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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

乡 村 振 兴

2021 年年末，黑土地上传来好消
息——吉林粮食产量首次突破 800 亿
斤大关。业内人士说，农业现代化新
探索是产粮破纪录背后的重要原因。

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
林考察时指出，吉林要把保障粮食安
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
生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
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

种好地有什么新诀窍？现代农业
有哪些新的“打开方式”？新华社记者
走访多位东北老把式，听他们讲述拥
抱新科技的故事。

【镜头一】
农技老把式遇到科技新生代

在吉林省大安市海坨乡三业村，
67 岁的韩富熟练地演示如何用手机对
田地进行实时监测和动态管理。

“ 网 络 时 代 种 田 得 靠 高 科 技 ！”
这 位 种 了 一 辈 子 地 的 老 把 式 ，在 遇
到 一 群 大 学 毕 业 生 后 ，被 科 技 的 力
量征服了。

以 前 韩 富 在 吉 林 省 西 部 包 地 种
水 稻 ，长 年 累 月 积 累 了 一 套 丰 富 经
验。谁家种地遇到难事，总会找他请
教一番。

“勤劳才能种好地。”这是老韩种
好地的诀窍。每到备耕时，上千亩的
稻田需要手动拉闸灌溉。“摇把子”很
沉，得铆足了劲儿才摇得动。在开关
闸门的 10 多个小时里，还必须有人看
护，以防田地返碱返盐。老韩和十几
个村民排班，每人看一个小时。起早
贪黑有点遭罪。有时老韩也发愁：“以
后干不动了，这地可咋整，年轻人谁愿
意吃这份苦？”

2017 年，一群大学生来到村里，建
了现代化农场，老韩被雇为田间管理
员。但他觉得，这些大学生没有经过
风吹雨淋、摸爬滚打，大多是摆摆花架
子就打道回府了。

他没想到，这些小年轻在地里安
装了一套“云”灌渠管理系统，将卫星
和田里感应设备结合，地区形貌、水渠

方向就能通过影像方式呈现。
更让老把式意外的是，田里缺水

时，系统自动预警，只需动动手指，就
能远程发送开关水闸指令，实现全自
动化管理。这套智能化应用已经在农
场普及，老韩也告别了靠人力排班、手
动开关闸的时代。小年轻们又在地里
配置了水位传感器等设备，实现节水
灌溉、精准灌溉。一番操作，老韩尝到
了科技带来的效率和便捷，对这些新
生代服气了！

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在吉林考察
时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
现代化。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
强农业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的关键是人才。各地布
局农业现代化的蓝图中，一批批新生
代走进泥土里，成为种地的生力军，在
与积累数十年传统农耕经验的老把式
碰撞中，激发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镜头二】
八位老汉为啥轻松种好万亩田？

吉林省松原市大洼镇民乐村，一
望无际的农田被皑皑白雪覆盖，一片
寂静。另一侧的春峰种植专业合作社
却十分热闹，大家正从合作社领取今
年的分红钱。

“粮食增产了，收入提高了。”民乐
村村民梁永年告诉记者。问及增产增
收的秘诀，他的答案竟然是——不再
下地干活！

原来，村里的一万多亩土地集中
流 转 承 包 给 合 作 社 的 八 个 负 责 人 。
这八位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的老汉，将
过去 1000 多人才能完成的农活，轻松
搞定。

松原位于吉林西部半干旱区，过
去这里的村民种地总被缺水绊住脚，
家家户户还得出人出力。一年到头忙
下来，一亩地才打约 1000 斤粮食。大
家日子过得紧巴巴。这几年，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离开了村子，留下老人继
续种地。“都这么大岁数了，以后没人
种地了，这地不得撂荒啊？”民乐村党

支部书记张志峰一想起这事就不由地
叹气。

转机出现了。吉林农业大学和吉
林省农科院相继来村里建立了工作
站，流转土地，试验现代农业技术。秋
天到了，试验田产量显著提高。

八老汉中年龄最大的王起生很羡
慕，他拉着几位老汉跟着专家学习。
测土配方、秸秆还田、水肥一体化……
一来二去都成了行家。但当时村里维
持着一家一户的种植模式，大型机械
用不上，很多技术无用武之地。

