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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乡村产业振兴的典型地域模式探析*

张 占 仓

摘 要：在连续对河南11个省辖市超过30个县（市）现场调研和对上海、重庆等5个省（市）调研的基础上，归纳整

理出河南乡村产业振兴的平原农区确保粮食安全模式、丘陵山区全域旅游模式等10种地域模式。根据对10种乡

村产业振兴地域模式发展特征的研究，可以发现，河南乡村产业振兴地域模式丰富多彩，乡村产业振兴地域模式必

须因地制宜，乡村产业振兴地域模式运行一定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乡村产业振兴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驱动，乡村

产业振兴对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意义重大，乡村产业振兴一定要加强基层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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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世界银行贷款中国经济改革促进与能力

加强项目（TCC6）“河南省乡村产业振兴的模式探索

与政策支持研究”（B06-2019）子课题研究的需要，

笔者参与的课题组从2020年5月初开始，想方设法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主要以现场综合调研的方

法，夜以继日奔赴南阳、驻马店、新乡、洛阳、信阳、

濮阳、焦作、商丘、鹤壁、安阳、济源等11个省辖市超

过30个县（市）深入基层调研，还先后到上海、重庆、

江苏、湖北、山东等省（市）进行了针对性调研，学习

与吸取到来自生产一线的海量新信息，开阔了研究

视野，进一步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民族要

复兴，乡村必振兴”的重大战略意义。

所谓地域模式，在本研究中是指在县（市）、乡

（镇）、村等行政区域之内形成的有一定代表性的经

济发展模式。按照这种逻辑推理，乡村产业振兴的

地域模式，就是在县（市）、乡（镇）、村等行政区域之

内乡村产业发展与较快提升当地百姓收入水平的

一种产业发展模式。

二、河南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地域模式

对调研了解的乡村产业振兴的各种发展模式

进行整理、筛选与归纳，笔者认为河南乡村产业振

兴的地域模式主要有以下10种类型。

1.平原农区确保粮食安全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

食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河南等

作为农业大省，粮食生产对全国的影响举足轻重。

“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必须确保粮食生产规

模。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河

南代表团审议时对河南确保粮食安全和推动农业

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要发挥好粮食生产这个

优势，立足打造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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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稳步提升粮食产能，在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方面有新担当新作为。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的要求，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

在确保粮食安全方面大胆实践，探索出了具有重

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平原农区粮食安全供给

模式。

河南四季分明，物产丰富，是著名的“天下粮

仓”。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与加工，

始终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积极作为。2020年，

河南省用占全国 6%的耕地，生产粮食总产量

1365.16亿斤，比上年增长1.9%，占全国粮食总产量

的10.2%，确实不负重托，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

要贡献。尤其在平原农区，大部分县（市）均不负众

望，以新方法努力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

河南永城地处豫东平原，常住人口为 123.9万

人。其中，农业人口为115万人，耕地面积为206万
亩，常年粮食种植面积达320万亩，素有“豫东明珠、

中原粮仓”美称。近些年，永城加快高标准农田建

设，共建设高标准农田139.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67.9%，落实“藏粮于地”的要求。引进农业高新科

