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仳

弃“白”从“绿”思路宽

黄湾村村口，有一座精致的牌楼。
入村主干道是柏油马路，笔直宽阔。在
20多年前，这里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我们村是黏土地，地势中间低、四
周高。早先低洼处水能齐腰，没水的地
方自行车粘住动弹不得，下雨天就甭想
出门。”黄湾村党支部书记刘秋乱说。

上世纪 90年代，一名南方客商来村
谈业务，由于路不好走，车一到村边只
能停下。客商没走几步路，鞋就被粘掉
了，最后只得扫兴而归。

这个故事在全村传开了，更坚定了
黄湾村拔掉“穷根”的决心。可对于一
个村集体收入分文没有，还欠下不少外
债的村子，发展谈何容易？

在塑料行业干了十几年的刘秋乱明
白，产业是带动村民致富的“金钥匙”。
他决定在村里试试办个厂子。于是，他
拉上两个生意有点起色的村民一起创
办了集体企业天华塑料厂。后来又有一
些村民参与集资。因为产业集中、不愁
销路，塑料厂生意红火，当年就盈利 20
多万元。

就 这 样 ， 以 天 华 塑 料 厂 为 龙 头 ，
村里建立了工业小区，辉煌时有 83 家
塑料企业。塑料收入占村集体收入的
70% 以 上 ， 黄 湾 村 成 了 远 近 闻 名 的

“塑料村”。
“塑料产业让我们致了富，但它带来

的环境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刘秋乱说，新
区设立后，一大批“散乱污”企业被关停，
其中塑料包装企业占了很大比重。黄湾村
积极响应号召，对村里的塑料厂进行关停
并转。

厂子关了，村民犯了难，不知未来
何去何从。46 岁的郭砚强是黄湾村党支
部委员，以前也有自己的工厂，生产塑
料书皮和文件袋。“后来想通了，保护生
态环境是更重要的事，从长远看，它带
来的效益更大。”郭砚强说。

不做塑料，搞什么？“咱村距白洋淀
东码头 2 公里，如果能吸引去那儿的人
来村里玩就好了！”

“吸引人来，必须要有好的环境！”
“雄县历史上有大小雄山，能否建个

公园，再现历史情景？”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雄山公园最

终成为黄湾村首个经营项目，为其弃
“白”从“绿”打开新思路。“我们将无
害建筑垃圾堆积成山，还修建了人工
湖、石桥、喷泉，种了松树、柏树等观
赏乔木及月季等花卉。”郭砚强介绍。

雄山公园建成后，吸引了不少村民及
周边群众前来游玩。今年“五一”假期，公
园日接待游客最高达5万人，带动了村里
餐饮、住宿。“良好生态是乡村振兴的支撑
点。在不断探索中，我们选择走绿色发展
的路子。”郭砚强说，乡亲们吃上“生态
饭”，心里美滋滋的。

排队体验田园乐趣

一段时间以来，黄湾村的共享农场
火了。“这种模式，目前在雄安新区是独
一家。”共享农场负责人胡晓云介绍，每
人只要支付一定租金，就能认领一分或
二分地种植果蔬。农具、秧苗、肥料、
用电用水等由农场提供。

参观中，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除草
的马女士。马女士老家在北京，现在雄
县县城居住。“这儿空气清新，抽空就过
来翻土、浇水、栽苗、播种，出出汗多
放松呀！还能吃上纯天然的绿色蔬菜，
真好！”马女士很享受在小菜园中劳作的
时光，她热情地介绍自己种的蔬菜，“这
边是苋菜、小萝卜、快菜，那边还有油
菜、豆角、茄子，自己吃一部分，也给
亲朋好友送一部分。”

“我们把种植认领区分为北京区、天
津区、雄安区、石家庄区，目前菜地已
全部认领，还有不少排队的。”胡晓云
说，未来将规划更大共享面积，方便更
多居民前来体验田园乐趣。

