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给 予 42500名中职学生助学资金 等；落实资金 3500

万元，启动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 ；为下岗失业人员自

主创业提供 小额贷款担保 逾 2000 万元；支持城区开发经

济适用房15.92 万平方米；落实资金 逾 4500 万元 支持基

本医疗等卫 生体系和惠民医院建设 ；7亿多元的粮食直补

资金逐一发放到农民手中。

（作者单位 ：武汉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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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花木”产业  建设和谐新村

张 毅  彭宏伟  李成强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石板 滩镇是全省有名的“花木之

乡”，花木产业的发展已有近 30年的历史，产品远销广东、

上海等20多个省市。该镇的毛粟岗村是常德市的“新农村

建设示范村”，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到 3850 元，花

木产业总产值 1800多万元，花木种植面积 3200 亩，经营

花木的农户占全村总户数的 93% 。

近年来，该村从一个基础条件较差的干旱村，发展成为全

市、甚至全省有名的花木村，主要狠抓了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一是坚持因地制宜，选准特色产业。由于地势较高，

水利条件较差，大部分农田 难以 得到有效灌溉，传统的

水稻 种植难有出路，该村及 时调整产业结构，尝试种植

花木、果木和其他经济作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花木

产业显示出了较好的发展前景。在此基础上，该村因地制

宜，提出了建设“生态家园、和谐新村”的设想，选准花木

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为全村发展和农民致富选准了方向。

二是注重典型示范，着力培植 大户。在农业结构调整

过程中，该村坚持以市场调节为主、行政引导为辅的做 法，

着力培养花木种植大户，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帮助大

户解决资金、土地、交通方面的现实难题，仅资金方面就

帮助大户贷款 180 多万元。每年都邀请专家来村现 场授

课 4 次以 上，还组织大户到外地参观学习，帮助其提升技

术水平。选出 10户种植 大户鼓 励 他 们走出去找信息、闯

市场，做种植、生产、加 工、销售等一条龙产业 经营的经

济人，搞活市场流通等环 节。大户的发展与可观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极 大地刺激了全村经济，不仅带动了本村

90% 以 上的农户，还直接带动了周边村、镇1300 多户农户，

基本形成了一个以 大户为点、以 本村为中心、以 石板滩镇

为主体的花木种植基地。

三是适时组建协 会，扩大产业规模。规 模的不断扩

大既带来规模效益，同时也带来了恶性竞争、无序竞争等

问题，曾一度严重影响了花木产业的健康发展。为此，村

里于 2006 年组织大户成立了“毛粟岗村花木协会”，截至

2007年底，全村共有 298户种植户自愿加入了协会，占总

户数的 91.4% 。花木协会实行“民办、民营、民享”的管理

模式，由花木种植户自愿加入，并遵守协会章程，接 受协

会管理，享受协会服务。协会负责进行技术培训，提供市

场信息，基本统一销售价格，有效地扼制了恶性竞争，从

而也将千家万户的小个体凝聚成一个有组织、有约束、有

监督的利益共同体，扩大和提升了产业规模，促 进了产业

的良性发展。

四 是加 大引资力度，改善基础设施。随着花木产业的

发展，相对偏僻的地理位 置和落后的基础设施 渐成发展

“瓶颈”，该村抓住 被 列为“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的契机，

加 大争取国家投入和自筹资金力度，着力改善路、渠、水、

电、广播等基础设 施。近年来，共组织资金 150 万元，硬

化 通村通组公 路 10.3 公里，拉通了全村的有线电视网络，

对 280 个农户实行了“改水工 程”。同时，还大力开展“三 清

三 改”活 动，修建垃圾池 13 个，成为全市“清洁卫 生示范

村”，极 大地改善了村容村貌，为村民提供了舒适的生产、

生活、学习环境。

五 是积极推广科技，提升产业品 位。除邀请专家定期

来村授课外，还运用村里的远程教育设备，积极对种植户

开展花木种植技术培训，并通过协 会，实现技术共享，全

面提高技 术水平。在种植品种上，向高经济效益、高附加

值、高产量的品 种升级 换代，仅 2008 年就引进了湖北黄

花槐等30 多个新品种。

（作者单位：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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