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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河北乡村振兴展现新图景
“美食街、采

摘园、民宿……村
里的业态越来越
多，乡亲们的钱
包也越来越鼓。”
河北省石家庄市
正定县塔元庄村
村民唐秀英喜笑
颜开。

“家家户户接
通水电气，网络信
号全满格，乡村建
设不只美了村子，
还火了乡亲们的
日子。”说起这些
年村里的变化，张
家口市张北县德
胜村党支部书记
叶润兵满脸笑意。

一个个幸福和
美的场景，汇聚成
乡村全面振兴扎实
推进的新图景。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必须
坚持不懈夯实农
业基础，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

2024年，河
北省委、省政府带
领全省上下认真
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以提升
乡村产业发展水
平、提升乡村建设
水平、提升乡村治
理水平为重点，有
力有效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努力把
农村建设成为农
民身有所栖、心有
所依的美好家园。

“土特产”鼓起
乡亲们的“钱袋子”

小小“土特产”，能量有多大？
看，“老乡菇”给出答案。

2024年12月11日，在阜平县
顾家台村外的山坳里，香菇大棚鳞
次栉比。

走进大棚，菇农薛永军正在清
棚，手脚麻利地将一个个风干的菌
棒码好、出棚、装车。

“种香菇这条路选对了。”说起
种香菇，薛永军算是行家里手。
2024年，他种植了8个香菇大棚，
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好。

小香菇撑起了致富伞。顾家
台村优质的空气、纯净的山泉，气
候温良，昼夜温差大，很适合香菇
种植。

“香菇品质好，一直供不应求，
平均每棚年利润3万元左右。”顾家
台村党支部书记顾锦成说，阜平县
着力打造区域品牌“老乡菇”，让顾
家台的小香菇不仅走出了深山，还
走进了石家庄、北京等全国各地。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
之重。立足“土”、体现“特”、形成
“产”，河北省各地做好“土特产”文
章，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阜平
香菇、富岗苹果、张北马铃薯……
越来越多的“土特产”火爆出圈，扎
扎实实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

国无农不稳，民无粮不安，粮
食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去年
我种植的玉米大丰收，亩产1500多
斤。”邢台市南和区种粮大户宁永
强干劲十足。“当前冬小麦进入了
越冬期，苗情长势良好，看样子，今
年的收成有指望。”宁永强说。

又是一个丰收年。2024年，河
北省粮食总产量781.8亿斤，粮食
总产量连续12年超过700亿斤，连
续9年超过740亿斤。

丰收从何而来？河北省大力
推行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
集聚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制
“五良”合力，全面落实耕种管收、
地种肥药等全领域、各环节增产减
灾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粮食丰收。

2024年，河北省进一步全面深
化农业农村改革，实施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提升行动，加快发展农业社
会化服务，全省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分别达15.3万个、11.15万家，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达2.35亿
亩次。

农业农村工作，增加农民收入
是关键。2024年前三季度，河北省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641
元，增长6.4%。

办好农民身边的“关键小事”

乡村不仅是农业生产的空间载体，也是广大
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故土。美好的村居环
境，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冬日时节，走进故城县三朗镇西牟村，农家院
错落有致，家家户户门前的胡同干净、整洁。

看着不断变美的村庄，西牟村的村民们打心
眼儿里觉得高兴。村民任书永就是其中之一。

“这路修到了家门口，出行更加方便了。”任书
永说，他家门前的胡同，原来坑坑洼洼，一下雨就
有积水，出行不方便，现在一出家门就是硬化路，
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脚下踩泥了。

大路连小路，小路通农家。农村巷道硬化是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重
要抓手，也是满足村民出行需求的民生实事。

为打通农村群众出行“最后一米”，故城县全
面推进农村巷道硬化，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道路通
到了群众家门口，实现硬化道路“户户通”。

硬化的是道路，通达的是民心。2024年，河北
省推动村庄街巷硬化，就地取材、旧砖新用，全省
村内现有硬化道路里程数达到22.08万公里，打通
了乡村“最后一米”民生路。

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到2024年年底，河北省
累计布局建设33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建设
1万个以上和美乡村，全省和美乡村建设取得阶段
性成果。