技，推广农业集成技术，落实“藏粮于技”的策略。

统筹推进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发

展产业化，加强对粮食生产的科学管理，把粮食生

产做成了精细化的产业，既保障了粮食稳产高产，

又促进了粮食生产与加工的高质量、高效益、绿色

化发展。2020年，粮食总产量达 13.7亿公斤，居全

省第二位，同比增长3.0%以上，创历史新高。同时，

围绕“豫东大粮仓转型升级豫东大厨房”“从田间到

餐桌”小麦全产业链紧密衔接工程，企业经营实现

了优势面粉加工向主食加工、方便食品、休闲食品、

速冻食品等的延伸拓展，初步形成了“种植—面

粉—面制品”产业链，从“面粉城”成功转向“食品

城”，过去的粮食生产转变成现在的粮食产业，经济

社会效益大幅度提升。

豫北的延津县常住人口为45.7万人，土地面积

为886平方千米，地处黄河岸边的华北大平原，粮食

生产条件得天独厚。多年来，在优质粮食生产方面

大胆探索、系统运作，按照粮食生产产业化的方向，

闯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小麦经济的新路子，有力地

促进了粮食持续稳定增长。现种植优质小麦面积

100万亩，小麦品质各项指标媲美加麦和美麦。其

中，建成强筋小麦生产基地 50万亩，被国家质检总

局确定为“全国优质强筋小麦品牌创建示范区”。

依托优质小麦资源优势，形成了以小麦食品加工为

主业的产业聚集区，园区入驻食品加工企业 48家，

并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区。被国家农业部

评为“全国小麦全产业链产销衔接试点县”“国家优

势制种基地县”等，在以小麦生产与加工为支撑的

乡村产业振兴中日益展现出勃勃生机。

地处豫北平原的滑县也是闻名全国的粮食生

产大县，是河南粮食生产第一县。2020年，小麦种

植面积为 181万亩，平均亩产达 555.8公斤，比上年

增长3.3%，对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有四个：一是粮食生产条件

优越。这些粮食生产大县，均地处华北大平原，耕

地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水热条件适宜，当地老百姓

有比较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积累，善于从事农业生

产。二是当地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在

当地的常年工作安排中，始终把确保粮食安全供给

放在特别突出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在高标准农田建

设方面持续给力，稳定扩大高标准农田面积，为“藏

粮于地”奠定了基础。三是在推广应用农业新技术

方面下硬功夫。发挥当地农业基础好的传统优势，

做好先进技术引进推广工作，落实国家“藏粮于技”

的要求。四是延伸产业链条。从过去生产粮食，到

后来的粮食初加工，以及近几年大规模的食品加工

和网络销售，形成“粮食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
网络销售”的越来越丰富的产业链条，推动粮食生

产产业化，提升粮食产业的整体效益。

2.丘陵山区全域旅游模式

全域旅游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旅游业为优势

产业，通过对区域内经济社会资源尤其是旅游资

源、相关生产要素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有机整合，

集中力量发展旅游业，以旅游业带动和促进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模式。2016
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调研时指出：“发展全

域旅游，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走下去”，为推进旅游

业改革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2017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全域

旅游”，并成为两会热词，引起全社会重视。河南中

西部地区主要是丘陵山区，旅游资源比较丰富，具

备发展全域旅游的条件。近些年，经过各地积极探

索，初步在部分县（市）形成了比较切实可行的全域

旅游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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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利用大别山区、伏牛山区、太行山区的地

理资源优势，抓住全民休闲旅游热潮兴起的历史机

遇，在一部分丘陵山区县（市）探索形成全域旅游发

展新格局，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新路径。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视察调研的新县，

地处河南南端大别山腹地，是鄂豫两省接合部，总

面积为1612平方千米，常住人口为29.1万人。该县

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也是国家生态县、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

攻坚重点县。近年来，新县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依

托丰富的红色历史、绿色生态、古色乡村资源，按照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工作思路，树牢“旅游兴县、

旅游富民”发展理念，认真做好文旅融合发展大文

章，构建全域旅游发展大格局，打造旅游强县富民

大产业，走出了一条以文旅融合引领全域旅游、促

进乡村产业振兴、带动农民增收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探索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域旅游的“新县模

式”。2019年，全县一共接待游客1008.8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78.7亿元。2019年9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新县调研考察时指出，新县“依托丰富的红

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了

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对当地乡村产业

振兴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栾川县地处豫西伏牛山腹地，总面积为2477平
方千米，常住人口为 35.4 万人，森林覆盖率为

