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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时节刚过，曲阜市时庄街道小安村“中药材种植一块田”里，十几名工人正在收获丹参，现场机器轰鸣，人员穿梭，
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2月23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意见》正式对外发布，提出“着力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对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作出部署。近年来，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曲阜市以土地综合整治为突破口，创新实施“一块田”乡村
振兴战略工程，绘就了一幅“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村更美”的新时代画卷。

今年春节期间，曲阜市息陬镇二张曲村传来喜讯，
“曲阜香稻”销售量达到了1.8万斤，村内采取“订单式”
销售模式，通过单位集中采购、市民采购、线上抢购等形
式，实现了新年村集体经济增收“开门红”。

“去年，亩产创下了新高，由之前的500斤增至1000
多斤。”二张曲村党支部书记张军谈起村集体一起培育的
香稻田，语气中难掩自豪。这是二张曲村探索实施“集体
耕种一块田”经营发展模式，打造规模化、现代化农业经
营新模式的结晶。

据了解，“曲阜香稻”产于曲阜市城南门外的南泉、小
泉一带，种植面积曾扩大到沿沂河两岸的城关和息陬
两个乡镇。栽培历史悠久，源溯于周朝，盛于清朝乾隆
年间，米优质佳，香气醇浓可口，有“一家煮饭十家香”的
美称。

为延续“曲阜香稻”的“生命力”，紧邻沂河岸边的息
陬镇二张曲村2023年开始探索培育优质香稻。在村党
支部书记张军的带领下，村集体开发利用河滩的闲置土
地，利用挖掘机等重型设备平整成水稻田，曾经杂草丛生
的撂荒地，如今在村集体的统一规划下，变成60亩连片
规整的现代化稻田。

“我们村组织党员、‘两委’干部一起分苗、搬苗、插
秧，采取自种自营方式经营‘集体耕种一块田’，这两年我
们不断地探索、钻研，在村内建设仓储基地，购置了稻谷
脱壳机、真空包装机等设备，去年又注册了‘曲阜香稻’农
产品特色品牌，设计了商标和包装袋，目前，我们村建立
了香稻种植—收储—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条，村集体收
入增加30万元左右。”张军说。

在息陬镇，“集体耕种一块田”的经营发展模式遍地
开花。大辛庄收回村民流转的集体土地30亩，种植中药
材；大峪村通过工矿废弃地复垦及荒芜院落整治，新增耕
地242亩；杜家庄与企业采取契约定产模式发展460亩
小麦种植，农户每亩可得1000元的收益；刘家庄成立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收回对外承包的70亩集体土地，发展
特色产业大蒜种植项目；西息陬以村民入股、合作社专业
托管的模式整合土地资源，发展34座蔬菜大棚……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提出强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集体耕种一块田”
改革是为了解决集体增收难题而探索的经营模式改革，
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次大胆尝试。为此，曲阜市以“一
块田”工作为切入点，积极推动土地整治和流转，打破了
过去田块分散、耕种不便的局限。通过土地整治，将小块
农田合并成大块，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和机械化作业
水平。同时，鼓励农民将土地流转给专业合作社和种植
大户，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今年我们共种植了100亩丹参、130亩牛蒡、30亩
金银花、30亩白芷，还有防风、板蓝根等，合计种植300
余亩。”曲阜市时庄街道小安村党支部书记尹洪元说。

实施党建引领“一块田”工作，小安村以中草药种
植产业为重要抓手，坚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大力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我们打造‘支部领办+保底+分红’的发
展模式，使股民每亩地能拿到1400元保底收益，项目剩
余利润的5%按照入股比例再次分红。”尹洪元说，2023
年，小安村中草药种植项目纯利润达到20万元，入股的
村民每亩地额外领到100元分红。2024年，合作社新
入股10户村民，现已有社员30多户。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
在合作社用工方面，该村优先使用本村劳动力，吸

纳60岁以上劳动力30余人，农忙时节每人增加年收入
近1万元，小安村正逐步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
农村增活力。

“我们计划采购两台10吨级的烘干炉，引进中药材
深加工技术，延长产业链，把我们村中草药产业越做越
红火。”提起对未来的憧憬，尹洪元信心满满。

“只有平时对这些枣树管理得精细，最后的品质和
产量才能达到最佳，这里面的汗水，一滴也不能少。”在
八里庙中华梨枣采摘园，八里庙村党支部书记颜景立
正带领工人修剪枣树。

八里庙村地处时庄街道东北部，过去产业单一，为
发展村集体经济，八里庙村干部动员村民流转土地280
余亩，从大陆村引进梨枣品种，种植枣树20000余株，
包含中华梨枣、蟠枣、冬枣、马牙枣、芒果枣等近20个品
种，可年产梨枣30余万斤，营收150万余元，带动就业
30余人，梨枣树变成了“致富树”。