在黄湾村，还能采摘。离共享农场不
远，就是村里打造的现代农业产业园。玻
璃温室中，西红柿等爬藤类蔬菜沿绳索生
长，各类叶菜则长在栽培架上。

“这下面不是土，而是水和营养液。每
个蔬菜的栽培基座下都充满了液体，通过
智能化水肥控制技术输送至栽培架顶部，
然后精准滴灌到蔬菜根部。没有土，咱照
样种菜！”黄湾村党支部委员胡江波说。

园区的工作人员刘静正在棚里修剪
西红柿枝叶，这是她的日常工作。“如果
不修剪，枝叶挡着光，西红柿不好成
熟，或熟了也不红。”刘静用手一指说，

“瞧！最近来采摘的人不少，特别红的都
被摘得差不多了。”

刘静之前是名家庭主妇，没有收入
来源。“现在，我一个月能挣 3000 多
元，离家也近，方便照顾孩子。”谈起这
份工作，她很满足。

游客来了住哪儿？黄湾村在特色民
宿上做起文章。沿入村主干道一直走，
就来到了民宿一条街。

竹坞、甘棠、石罅甘泉、吕庙烟波……
每个庭院都有一个极具诗意的名字。走进
竹坞小院，小桥、木亭、水榭映入眼帘，潺
潺流水一下子让人心情舒畅。

“盖了楼房后，村民陆续搬离了老
院。村里就把这些老宅改成民宿，统一

规划、统一经营。”胡江波说，目前已打
造独门独院15处，共81间房屋，可租整
院，也能租单间。去年，一个庭院就能
分到五六万元，是村民个人出租收益的
10倍。

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先生一家有四口
人。临近中午，两个小孩在院里荡秋千，张
先生和妻子在厨房做饭。“朋友都说环境
不错，我们特意租了一年整院。”住了一段
时间的张先生说，“这儿的确很清静，设施
齐全，服务也贴心，惬意极了！”

惠民举措暖人心

十里八乡，都知道黄湾有个小学。“这
两栋楼以前是村委会，后来转给了学校。”
黄湾小学校长宋丽敏介绍，这几年，村里
投资数百万元对学校硬件改造升级，促成
了与保定师范附属学校合作，教学质量明
显提升。“学生人数从开始的 400 多名扩
充到800多名，一多半是外村孩子。”

黄湾小学十分重视德育培养。在读书
室，一本本信仰日记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2017 年 4 月 1 日，是一个令雄安人
兴奋与难忘的日子，所有人的心沸腾
着、憧憬着。这一天，未来之城——雄
安新区设立的消息传开了。”在以“我与雄
安共成长”为主题的日记中，三（2）班的王
宥涵从自己的视角讲述了新区设立以来
的变化，“教育条件改善了，家门口就有优
质医疗服务，我们打心眼里高兴。”

宋丽敏说，信仰日记是学校从 2018
年开始推行的，旨在鼓励学生在传统节
日或重要时间节点，通过写日记的方式
记录自己内心想法与感受。“不同年级、
班级的信仰日记都摆在这儿，学生们可
以互相阅读、学习与探讨。”

除了“一小”，还有“一老”。黄湾
村的老人，脸上常挂着笑。在这里，参
加新农合的村民，在住院报销医疗费用
后，还能享受 20%的报销；老人每季度
领取养老补贴：70 岁以上 600 元，80 岁
以上800元，90岁以上1300元。

79 岁的胡俊青很早就患上心脏早
搏，搭了支架。因为有基础疾病，这两
年没少住院。这笔开销成了家里的负
担。“最近一次我在县城住院治疗，花了
5000多元，先报了 3000多元，村里又报
了 700 多元。”胡俊青说，
这样的惠民举措让人心里
暖呼呼。

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

然后去村后面的广场遛弯儿，“我一天能
走一万步呢！”胡俊青说，村里有了老年活
动中心，还在建老年食堂，“未来日子指定
越来越舒服，我得把身体锻炼好！”

黄湾村近年的变化，写在村民的笑
脸上。漫步于此，最大的感受是每个人
的精神状态饱满，村两委的凝聚力向心
力强。刘秋乱道出了黄湾村治理的法
宝：组建社团，开展多彩文体活动。“我
们有篮球队、广场舞队、秧歌队、锣鼓
队等 18 个社团。”刘秋乱介绍，特别是
村里承办的广场舞大赛已举办七届，吸
引了县内外百余支队伍参赛。