82.7%，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常年保持在 310天以上，

是生态旅游和矿产资源大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和

秦巴山区连片扶贫开发重点县。近年来，该县把全

域旅游作为引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抓手，努

力将生态环境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

实现了城市乡村景区化、景区发展全域化、旅居福

地品质化，初步构建了游“奇境栾川”、品“栾川味

道”、住“栾川山居”、购“栾川印象”的全域旅游产业

链条，走出了一条全域旅游带动乡村产业振兴、促

进农民增收的绿色发展新路子。2016年，国家旅游

局将栾川模式总结为“全域景区发展型”，在全国推

广。2018年，重渡沟带贫模式入选世界旅游联盟旅

游减贫案例。2019年，栾川县旅游产业扶贫的做法

入选全国精准扶贫典型案例。当年，全县共接待游

客 1638.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96.3亿元，旅游

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升至 16.5%，成为当地经济发

展的支柱产业。如果用年接待游客人次与当地常

住人口之比作为县域全域旅游接待指数的话，2019
年栾川县全域旅游接待指数达 46.2，居全省第一

位。2020年7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文章《生

态饭才是长久饭》，对栾川围绕生态保护发展乡村

旅游、带领群众精准脱贫的典型案例点赞。

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有五个：第一，突出丘陵山

区优美生态环境优势。在自然资源上，丘陵山区有

大山大岭河流等秘境，适合于春季观花、夏季度假、

秋季看红叶、冬季观冰挂的游客需求。第二，挖掘

丘陵山区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积淀。融汇大量的

传统文化故事，有引人入胜的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

文化活动，有吸引城市居民的乡愁记忆等场景。第

三，强化全域旅游的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县委书记

是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的作用，强化对全域旅游

建设工作的总体设计和组织推动，最大限度地形成

工作合力。第四，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全域旅游。调

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群众参与

到旅游发展的各个环节，并从中广泛受益。第五，

做优旅游项目。重视全域旅游的宣传，做优旅游项

目，丰富旅游业态，做强品牌，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

地向金山银山转化，造福当地老百姓。

3.乡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乡村是我国“三农”工作的基础，也是基层政权

的重要驻地。如果村一级的组织没有经济基础作

支撑，就很难长期维护我们的基层政权。所以，乡

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对巩固和提升基层治理至关

重要。

近些年，河南全省按照中共中央四中全会精神

要求，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在选准德才兼备的基层带头人

的基础上，以各式各样结合当地实际的方法，积极

推动集体经济发展，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提高了

农民的收入水平。

新乡县地处豫北平原，常住人口为 34.8万人，

县域面积为 393平方千米，为全省乡村振兴战略示

范县。新乡县注重党建引领，坚持做到自治、法治、

德治“三治”有机融合，实现法治乡村、德治乡村、平

安乡村有效治理。因为基层组织健全，在基层带头

人的带领下，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出了符合当地

需要的乡村产业振兴之路。新乡县围绕“做精一

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促进融合发展”的思路，持

河南乡村产业振兴的典型地域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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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壮大支柱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布局，提高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的能力。2019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 20145元，位居全省前列。全县农村

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21%，达

到富裕水平。

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在村领导班子带领下，把

一个位于太行山区原来只有 595口人、人均年收入

不足千元的省级贫困村，发展成11800人入住、2019
年人均年收入近两万元的新型农村社区。他们重

点抓好三大举措：一是选好带头人。2005年 4月，

在老支书裴清泽和党员群众的再三邀请下，裴春亮

以 94%的得票率，当选裴寨村村委会主任。2010
年，他又挑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重担。二是集中力

量解决村民住房和用水难题。2005年，裴春亮个人

捐资3000万元，带领乡亲们苦干3年半，挖平荒山，

不占一亩耕地，建成160套上下两层、每套200平方

米的连体别墅楼。2008年冬至，全村153户居民欢

天喜地搬进了两层小洋楼。三是积极发展乡村产

业。全村已发展高效农业1500多亩，结合当地石材

资源丰富的特点创建了以水泥为主导产业的春江

集团，还发展了红薯产业，创建国家4A级宝泉旅游

风景区，建设服装产业园，发展农村电商，共带动周

边群众 5000余人在家门口就业创业。如今的裴寨

村，在乡村振兴中声名远扬，当地群众都以自己是

裴寨人为荣，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该模式主要特征有三个：第一，加强基层组织

建设是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如果当地有比较强的基层组织建设基

础，让乡村治理“活起来”，对乡村全面振兴影响非

常大。第二，选拔好德才兼备、有家国情怀的基层

组织带头人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第三，做大做

强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长远大计。乡村振兴涉及方

方面面，但是乡村产业振兴是头等大事，是提高居

民收入水平的直接抓手。

4.特色种养加产业链延伸模式

河南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在过去粮食资源短缺

年代，各地基本上全力以赴发展种植业。伴随着农

产品供给形势的好转，在种植业基础上，发展养殖

业成为河南很多县（市）的自然选择。进而，依托养

殖业发展加工业和服务业，成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典型，为乡村产业振兴开拓出新的路径。

作为农业农村资源丰富的大省，河南各地在传

统种植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养殖业，在城镇化

工业化浪潮推动下，又延伸产业链，发展基于当地

养殖业基础的加工业，从而形成了很多地方种养加

产业链延伸模式，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

地处豫南的泌阳县常住人口为67.4万人，总面

积为 2335平方千米，属浅山丘陵区，境内伏牛山与

大别山交汇，长江与淮河分流，总体呈“五山一水四

分田”格局，属于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畜牧业发展的

县域。当地历来重视畜牧业发展。从1986年开始，

由祁兴磊带领的科研团队先后历时 21年，于 2007
年培育成功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夏南牛。该

牛具有适应性强、生长发育快、耐粗饲、易育肥、肉

用性能好、肉质细嫩、遗传性能稳定等优良特性。

当地立足于该品种原产地与对全套技术掌控完整

的优势，把夏南牛饲养、加工做成了当地乡村产业

振兴的标志性产业。通过提升种群品质、扩大种群

规模、做大做强产业龙头——河南恒都食品有限公

司、打造知名品牌，当地建成高质量夏南牛饲养加

工产业集群。河南恒都食品有限公司联结种、养、

加工等相关企业和农村新型经营主体 2300多家共

谋发展，有 2万余户近 10万人围绕恒都肉牛产业

上、中、下游从业，带动农民种植业年增收 3亿元以

上，加工业年增值10亿元以上，冷储、运输、物流、科

技、餐饮、服务等行业年收入 5亿多元，实现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2019年，河南恒都食品有限公司产值