2023年以来，八里庙村已连续举办两届“中华梨枣
采摘节”，打响了“中华梨枣”这一特色农产品品牌，同
时借助自媒体平台，由支部书记直播带货，打造了果蔬
新IP。八里庙将继续与大陆村梨枣专业合作社深度合
作，进行梨枣产品深加工，生产加工冻枣、枣干、枣泥、
枣酒、枣茶等系列枣产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高农
产品附加值，书写农文旅融合大文章。

“自党建引领‘一块田’工作开展以来，时庄街道已
有17个村开展试点，目前村集体自营440亩，专业托管
经营2193亩。在保持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通过
土地流转和‘三资清理’，将‘小田’变‘大田’、‘一户多块
田’变‘一村一块田’，明确通过实施规模化经营，实现了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曲阜市时庄街道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街道将继续坚持示范带动、政策驱
动、宣传发动、项目推动综合施策，因地制宜，整合资源，
确保村村手里掌握“一块田”，村民共富“一块甜”。

小田变大田，全村一块甜

2月26日上午8时，防山镇齐李村党支部书记牛中兴来到
齐李村日光温室大棚查看西瓜苗的长势，察觉大棚因大风导致
一处塑料白膜受损，立即打电话安排人维修。上午9时，齐李村
幸福食堂升腾起忙碌的烟火气，豆角焖茄子、白菜炒肉……老人
们四人一桌有序落座，品尝着乡村振兴的“好味道”。

“去年村集体收入首次超过了500万元，我们拿
出40万元给每位村民发放分红，为51名初中生发

放200元补贴，为43名高中生发放500元补
贴。”牛中兴说。这是齐李村分红的第五年，

也是牛中兴担任齐李村党支部书记的第
七年。

从三十岁出头、毫无农村工作经
验的退役军人，到齐李村的主心

骨和领头雁，带领齐李村从
一个村集体收入不足10万

元、条件落后的普通村
到如今的富裕村，牛

中兴是如何做
到的？

2020年，
牛中兴带领

齐李
村试

点“一块田”模式，从村民手中流转土地700亩，复垦土地300余
亩，通过土地整理，打通田块间的沟渠路网，减垄增地溢出土地
260余亩，由村集体统一将细碎化的农田连成一片。

土地有了，摆在牛中兴面前的第二道难题是，如何把地种
好？牛中兴说：“我们村合作社除收割机外，所有机械全部配齐，
大疆P40无人机一天可打药600亩，徐工2004大型拖拉机、优
尼亚气吸式精量播种机能全天24小时工作，一开始，大家都不
敢开这些大型机械，我说大胆学，开坏了不用赔。”

为打通供应渠道，齐李村与中化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由中化
集团全环节提供良种、植保、化肥、农药。村民也由传统农民变
身产业工人给村集体打工，除了租地款还能多一份收入。2020
年，“一块田”为齐李村赚到了“第一桶金”，助力齐李村村集体收
入接近百万元。随着种地技术愈加成熟，2024年，单“一块田”
一项就为齐李村带来接近300万元的集体收入。

在探索“一块田”的基础上，为寻求新的产业发展，牛中兴继
续破题——如何进一步创新发展模式，实现集体增收？2021
年，齐李村党支部多次去山东农业大学和设施农业基地学习调
研，最终确定建设4个农业大棚种植精品小西瓜。由村集体出
资建设大棚，免费培训村民种植技术、提供优质瓜苗和农资供
给，销售额的25%作为村民工资，每年可为集体增收7.68万元。

去年，防山镇统筹1600万元建设曲阜市乡村共富产业园，
包括20座新型保暖智慧温室大棚和粮食仓储烘干中心。依托
西瓜大棚种植经验，齐李村村集体作为项目运营方，种植精品小
西瓜、减脂黄瓜，达产后，年产值可达450万元，可成为集生产种

植、研学采摘、育苗科普于一体的新质农业产业示范园，
每年预计增加村集体收入30万元，入股的15个村也将

获得分红。牛中兴逐渐从“单打独斗”变为多个村
“抱团共富”。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办好农民的事，实现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党。这体现了国家重

视农业、农村、农民。我想继续当好
农民，带领村民更富！今年的目标是

集体经济突破700万元，我计划
把村里的面粉厂建好，再学习一

下瓜果蔬菜深加工行
业。现在村里幸福食堂

免费给 80岁以上
的老人用餐，2025
年努力让75岁以上

的老人免费用
餐。”展望新的
一年，牛中兴
信心百倍。

破局：碎田变整田 产业连成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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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
荒地焕新生 集体共耕种 共赢：

村民双增收 越做越红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