张志峰看出其中门道。2017 年，
村集体成立农民合作社，他到处跟村
民们算账讲道理，动员大家入社。在
磨破了嘴皮子，也拍了无数次胸脯后，
大家纷纷加入合作社，全村土地实现
了集中经营，交由八老汉管理。

春 天 ，大 型 播 种 机 上 场 ，几 天 就
播种完毕；夏天，查看病虫害，无人机
洒药；秋天，联合收割机摆开阵势，现
场边收割边脱粒，顺便将秸秆深翻还
田……在八老汉的带领下，专业合作
社发挥着大作用，带领村民们奔向好
日子。

2020 年在吉林考察时，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积极扶持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
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的专业合作
社模式。

数据表明，在吉林，合作社进行的
土地流转率已接近 50%。以合作社为
标志的现代化农业正形成势头。当土
地经过规模化流转，大型农机奏响“协
奏曲”，种地不再靠体力。即便是满头
银发的老翁，也可以在农田里大展拳
脚，带领村民们实现增产、增收，农业
高效集约发展。

【镜头三】
爱折腾的老稻农“踩准”事业新风口

东北正值农民“猫冬”时节，但在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光东村，加
工大米，打包装，给客户发货……稻农
刘淑香更忙了。

刘淑香和老伴年过六十，依靠种
地，日子还算过得去。但刘淑香天生
闲不住、不服老，不肯停下来享清福，
总琢磨着干点啥。

光东村地处长白山区，因山美水
好，盛产高品质大米。又因山高水远，
好吃的大米运不出、不出名，卖着白菜
价，村民普遍收入很低。

这几年，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和品
牌农业等三产，光东村逐渐打响了知
名度，村民的钱袋子渐渐鼓了。

刘淑香发现，村里不少人转型种
植 绿 色 有 机 水 稻 ，提 高 附 加 值 。“ 便
宜 的 大 米 都 不 好 卖 ，贵 的 会 有 人
买？”可没想到，只要村里有游客来，
都会买上几包绿色有机大米，销路逐
渐打开。

刘淑香跃跃欲试，“我要种绿色有
机水稻，注册自己的品牌”。但种了一
辈子地的刘淑香，对如何种植绿色有
机水稻却一窍不通。她和老伴请来当
地农技专家，科学调配有机化肥，挑选
优质水稻品种，学习科学栽培技术，购
置专业农机，又搭建“稻蟹共存”养殖
模式……

这两年，刘淑香老两口事业越干
越大，种植面积从最初 20 多公顷增加
到近百公顷，大米销量也日益走高。
爱折腾的刘淑香又忙叨起来，她又邀
请农业专家前来，尝试引入各种新技
术，提高产量之余还能增强水稻抗病
能力，让水稻更健康茁壮成长。

2020 年在吉林考察时，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发展绿色农业，推进农村三产
融合。

一直以来，中国人在端牢中国碗
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如何让碗中装精
粮。绿色有机种植、打造种养结合模
式 、打 品 牌 …… 在 保 护 农 业 生 态 环
境、发展绿色农业、培育观光农业的
过程中，很多人找到了农业现代化的
新答案。

新华社记者 陈俊 孟含琪 薛
钦峰

现代农业“打开方式”新观察

以 古 楼 古 屋 古 巷 为 背 景 ，几 十
锅热气腾腾的庖汤，上百位村民和
自媒体达人欢聚一堂，几十部手机
相机记录全过程……18 日，贵州省
石 阡 县 楼 上 数 字 乡 村 创 意 产 业 园
推 出 一 项 别 出 心 裁 的 自 媒 体 实 训
活动。

这场实训是刚刚揭牌的楼上数
字乡村创意产业园“首秀”，意味着
这 个 有 数 百 年 历 史 的 传 统 村 落 正
式张开双臂拥抱数字经济，奔向互
联网。

石阡县楼上村历史可追溯到明
代，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环
境优美、古韵悠长。依托这些特色，
贵州省将这个村活化利用，打造出
楼上生态博物馆，探寻“跳出文化保
护文化、跳出旅游引领旅游、跳出村
落 发 展 村 落 ”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路子。