达46亿元，实现利税总额2.6亿元，带动夏南牛产业

集群实现年产值达 120亿元，成为远近闻名的优质

肉牛养殖、加工基地。

确山县常住人口为40.3万人，总面积为1650平
方千米，属亚热带气候和暖温带气候的过渡地带，

山地、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地处秦岭、淮河地

理分界线。全县耕地面积 99.84万亩，有 86万亩荒

山牧坡，90多万亩林间隙地和20多万亩宜牧草场，

年产牧草可达20多万吨，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畜牧业

发展。确山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畜牧业的发

展，加快恢复生猪生产，预计 2021年底生猪生产基

本恢复正常；扩大肉牛生产规模，2020年年底，肉牛

存栏9.45万头，出栏6.65万头；做大羊产业，持续提

升北羊中育南运养羊基地的地位，平均每年从北方

调运、经过短期育肥再销售到广东等南方市场的羊

达到100万只以上，高峰年份达到200万只；建设肉

鸽之乡，年出栏60万只以上的优质肉鸽，是豫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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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之乡”；发展畜产品加工业，建成生猪和肉牛屠宰

加工基地。畜牧业着力扩基础、育龙头、补链条、保

安全，全县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 70%以上，畜牧业

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40%以上。确山县

已经成为全国畜牧大县、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国

肉牛产业集群建设项目县、全国肉羊集散地，畜牧

业发展成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柱。

该模式最突出的特色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在当地种植业发展基础上，立足于地方性特殊

地理资源条件，进一步发展养殖业，形成比较明显

的畜牧业发展优势，持续延伸产业链，发展成为畜

牧产品加工基地，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逐步

成为根深蒂固的乡村骨干产业基地，为提升老百

姓的收入水平提供了就地就业和创业发展的历史

机遇。

5.地方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加工模式

河南地处中原，各地农业资源丰富多彩，地方

性特色农产品有较好的发展基础。近些年，适应市

场经济的需要，不少地方集中力量，开展地方特色

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加工，形成了一批在市场上有重

要影响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为乡村产业振

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各地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或者产业技术优势，

集中力量培育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集群，形成了特

色农产品规模化种植加工模式，成为当地乡村产业

振兴的主要途径。

西峡县地处豫西南伏牛山腹地，常住人口为

43.0万人，土地面积为 3454平方千米，是河南面积

第二大县，全县“八山一水一分田”。经过持续多年

的探索，该县在香菇产业生产加工方面逐步走出了

前沿化科研、生态化栽培、标准化管理、科学化监

管、多元化服务、品牌化经营、信息化提升、国际化

发展和相关产业协同提升的乡村产业振兴之路。

全县有近 20万人从事香菇种植、加工和购销，农民

纯收入的60%来自香菇产业，香菇年总产量突破20
万吨。香菇种植业效益稳定在30亿元左右，与香菇

加工、销售等相关的产业综合效益达到 200亿元以

上。2020年1月1日，“西峡香菇铁海快线（中欧）专

列”正式开通，实现了对俄罗斯等欧洲市场的产地

直供。目前，西峡县香菇自营出口企业达到 100多
家，产品远销俄罗斯、法国、德国、美国、韩国、日本

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带一路”国家 20多

个。西峡县香菇自营出口额 2005年不足 350万美

元，2019年达到13.4亿美元，累计出口额达到66亿
美元，占全国香菇出口额的 30%左右，是名副其实

的全国香菇出口第一县。

地处豫东北平原的清丰县常住人口为 62.8万

人，土地面积为 828平方千米。近些年，清丰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食用菌产业的发展，经过实践探

索，初步梳理出“党建作保障、政府作引导、公司作

龙头、基地作示范、贫困户作股东、种植户作产业”

的发展思路，着力实施“党建+扶贫+食用菌”工程，

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强县富民之路，成为平原地区

很有特色的、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力的蘑菇生产加工

大县。目前，该县蘑菇种植呈规模化态势。全县种

植面积达1700万平方米，年产蘑菇30万吨，综合产

值突破 25亿元。蘑菇加工实现工厂化。先后培育

龙丰实业、瑞丰农业等“丰”字头工厂化生产企业14
家，工厂化日产鲜菇300吨，成为河南最大的食用菌

工厂化生产基地。2020年，“清丰食用菌”作为全省

遴选的特色农产品，在全省推广。中共河南省委书

记王国生、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尹弘等省领导对

“党建+扶贫+食用菌”工程给予了高度评价。

该模式一是农业气息比较浓，围绕地方特色农

产品作大文章。二是科技创新支撑力量比较强，围

绕主导产业扎扎实实做好科技创新，形成了当地独

特的产业技术优势，培育了特殊行业的大规模人才

队伍，支撑了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了当地

农民脱贫致富。

6.以“巧媳妇工程”为依托的服装产业集群发展

模式

在河南各地实施的“巧媳妇工程”主要是通过

引导女能人创业办项目，以各类巾帼示范基地、专

业合作社等为平台，帮助农村贫困妇女和留守妇女

等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在家门口或者在家就业脱

贫，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农民安居就业致富的一种

产业组织方式。

近几年，河南全省各地抢抓东南沿海服装产业

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机遇，积极创造条件，改善营

商环境，促进服装产业在当地集群发展，成为乡村

产业振兴的一大亮点。

地处淮河之滨的淮滨县常住人口为57.0万人，

土地面积为1209平方千米。近年来，淮滨县在上级

妇联和河南省服装协会指导下，结合当地实际，大

河南乡村产业振兴的典型地域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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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进“巧媳妇工程”，把农村留守妇女这一庞大的