18 个社团中，有一个登山队，经常组
织大家去不远的狼牙山登山。“我是个登
山迷，很多村民也喜欢爬山。过程虽累，
但在山顶才能领略无限风光。”刘秋乱
说，我们不会止步于今日的成就，还将
带领乡亲们向着美好生活不断攀登。

社会经纬社会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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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新视角

日常工作中，身边不少人有
这样的疑惑：雄安新区的建设方
向是“未来之城”，为何还要提
出“城乡统筹发展”“城乡融合
发展”？作为一名当地的挂职干
部，结合镇村特点与本职工作，
笔者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在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乡
融合的过程中，正确认识并处理
城市建设和周边乡村振兴的关系
是一个重要且紧要的课题。城市
建设和乡村振兴在大逻辑上是一
致的，均服务于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任务。两
者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运行上
并不相悖，可以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按照“把每一寸土地都规
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工建设，不
要留历史遗憾”的要求，雄安新
区坚持谋定后动、规划先行。在
建设伊始就注重根据近期、中
期、远期发展的不同特点，因地
制宜、因城规划、因村施策，对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统筹设计，创新发展富民产
业，优化整合城乡治理资源，均
衡配置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

设，城乡面貌发生新变化、出现
新气象。

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城
乡居民一个都不能少。雄安新区
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
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
区。从“一张白纸”到“塔吊林
立”，从“规划先行”到“雏形
初显”，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
正拔地而起。在加速推进城镇化
的同时，新区坚持城乡统筹发
展，乡村振兴战略也在新区落地
落实。可以说，城乡发展不是此
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融合发
展、共享成果的共生过程。

同时，也应注意到，从全国
来看，统筹城乡发展仍不同程度
地面临城乡要素流动不够顺畅、
公共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影响城
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
根本消除等问题。如何破解这些
难题，抓好重点镇村和特色小镇
建设是关键。镇村建设是城乡融
合的重要内容。雄安新区设立 6
年来，着力推动特色小城镇发展
和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深度
融合，实现差异化特色发展，为
全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借鉴，打

造“雄安样板”。
以笔者所在镇的黄湾村为例，

作为新区整体规划的美丽乡村建
设试点，该村在村两委的带领下，
舍弃“白色”求“绿色”，主动对接新
区建设投资和消费升级需求，大力
盘活闲置的农房、撂荒地、厂房、设
施设备等资产，通过土地流转、租
赁、入股等方式，把乡村旅游作为
突破口，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强
村、生态发展立村、集体经济富村、
共建共治活村、乡风文明兴村”的
良性发展之路。

如今，无论是构建新发展格
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是
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等，都需要统
筹城乡发展、推动城乡融合，以释
放强大动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窗口
期，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作者系雄安新区雄县雄州
镇挂职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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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首家共享
农场长啥样？》

▲ 工作人
员 在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的 大 棚
里劳作。

◀ 村民们
进行拔河比赛。

▲“竹坞”庭院内景。 本报记者 史志鹏摄

▲ 孩子们
在共享农场体
验田园乐趣。

▲

雄
山
公
园
游
乐
园
夜
景
。

（
本
版
图
片
除
署
名
外
，
均
由
黄
湾
村
委
会
供
图
）

北京西站到雄安站，50分钟。驱车半小时，来到黄湾村。
傍晚时分，村子附近的雄山公园亮起了灯。广场上有人带孩子遛弯儿，有

人在跳舞，还有的人在做直播。夜市熙熙攘攘，一家奶茶店的老板告诉记者，
这还不是人最多的时候。“如果是周末或节假日，不少外地人也会来玩儿。有
时忙不过来，我会叫家人搭把手。”

雄安新区设立6年来，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在加速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乡村
振兴也在同步推进。黄湾村正用自己的方式在雄安大地上探索与实践着。去年，
全村集体收入达2000万元，人均纯收入达4.58万元。20多年间，从落后村到“塑
料村”，再到美丽乡村，这里的变化，透着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气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