石阡县抢抓数字经济战略先机，
依托这里的特色风景和文化底蕴，聚
合多渠道帮扶资源，以楼上生态博物
馆为载体，成立楼上数字乡村创意产
业园。据了解，这个产业园主要打造
与乡村价值重构变现相关的自媒体

账号孵化、内容电商建设、直播间搭
建等互联网业态。未来的这里，手机
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直播
成为新农活。

石阡县委书记田运栋说，石阡将
针对楼上数字乡村创意产业园设立
孵化基金，争取优惠政策，申请相关
扶持项目，最终培育一批人才，孵化
一批品牌，输出一批 IP，打造“新乡
村、新业态、新村民”乡村新生态，为
城乡协同发展探索石阡特色路径，
为乡村振兴集成示范寻求楼上解决
方案。

创意经济，人才是关键，青年是
主力。为助推产业园聚合更多当地
互联网因素，共青团石阡县委发出召
集令，筹建石阡青年自媒体协会，筛
选出坚守互联网领域各项管理规范、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网
红”潜力的自媒体账号，纳入产业园
辅导孵化，待形成规模矩阵后，进行
商业价值有序转化。

新华社记者 刘阳 吴思

记者 从 17 日 召 开 的 安 徽 省 政
府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获 悉 ，安 徽 打 造
农 村 金 融“ 产 品 工 厂 ”，进 一 步 满
足 乡 村 振 兴 各 类 主 体 的 个 性 化 金
融 需 求 ，让 数 据 成 为 新“ 农 资 ”、手
机 成 为 新“ 农 具 ”、创 业 致 富 成 为
新“农活”。

据 安 徽 省 农 村 信 用 社 联 合 社
党 委 书 记 、理 事 长 钟 园 介 绍 ，近 年
来 ，安 徽 省 联 社 聚 焦 乡 村 振 兴 重
点 领 域 ，推 出“ 劝 耕 贷 ”“ 复 垦 贷 ”
等 乡 村 振 兴 专 属 产 品 及 多 款 数 字
化 信 贷 产 品 ，建 立 了 产 业 链 条 上
下 游 的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名 单
库 ”，针 对 性 提 供 农 业 农 村 融 资 服
务 ，形 成 契 合 乡 村 特 点 的 普 惠 信

贷产品矩阵。
安 徽 还 积 极 推 进 党 建 引 领 信

用 村 建 设 ，将 各 行 政 村 打 造 成 一
个 个“ 信 用 共 同 体 ”，简 化 操 作 环
节 ，降 低 融 资 成 本 ，优 惠 贷 款 利
率 ，确 保 每 个 信 用 户“ 随 用 随
贷”。截至 11 月末，18 家党建引领
信 用 村 建 设 选 点 地 区 农 商 行 向
44.57 万 户 信 用 主 体 授 信 310.99 亿
元 ，66 家 农 商 行 与 4093 个 行 政 村
签 约 ，建 档 农 户 158 万 户 ，授 信 总
额 504 亿元。

目前，安徽省农商行系统贷款
规模已突破 1 万亿元，为推进乡村振
兴持续注入了“金融动能”。

新华社记者 吴慧珺

53 岁的种植户黄笛进自称“树
痴”，他个子不高，目光炯炯有神，从
15 岁起跟苗木打交道，一干就是 30
余年。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种好树”。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石燕

湖村的育景园，是黄笛进利用多年
时间精心打造的园林景观。初冬清
寒，园林内的珍珠红苗木千姿百态，
叶片浓绿光亮，红果点缀枝头，满眼
生机勃勃。

跳马镇是远近闻名的“花木之
乡 ”，20 世 纪 80 年 代 ，果 树 苗 木 种
植 在 当 地 悄 然 兴 起 。“ 我 跟 着 父 亲
种 树 、卖 树 ，那 时 候 村 子 里 还 没 有
苗 木 园 艺 和 苗 木 造 型 。”聊 起 跳 马
镇苗木种植演变史，黄笛进有着说
不完的话。