群体转化为承接产业转移的有效资源，让留守妇女

实现在家门口就业。该县借全国性服装产业转移

大势，积极培育化纤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按照“全产

业链专业园区”发展思路，规划建设了 16个相互关

联、互为配套的纺织服装“区中园”，已发展纺织服

装企业142家，2019年实现产值119亿元，带动从业

人员 2.78万人，妇女占 65%以上，成为信阳市唯一

超百亿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被中纺联授予“中国

新兴纺织产业基地县”称号。

地处豫中南的西平县常住人口为68.1万人，土

地面积为 1089.77平方千米。2016年以来，西平县

委、县政府以嫘祖服饰文化为依托，围绕“五大新发

展理念”，充分利用“西平裁缝”这个全国优秀劳务

品牌的专业技能人才优势，切实做好嫘祖文化与服

装产业发展的有机“嫁接联姻”，与河南省服装行业

协会密切合作，大力推进“巧媳妇工程”，以智能制

造为导向，有力推动了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发展。截

至2020年年底，西平县产业集聚区入驻纺织服装企

业已由 2016年的不足 20家增长为 62家，服装产业

工人由不足 2000人增加到 7000余人，年生产服装

8000万件，产值达50亿元，服装产业成为当地乡村

产业振兴的主要支柱。

该模式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适应全国服装产

业转移的新形势。充分利用了近些年东南沿海服

装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机遇，成为承接服装产

业转移的基地，发展比较快。二是促进了女工就地

就近就业。充分发挥了河南省妇联与河南省服装

协会联合推动的“巧媳妇工程”的助推作用，促进了

当地女工就地就近就业，既大幅度提升了收入水

平，又照顾了家庭生活，深受当地群众欢迎。三是

服装产业发展空间比较大。该产业涉及的县市比

较多，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将对全省乡村产业振兴产

生深远影响，需要引起各级领导高度重视。2021年
1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服装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继续实施‘巧媳

妇工程’”。该文件的贯彻落实，将有力促进全省服

装产业的高质量、规模化发展。

7.传统文化特色小镇建设模式

河南因为是全球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黄河

文化主要集中区域，所以传统文化资源特别丰富。

时逢太平盛世，各地抓住“盛世兴文”的机遇，在挖

掘传统文化资源方面大做文章，开拓文化产业发展

空间，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

又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消费

需求。

近些年，河南各地依托当地传统文化与资源禀

赋，在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创新产业形态上下功夫，

全省涌现出一批越来越有影响力的特色文化小镇，

帮助当地居民大幅度增加了收入，打开了乡村产业

振兴的新门路。

魏家坡村，又名卫坡，位于河南孟津县朝阳镇

境内，坐拥北邙福地，南依洛阳，北靠孟津，荣获“中

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村、中国传统村落、河南省历

史文化名村等荣誉称号。村内保存有比较完整的

清代顺治年间卫氏先祖卫天禄及其后人修建的集

祠堂、私塾、绣楼、南北老宅于一体的官宦家族宅

院，是经典的传统文化积淀丰厚的小镇，也是河南

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魏家坡村是豫西地区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建筑群，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

开发利用价值。2020年 11月，被评为第六届全国

文明村镇。其主要吸引点：一是清代古民居建筑

群。魏氏古民居占地面积为 42000平方米，由天井

窑院、簸箕窑院、靠山窑院、南北祠堂、私塾、三进

院、五进院、车马院、逃生通道、望台、望楼组成，古

民居共有厅、堂、楼、廊 567间，窑洞 76孔，有“民间

故宫’之称。二是魏家名人故事。魏家曾经出过 4
名诰命夫人，29位七品以上官员，其家传、家教、家

风、家规等都成为很多游客关注的热点。三是魏紫

牡丹的诞生地。魏家培育出名扬天下的魏紫牡丹，

被誉为牡丹之后，它花朵硕大丰满，花瓣重叠，高耸

紧凑，花形直立，状如皇冠。四是特色演艺沉浸式

实景演绎魏坡谣。每天安排有多场演出，彰显地方

文化特色，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五是特色美食

街。本地特色美食店有60家，非遗文创产品店有7
家，引进省内外知名特色业态店有 30家，为旅游者

提供丰富多彩的传统美食餐饮体验。近些年，魏家

坡村在科学合理保护文物古迹的基础上，引进外来

资本第一期投入 5.7亿元，开发形成颇有影响的特

色文化小镇，逐步铸就了“古民居建筑群+魏家名人

故事+魏紫牡丹+现代资本运作+特色小吃+官方大

型活动”的开发模式，由传统文化村落晋级为乡村

旅游热点，甚至成为网红打卡地。

获嘉县同盟古镇·袁家村文旅小镇位于获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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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村镇府庄村，是一个由投资方河南袁家村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推动的、以传统建筑文化+同
盟文化主题公园+民宿体验+特色小吃+文旅活动等