乡村之美，不仅要外在美，还需要内在美。
中午时分，魏县东代固镇后闫庄村幸福食堂

里，飘出阵阵饭菜香。老人三三两两围桌而坐，一

边享用着可口的饭菜，一边聊着家常。
“软乎又合口味，这里的饭菜，真香！”
“出门就能吃上热乎饭，村里给咱们办了件大

好事！”
……
70多岁的宋庆海老人，高高兴兴地坐在人群

中。每天中午，他都会准时过来吃饭。以前，他的
午饭总是将就，能糊弄一顿是一顿。

为让村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后闫庄村把老人吃
饭的“小事”，当成村里的大事。“村里建起食堂，就
是为了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后闫庄村党
支部书记陈海岭说，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一日三
餐，让老年人吃出幸福的味道，感受到家的温暖。

燕赵乡村的美丽蝶变，在更多的领域发生——
为让农村群众享受更便捷的就医环境，秦皇

岛市开展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工作，更好
实现农村参保群众就近看病就医报销，实现群众
“小病不出村，报销少跑路”。

“以前喝水全靠这几口大水缸，现在它们‘退
休’了！”景县苦水营村村民付书明看着院子里的7
口大水缸说，以前的水又苦又咸，现在的水干净又
好喝，每天24小时都能喝上，和城里一样。

直播进深山，农货上“云端”，涉县王金庄村连
上了大世界。“上网方便多了，直播带货成了每天
少不了的‘农活’。”王金庄村“新农人”王虎林说。

看病就在“家门口”，村民喝上“放心水”，农产
品插上“云翅膀”……农民身边的“关键小事”陆续
办成，汇聚成燕赵大地的山乡巨变。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的重要保障。

小白花代替孝服，祭奠客请一切从简……前
不久，饶阳县西张保村一位老人去世，在村红白理
事会的操办下，整个过程井然有序、简约圆满。

“以前村里逢丧事，摆宴席、唱小戏，一场事儿
下来得花费好几万元，现在既有礼数又文明，真不
错。”西张保村村民赵成林认为，厚养薄葬，在老人
生前好好尽孝比什么都强。

为了破除陋习，西张保村在多年前就组织德
高望重的村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制定村规民约，
对婚丧嫁娶宴请人数和桌数等作出要求，原先讲
排场、比阔气的不良风气逐步改变。

乡风民俗看似日常，实则发挥着维系乡村社
会和谐运转的重要纽带作用。河北省持续加强乡
村文化建设，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抓好高额彩
礼、大操大办、薄养厚葬等突出问题综合治理，培
育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农民是农村的主人，如何有效发挥农民在
乡村治理中的主人翁作用？张家口市宣化区左
家营村的做法值得称道。

在左家营村的爱心超市里，洗衣液、纸巾等日
常生活用品琳琅满目。“这里面的东西用钱买不
到，得用积分兑换。”左家营村党支部书记韩广军
说，村民参加志愿活动、家门口种植绿植、庭院保

持干净整洁等，都可以获得积分，在爱心超市用积
分可兑换一些日用品。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激发了村民主动参与乡
村治理的积极性。在积分制激励下，左家营村有
事抢着干的村民越来越多，站着看的村民越来越
少，村民们争当乡村治理的主人翁。

建设和美乡村，既要塑形，也要铸魂。2024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促进‘村BA’、村超、村晚等
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

2024年10月25日晚7时，“冀农乐”第二届和
美乡村篮球赛（“村BA”）总决赛在宁晋县黄儿营
西村开赛。漂亮的投篮，精彩的防守，观众们的掌
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生活水平提高了，村里经常聚在一起打篮球
的年轻人也不断增多。”黄儿营西村党委书记宁小
五说。

物质富裕，精神富足，文明新风吹进群众心
坎里。2024年，河北省办好“冀农乐”和美乡村
篮球系列赛、“冀农乐”和美乡村村跑、农趣运
动会等系列赛事，不断提升农民群众幸福感、
获得感。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既是时代的呼唤，也
是人民的期盼。今日河北，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
接着一年干，持续推进，久久为功，真正让农民群众
享受到乡村振兴带来的实惠和福祉。 （郝东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