只靠卖苗木，怎样才能有市场
竞 争 力 ？ 青 年 时 代 的 黄 笛 进 瞄 准
了 树 艺 景 观 培 育 。 通 过 进 高 校 、
访 名 师“ 取 经 ”等 ，如 今 的 黄 笛 进
渐 成 园 艺 名 匠 。“ 通 过 培 育 造 型 景
观 ，苗 木 的 价 值 能 增 长 好 几 倍 。”
他说。

“ 从 卖 苗 木 到‘ 造 风 景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背 后 体 现 人 们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追 求 。”雨 花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副 局 长 刘 炯 说 ，不 只 是 追 求 绿 化 ，
还要追求美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更加讲究花卉苗木的品质
和观赏性。

记 者 了 解 到 ，跳 马 镇 如 今 有
80% 以 上 的 农 户 从 事 花 卉 苗 木 种
植 ，发 展 形 成 了 多 家 龙 头 企 业 ，产
品 远 销 全 国 各 地 。 今 年 10 月 ，湖
南 省 花 木 博 览 会 在 跳 马 镇 举 办 ，
来 自 全 省 14 个 市 州 的 花 木 精 品 和
园 艺 造 型 景 观 争 奇 斗 艳 ，令 游 人
叹为观止。

“我们培育了 2000 多个品种的
多肉植物，很受市场欢迎。”跳马镇
花卉苗木种植大户易中全说。

随 着 长 株 潭 一 体 化 发 展 向 纵
深 推 进 ，位 于 长 株 潭 城 市 群 交 汇
区 的 跳 马 镇 迎 来 更 多 机 遇 。 跳
马 镇 党 委 副 书 记 贺 耀 说 ，如 今 ，
跳 马 镇 以 培 育 花 卉 苗 木 产 业 为
契 机 ，带 动 发 展 民 宿 、研 学 、旅 游
观 光 、生 态 休 闲 农 业 等 产 业 ，正
加 快 推 进 乡 村 振 兴 。

新华社记者 柳王敏

安徽打造农村金融安徽打造农村金融““产品工厂产品工厂””
支 农 支 小 服 务 乡 村 振 兴支 农 支 小 服 务 乡 村 振 兴

从卖从卖苗木到苗木到““造风景造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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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楼上的地方一个叫楼上的地方
正围绕数字经济干一件大事正围绕数字经济干一件大事

12 月的海南瓜果飘香，处处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19 日，2021 中国（海南）
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落幕，本届
展会现场交易额达 13.6741 亿元。

冬交会已连续举办 24 届，是海南
优质农产品展示、推介和交易的重要平
台 。 江 楠 鲜 品 公 司 带 着 22 种 瓜 菜 参
展。在该公司展位，展出的丝瓜、苦瓜、
西红柿等产品个头饱满、颜色鲜亮。

“别看这些品种平常无奇，但都是
百姓离不开的‘家常菜’。”该企业负责
人曾志雄介绍，连日来，企业和多地供
销系统、区域性电商达成合作意向，将
通过从田间直达商家的“无仓供应链”
降低成本、减少损耗，将新鲜平价的海
南瓜菜销往全国。

在传统销售渠道之外，各地消费者
还能通过订制服务，尝到海南瓜果菜的

“第一口鲜”。在喜禾农场展馆，网纹蜜
瓜、红心火龙果等水果任意试吃，让观
众大饱口福。该企业推出的“十二星座
会员卡”一次下单、一年配送，让消费者
每月吃到应季优质水果。

“农场一头连着海南丰富的热带水
果资源，一头连着全国 16 万会员。”喜
禾农场总经理周金枝介绍，农场结合产
地优势在海南打造了 16 个合作种植基

地。随着会员快速增长，农场正继续拓
展“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种植联盟。

海南冬季瓜果菜陆续上市，正源源
不断运往各地。除了传统大宗优势农
产品，一批“新奇特”产品借势冬交会打
开市场，成为新的“爆款”。

被誉为“树上哈根达斯”的冰淇淋
果、重达 40 斤的杨桃瓜……盛大现代
农业公司带来从国外引进的数十种热
带特色水果，令人大开眼界。公司已从
国外引进 400 余种名优热带水果，其中
50个优选品种正在产业化推广。