为支撑的文旅小镇项目，目标是逐步打造一个活态

中原古村落建筑博物馆。该项目总投资50亿元，占

地面积 2000亩，总建筑面积 40万平方米。项目全

部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游客接待量 600万人次，年

旅游收入约 30亿元，带动周边就业人口约 1万人。

一期工程是袁家村核心体验区和同盟文化主题公

园，占地 270亩，已于 2019年 9月建成并投入运行，

成为当地农民就业、提高收入水平的主要途径。因

为距离省会郑州距离较近，吸引郑州大量年轻人晚

上或者周末前往体验，很快就成为一个新的网红打

卡地。

该模式有三个特点：一是大打文化牌。在传统

文化上做文章，让参与者能够记得住乡愁，唤醒愿

意多次到访的意识。二是不忘吃的硬道理。以传

统特色小吃为卖点，既吸引游客全家出动，共享美

食美味，营造家庭和谐的“家和万事兴”的和谐氛

围，也保障项目运行的资金流支撑，为特色小镇可

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三是有足够的资

本支撑。完善相关政策，促进工商资本进入乡村产

业振兴的各个领域，是乡村产业振兴中需要引起高

度重视的一个现代经济学问题，也是进一步促进传

统文化资源活起来的一大秘诀。

8.普惠金融试验发展模式

普惠金融，是指立足于社会发展机会平等和商

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较低的成本为有金融

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

融服务。一般情况下，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

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普

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

2016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支持下，河南通

过探索普惠金融扶持小微企业和贫困户发展的方

式，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初步显示出现代金融

的独特魅力。

2016年，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河南提出

把普惠金融作为全省金融改革创新的突破口，探索

普惠金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代表

性较强的国家级贫困县——兰考县作为试点，制定

了普惠金融试点方案。当年12月，兰考普惠金融试

验区方案获国务院审批同意，由中国人民银行联合

银监会等 8部委联合印发，兰考普惠金融试验区成

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河南也

因此实现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零的突破。

兰考县自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获批以来，立足

县域经济发展需求和普惠金融的特殊性，稳妥有效

地推进各种普惠金融改革创新措施，将政府引导与

市场主导有机融合，推动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协同

发展，解决了农村金融发展中的融资难、融资贵、信

用体系不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探索

出了以数字普惠金融为核心的“一平台四体系”兰

考模式。其中，“一平台”是指打造普惠金融数字服

务平台，推动解决普惠金融服务的“低效率、高成

本、风控难”等问题。“四体系”一是指建设普惠授信

模式体系，针对一些农民信用记录空白及有效抵押

担保资源匮乏的实际，变革传统小额信贷的“信用+
信贷”流程，创新推出了“信贷+信用”普惠授信模

式，推动解决农民贷款难、贷款贵、贷款慢问题；二

是建设乡村普惠金融服务体系，让金融服务深入基

层，推动解决金融机构下乡成本高、基层服务人员

不足问题；三是建设“信用信贷相长”体系，开展信

用信贷相长行动，实施相应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措施，旨在促进信用信贷的相互促进，引导农户增

强守信诚信意识，不断提升农村的信用环境建设水

平，推动解决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难、信用环境差等

问题；四是建设“四位一体”“分段分担”的信贷风险

防控体系，除了出资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周转还贷

金之外，还探索了“银行、政府、保险公司、担保公

司”四位一体的分担机制，系统性推动了银行贷款

中风险分担权责利不对等问题的解决。在普惠金

融试点力量推动下，兰考县经济社会全面加快发展

步伐，于 2017年 2月率先实现脱贫摘帽，普惠金融

指数实现了大幅度跃升，在全省县（市）的排名由

2015年的第 22位升至 2017年的第 1位，并保持至

今，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增速持续位居全省前列。

从2018年上半年开始，兰考普惠金融模式在全

省 22个试点县（市、区）进行复制推广，均取得比较

显著的效果，也引起全国各地普遍重视，展示出现

代金融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该模式主要特征有四个：第一，普惠金融补齐

了乡村产业振兴的现代金融短板。第二，数字化智

能化为普惠金融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第三，

普惠金融服务乡村产业振兴需要不断创新的政策

河南乡村产业振兴的典型地域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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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第四，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健全风

