，达康扶贫产业园总面积为 700 多

平方米的综合服务中心正在建设中。中心
建成后将相继开设金融、农技、农资、政策
等服务窗口，对园区生产的全程服务将实
现联接联办。党建联合体下的政府职能部
门党组织“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为园区提
供公益性服务。在大棚建设中，自然资源
局、水利局、交通局、国网供电公司等部门
党组织，按照党建联合体要求，主动做好用
地规划、水利设施配套、园区道路硬化、电
力设施配套。今年，扶贫办、农牧业局、林
草局等成员党组织又为园区投入资金 4000

万元，这些真金白银的投入，为园区的发展
强筋壮骨。

党建联合体下的 5 家金融机构党组织，
为园区注入了金融活水。乌兰沟村农民高
振明贷款“贷”出了好日子，去年他从邮储银
行借了 7 万元贷款，买了 2 个大棚，一茬越冬
番茄就卖了 9 万多元，他当年就还上了贷
款。目前，农业银行、农商银行、邮政储蓄银
行 3 家银行累计为园区协调贷款 560 万元。
人保财险、太平洋保险 2 家企业为园区 800
栋大棚上了自然灾害险，为全乡 1102 户贫
困户上了防贫险，总计保额达 100 万元，让

农民再无后顾之忧。
过去，园区农资服务商多而杂，大到国

有企业的分支机构，小到骑着自行车的游商
走贩。为了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安全，党建
联合体从抓农资质量入手，对农资服务商去
劣存优，通过筛选，确立了中化集团、沈阳谷
雨、赤峰和润、祥棋农业等一批品牌企业，秧
苗和有机化肥、农药等技术农资服务更加完
备，推动形成一条生态循环链，让农药、化肥
减量 50%以上。今年，投资 500 万元的中化
集团技术服务平台项目建成后，水肥一体化
等先进技术将在园区内推广。

市场联创联销 销路畅通奔小康
这几天，正是达康扶贫产业园大棚栽秧

的时候。番茄苗刚刚在棚内定植，中国 500
强企业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就派业务代
表来园区订购了 36 万斤 918 大红果番茄。

“林西县的昼夜温差大，番茄养分转化和糖
分积累得好，口感自然就好！”业务员说，这
里的番茄耐储存、质量好、数量多，来到园区
的蔬菜交易市场，很快就能组织完一车货。
如今，在园区党建联合体的引领下，达康专
业种植合作社联合社，已经和 9 个村级合作
社上下联动，实现了番茄的统一销售。

联合社统一分级分等、差别定价销售，
让大棚蔬菜实现了价值最大化。今年春季，
大棚户种植番茄的二门、三门精品果，通过

“农超对接”合作，销到永辉、大润发、地利生
鲜、物美 4 家大型连锁超市，每斤价格 4.4 元
左右；四门、五门的普通果，通过山东、河北
等 9 个省市的蔬菜客商群体和销售团队，销

售到全国，每斤价格 3.7 元左右；其它的尾果
则以每斤 0.5 元左右的价格销售到有需要的
行业和地区。

“在市场营销中，联合社的作用像个天
平，总在农民与客商间寻找价格的平衡点！”
达康专业种植合作社联合社党支部书记李
武臣说，把番茄的收购价压得太低，就会菜
贱伤农，影响农民种菜的积极性，把收购价
拱得太高，就会给外地客商留下营商环境不
好的印象，很难长久地留信客商，因此，维护
公平、公正的市场，是联合社党支部的首尽
之责。在联合社党支部的引领下，园区蔬菜
交易市场实现了健康发展，让百姓不用再为
蔬菜“卖难”问题发愁了。2019 年，联合社蔬
菜交易量达到 2.4 万吨，销售额达到 5500 万
元。眼下，县里与北京岳各庄合作的市场项
目建设如火如荼，这个市场建成后，产业园
为首都供菜的通道将豁然打开。

十二吐乡党建引领产业一体化发展的
“一园四联”发展模式，快速推动了园区“菜、
果、牛”产业的发展。目前，全乡已发展日光
温室 1600 栋，种植蒙古野果等经济林 7700
亩，肉牛存栏 8000 头，年出栏量突破 10000
头。随着中能国电一期 40 兆瓦太阳能发电
项目、利拓矿业项目、德青源金鸡扶贫等项
目的落地投产，十二吐乡农民能得到的生产
性、财产性、劳务性和资产性四种收入不断
增加。

赤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西县委书
记田向存说：“达康扶贫产业园一体推进党
建联合体与产业联合体融合发展，探索模式
创新、载体创新，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党员
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让农村基层
党组织在兴产富民的实践中提升了影响、树
立了威信，进而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
础，形成了振兴乡村的澎湃力量。”

德青源鸡蛋包装车间。

大棚油桃长势正旺。

光伏发电板满山坡。

栽下经济林育成摇钱树。

达康扶贫产业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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