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海南成
为全国重要“菜篮子”“果盘子”。但由
于传统品种更新换代不足，国内外同类
产品竞争激烈，农产品价低卖难现象偶
有发生。近年来，海南各地纷纷开发

“小而美”的特色农产品，满足多元化消
费需求。

在三亚馆，南田鸿洲共享农庄展出
的田湾薏仁引起许多客商的兴趣。产
品在肥沃的河滩地上种植，生产全程不
用农药和生长调节剂，硒含量是其他地
方同类产品的 10倍。

“与同品类产品约 20 元每斤的售
价相比，田湾薏仁售价 50 多元仍供不
应求。”该企业工作人员凌春喜说，企业

通过参加冬交会与各地采购商、投资商
达成合作意向，下一步将继续扩大种植
规模。

冬交会现场订单频频落地、商品销售
火爆，数字冬交会也让广阔商机加速“变
现”。在本届冬交会农商互联云上对接会
上，近三十批中外企业通过线上推介、供需
对接，实现“云上”做生意、签订单。

数字化办展特色凸显，参展商乃至
种植户随时随地直播带货，成为冬交会
特殊的风景。今年 7 月，陈玉妹参加了
海南省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开办的
农村电商培训班，在本届冬交会上“小
试牛刀”。作为文昌锦山亚妹牛肉干的
品牌创始人，她介绍自家产品如数家
珍。17 日上午，她开播两小时就拿下 2
万多元的订单。

已参加 10 届冬交会的她表示，自
己生意越做越大离不开冬交会的影响
力。从起初的手工作坊生产、推车沿街
叫卖，参加冬交会让她卖出了更多产
品；随着经营规模扩大，她逐步购置现
代化加工设备并注册品牌，冬交会又帮
她对接全国大型采购商。对她而言，如
今在展会直播不为卖货，而是想借助冬
交会流量扩大品牌影响力。

新华社记者 罗江

现场成交 13.67亿元！海南冬交会有哪些“爆款”？

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
原局了解到，自今年 5 月份全面推进山
林权改革以来，宁夏山林权确权率已
过半，并建立了“1+5+22”市场交易体
系，全区林权流转面积达到 15.74万亩，
促山林“增值增效”。

据了解，宁夏山林权改革主要包
括 山 林 权 确 权 登 记 、放 活 山 林 地 经
营 权 、建 立 市 场 交 易 体 系 、建 立 市 场
化 植 绿 增 绿 新 机 制 等 内 容 。 为 了 放
活 山 林 地 经 营 权 ，此 次 改 革 在 加 快
推 进 山 林 地 所 有 权 、承 包 权 、经 营 权

“ 三 权 分 置 ”的 基 础 上 ，将 山 林 权 抵
押 贷 款 融 资 纳 入 自 治 区 金 融 支 持 农
业 发 展 范 围 ，进 一 步 释 放 林 业 经 营
主 体 的 发 展 潜 力 。 比 如 中 宁 县 以 枸
杞 产 业 发 展 为 重 点 ，出 台 了《关 于 开
展 金 融 创 新 为 枸 杞 产 业 发 展 扩 权 赋
能 改 革 实 施 方 案》，推 进 枸 杞 基 地 不
动 产 登 记 ，建 立 枸 杞 预 期 收 益 抵 押
贷 款 保 障 机 制 ，引 导 银 行 设 立 枸 杞
专属金融产品。

在 建 立 市 场 化 植 绿 增 绿 新 机 制
方 面 ，宁 夏 提 出“ 以 地 换 林 ”“ 以 林
养 林 ”两 种 新 路 径 ，鼓 励 更 多 社 会
资 本 投 资 林 业 建 设 。 在 政 策 的 引
导 下 ，地 方 积 极 挖 掘 造 林 潜 力 ，比
如 耗 能 企 业 较 多 的 石 嘴 山 市 ，探 索
建 立 能 耗 — 林 木 等 价 体 系 ，鼓 励 企
业 通 过 竞 标 ，在 贺 兰 山 浅 山 区 、河
东 沙 地 等 区 域 建 设 碳 汇 林 、防 护
林 、经 济 林 等 ，林 木 经 营 权 归 造 林
企 业 所 有 ，企 业 可 以 用 造 林 投 入 兑
换 能 耗 指 标 。