险防控体系。要防止普惠金融试行过程中局部的风

险逐步演化为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

9.农村电商发展模式

电商，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热门领域，在全

球发展迅速。我国大中城市电子商务发展普及特

别快，对提升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起到了特别大的

作用。广大农村地区，居住分散，更需要电子商务

这样的现代服务业进入，以利于全面提升农村地区

各类资源配置效率。

近些年，伴随着电子商务技术的普及，农村电

商也迅速铺开，既促进了农特产品、特别是时令农

产品的快速销售，也培育了农村创业就业的新渠

道，为乡村产业振兴开辟了一条新通道。

地处豫东平原的宁陵县常住人口为50.8万人，

土地面积为798平方千米，是比较传统的农业县，粮

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是远近闻名的酥梨之乡、

温棚葡萄之乡。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购物浪潮的兴

起，该县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积极探索电子

商务进农村发展新模式，通过电商人才培训、质量

保障与追溯体系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建立等多种举

措，推动产业与电子商务、追溯体系建设融合发展，

联合相关科技公司积极探索“电商+追溯”扶贫新模

式，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

兴。2017年，宁陵县被商务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

办评为“国家级电商进农村示范县”。到2019年，产

业园入驻优质企业65家，成功孵化企业50多家，带

动从业人员1300余人，电商交易额达3.8亿多元，在

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绩效考评中，宁陵县成

绩位居全省第一。通过发展农村电商，促进了农民

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

鲁山县地处河南中南部的伏牛山东麓，县域面

积为 2432.32平方千米，常住人口为 78万人。近几

年，鲁山县积极发展农村电商，构建农村电商生态

链，通过“电商人才培育+电商企业+经营主体+贫困

户”模式，帮助贫困群众参与网上销售自产的各种

农产品，成效明显。2020年上半年，全县完成电子

商务交易额 3.3亿元，其中农产品网络销售 7000余
万元，电商服务已覆盖全县所有乡镇，共有 40多万

当地农村群众受益。

农村电商发展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发展比

较快。很多县市农村电商销售额近几年平均增速

均在30%以上，2020年增长速度高达50%以上。第

二，农村电商对盘活农产品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第三，农村电商发展管理中存在着技术支撑体

系不完善的短板。比较突出的是各地快递业务体

系建设不均衡，直接影响农村电商均衡化推进。

10.乡村土地资源盘活模式

乡村地区最大的资源优势就是拥有比较丰富

的土地资源。按照经济学原理上最为经典的理论

体系，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所以，乡

村土地资源如何科学、合理、高效、市场化利用历来

都是乡村振兴研究的重中之重。

各地积极探索土地资源盘活的具体方式，已

经显示出提升当地群众或集体收入的比较重要的

作用。

在耕地资源盘活方面，南阳宛城区近几年提出

并探索的“准股田制”土地托管经营模式显示出比

较好的实际效益。宛城区总人口为 61万人，其中，

农村人口约 42万人。现有耕地 69.7万亩，2019年

粮食总产量 8.16亿斤，土地流转面积 21.5万亩，占

耕地面积的 30.8%。其中，河南文景园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探索推进农业“准股田制”土地托管经营模

式，已实现规模经营2万多亩，大幅度提升了农民的

收入水平，有力地推动了乡村产业振兴。该公司坚

持“让农民增收、让农业增值、让农村增色”的新理

念，以“股田制”土地托管新模式为主体，以农业综

合管理及金融服务为两翼，大力整合相关产业资

源，着力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共同体。其运行模

式的核心是村民将农地经营权委托给村集体，村委

会（合作社）再流转给企业，农民1亩1股，企业以自

己的经营资本和田间管理等占另一半的股份，保底

收益为略高于当地耕地平均租金的定额，折算成市

场价下的大宗作物产量（200公斤小麦+200公斤玉

米，首轮合同为期 3年）；分红方法为企业与农民各

占一半。在效益上，小麦产量600—650公斤/亩，约

合 1400元；玉米 600公斤/亩，约合 1200元，两项合

计共收入2600元，扣除地租1000元以及农资、浇水

等支出约 400元，亩均净收益约 1200元。按照农

民、企业各一半进行分红，则企业亩均净利润达600
元，农民则相当于收入1600元/亩，远远高于农民分

散种植收益，显示出比较好的进一步扩大发展规模

的前景。

新郑城关乡结合当地实际，探索盘活乡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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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新途径，成效显著。该乡以盘活乡村土地资

源的思路，着力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问题。

2020年，该乡累计摸排出能够有效利用的闲置资源

162处、土地278亩。在此基础上，将闲置资源优先

用于村级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这些昔日无人问

津的“五闲资源”，如今成了群众流连忘返的好去

处。该乡聘请专业团队编制村庄规划，高标准实施

“五小项目”建设（打造小讲堂14个、小书屋8个、小

广场18个、小游园35个、小舞台8个），实施“修百里

路、亮千盏灯、暖万民心”惠民工程，修建乡村道路

和宅前道路86千米，安装路灯2630盏，做到一张蓝

图谋划好、量力而行实施好，空间落到规划上、项目

落在土地上，深受群众欢迎。

该模式主要特点有三个：第一，土地资源盘活

潜力比较大。无论是耕地资源还是乡村闲置建设

用地资源，都有比较大的盘活空间。第二，基层组

织的领导能力成为盘活土地资源的关键。只有乡

村基层组织健全，基层干部领导能力比较强，才能

有效推动该项工作。第三，进一步认识土地资源创

造价值的能力非常重要。其实，土地是财富之母是

一个经济学上的基本命题，也是创造财富的有效途

径。如何结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从基层做起，

探索更多新的方法，盘活乡村土地资源、推进乡村建

设、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究。

三、结论与启示

笔者通过本次的调研和归纳分析，得到如下结

论和启示。

1.河南乡村产业振兴地域模式丰富多彩

河南地处中原，山河壮丽，人文荟萃，乡村产业

振兴路子宽广，产业振兴模式丰富多彩。上文所梳

理出来的10种乡村产业振兴的地域模式，有一定的

代表性。这些发展模式涉及很多县（市）、乡（镇）、

村等基层地域的实践探索，是基层干部与当地群众

认真探索、大胆创新的结果，已经或正在显示出促

进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值得继续关注，对相关地

区也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2.乡村产业振兴地域模式必须因地制宜

新县、栾川县、林州市等之所以能够形成比较

好的丘陵山区全域旅游模式，新乡县、永城市、滑县

等能够在平原农区确保粮食安全供给方面闯出新

路，确山县、泌阳县等结合当地畜牧业发展条件优

越的优势形成特色种养加产业链发展模式等，都是

立足于当地实际，脚踏实地探索出来的，乡村产业

振兴地域模式符合当地发展需要。而与此同时，在

基层调研时经常看到或听到的情况是不少地方在

学习借鉴外地乡村产业振兴做法的过程中，贪大求

洋味道较重，不切实际的想法较多，需要引起有关

部门重视，并给予及时指导与引导。只有切合当地

实际的路子，才会走起来踏踏实实，能为当地的长

远发展创造实际效益。

3.乡村产业振兴地域模式运行一定要符合市场

经济规则

乡村产业振兴是促进乡村发展的长远大计，必

须具有可持续性。从调研所了解到的各种地域模

式来分析，只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行，各种地域

模式都具有较好的发展活力。当然，这些乡村产业

振兴的地域模式在进一步实施与推进过程中也确

实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有些甚至是比较突出的问

题，需要我们在深入的探索实践中逐步予以解决和

完善。

4.乡村产业振兴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驱动

与过去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基础相比，当前

我国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人力资本、目标任

务、运行机制和主要制约因素等都发生了深刻变

化，农产品产业链比较短、农牧产品深加工不足、

乡村产业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低、乡村产品国际化

渠道不畅是普遍现象，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是大势所趋。而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

创新驱动。在基层调研时看到，发展活力充沛的

乡村企业，均在创新创意创造方面做得比较充分，

形成了独特的技术体系或保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

技术支撑条件，在研发投入方面持续发力，在吸引

人才方面大刀阔斧，敢于出真招。进一步强化创新

驱动，是乡村产业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5.乡村产业振兴对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意义重大

尽管各地经济发展条件不同，但只要遵循实事

求是的原则，发挥当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探索出符合当地实际的乡村产业振兴模式，就

能够稳定扩大农民在当地的创业就业机会，而有了

稳定的就业机会，不断提升农民收入就有了稳定的

保障。乡村振兴中产业振兴作为“五大振兴”之首，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也是解决乡村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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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本前提。所以，乡村产业振兴

意义重大，是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的直接推动力量。

6.乡村产业振兴一定要加强基层组织领导

在基层调研时，感受最为深刻的道理就是，只

要县（市）委、县（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乡村振兴，

把主要精力放在“三农”上，充分发挥好“一线总指

挥”的作用，把更多资源向“三农”投入，让更多生产

要素向乡村集聚，在更高起点上谋划推动乡村振

兴，就能够探索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产业振兴之

路。有些地方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思路至今不明

确，更没有形成有地域特色的发展模式，关键就是

因为当地领导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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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ypical Regional Model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Zhang Zhanc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tinuous field investigation of over 30 counties (cities) in 11 provincial cities of Henan Province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5 provinces and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and Chongqing, 10 regional models, such as the grain security mode
and the whole tourism mode in Hilly and mountainous areas, are summarized and sorted out for the plain agricultural areas with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in Henan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10 regional
models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we can find that the regional models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are
rich and colorful，the regional models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must adapt to local conditions，the operation of regional
models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must conform to the rules of market economy，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lies in innovation drive，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income
level of farmers，it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to revitalizing rural industry.
Key Words: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Rural Vitalization; Regional Model;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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