据 自 治 区 林 草 局 副 局 长 周 涛 介
绍 ，目 前 全 区 山 林 地 确 权 率 已 过 半 ，
林 权 流 转 面 积 达 到 15.74 万 亩 ，依 申
请颁发了 51 本林权不动产证。同时，
已 在 自 治 区 和 五 个 地 级 市 公 共 资 源
交易中心、县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搭
建起了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的“1+5+
22”市场交易体系，市场主体可就近、
便捷、高效开展交易。

新华社记者 赵倩

宁夏推进山林权改革
促 山 林“ 增 值 增 效 ”

冬日的吕梁山，寒风萧瑟，
白雪、黄土和寒松颜色交织。

记者见到郑二小时，他正
在闷热的沙棘车间里，与村民
一起调试沙棘包装线，黝黑的
国字脸上带着几滴汗珠。

“ 沙 棘 厂 正 式 投 产 后 ，能
带动周边村子 460 余人稳定就
业。”郑二小说。

郑二小今年 47 岁的，2014
年被选为岚县界河口镇东口子
村党支部书记。在此之前，他
在村里面做过醋、开过饭店，是
一位敢于吃螃蟹的人。

刚当上村支书时，东口子
村有 212 户贫困户，贫困户占
到全村人口的一半以上，村集
体既没有收入，也没有产业。

东口子村所在的岚县地处
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土地贫
瘠，缺林少绿，是典型的贫困与生
态脆弱交织区。基于全县宜林荒
山多、贫困劳力多、积存苗木多的
实际，2015年，岚县提出购买式造
林，把荒山治理作为扶贫主战场，
把贫困劳动力变成造林产业工
人，把滞销苗木就地进行消化。

得知这一政策后，郑二小
当即与村委会成员和党员代表商量，
决定成立造林合作社。

“当时县里还没有哪个村成立造
林合作社，因此村民们顾虑很多，一担
心挣不了钱，二怕欠下债务。”郑二小
说，我们就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先把
邻居、亲戚朋友们动员进来。

2015 年前后，合作社承接了 1000
余亩造林工程，不仅“消化”了本村及
周边村滞销的 15 万株苗木，入社贫困
户 还 通 过 赚 取 劳 务 费 ，人 均 增 收 了
5000 多元。看到种树的收益，越来越
多的老百姓们开始加入合作社。

树多了，山绿了，郑二小又有了新想法。
2017 年，恰逢东口子村大面积土

地退耕还林。考虑到种植油松短期内
很难见到收益，郑二小多次带人外出考
察，最终确定引进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大
果沙棘，统一流转土地，种植沙棘苗。
老百姓不仅能享受退耕还林后的补贴，
还能赚取种植、采摘沙棘的劳务费用。

两年过去了，郑二小又开始琢磨：“周
边的野生沙棘这么多，退耕还林种的也全
部是沙棘。怎么能让老百姓有长期稳定的
收入呢？”2019年，他带领合作社在周边新
增1.3万亩沙棘基地，建起沙棘冷库，同时
引入一家沙棘制品公司，大力发展沙棘种
植、沙棘产品加工、沙棘产品销售等项目。

“我这个岁数外边打工人家也不
要了，年龄大了，就回来加入了合作
社。”65岁的卜应怀一边干活一边说。

数据显示，近年来，吕梁市成立了
一千多个扶贫造林专业合作社，50万贫
困人口通过生态扶贫得以增收。通过生
态扶贫造林 427 万亩，退耕还林 209 万
亩，森林覆盖率以每年1个百分点递增。

新华社记者 柴婷 马志异

山
西
吕
梁
：
合
作
社
里
的
﹃
致
富
经
﹄

12月 20日，在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的一家自行车生产企业，工人利用激光机为车圈打标。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积极承接京津产业转移，扶持培育当地企业快速发展，

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据介绍，目前该区承接自行车零部件、现代家居、汽车配件和高端装备制造等京津转移产业项目
138个。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