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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型农业体系

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关键词
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实现生产经
营体制新突破。

关键词
完善农村生产基

础设施， 促进农业综
合效益再提高。

关键词
强化征信体系

建设力度，确保“三农”

服务方式更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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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平桥区胡店乡坚持以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为抓手，全面落实“四化同步”的战略部署，

按照保供增收惠民生的工作目标，紧紧围绕现代化农业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优越性，立
足农业促发展、贴近农村搞建设、服务农民保增收，着力构建新型农业体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健康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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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乡，平桥区胡店乡始
终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
民增收上。 针对当前城镇化建设给农村带来的
“劳力荒”现象，乡党委、政府积极引导和鼓励土
地集中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改革创新传统的生产
经营模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率先在平桥
区注册了第一家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航梦家庭农
场”。 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运用司法公正的办

法，为农场流转了
1200

多亩耕地，解决了农场主
的后顾之忧；通过政策性项目扶持和农村信用贷
款，争取到

4000

多万元的资金，对农场的土地进
行平整，完善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立了

11

个
育秧大棚和完善的农场工作区；采取与农机合作
社联营的方法，配备了能满足农场耕作需求的现
代化农机具。

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和培育，胡店乡已建立起

各类规模化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

23

家，规模化的经营方式和特
色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保产增收上拓宽了
一个新渠道。目前，胡店乡的综合经济实力在
全市排名第

14

位， 农林畜牧业总产值在平桥
区排名第

3

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和
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和现代
化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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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提高综合效益推进农业现代化
方面，平桥区胡店乡除了给予种粮大户信
息引导、补贴支持和提供技术外，还采取各
种有效措施，坚持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上务实
发展。 乡党委、政府在积极争取政策性资金
支持的基础上，充分利用“

4+2

”工作法，多
渠道筹资筹劳，重点进行农业生产基础设施

配套。

目前， 全乡已有
8

个行政村实施了高效农
业综合开发，惠及耕地面积近

2

万亩，田容田
貌的“杂、散”现象得到改变，沟渠道路、塘
堰库坝等基础设施全面改善。部分农户以家
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形式，以合法的手续
将土地流转集中，进行特色农业的规模化经

营，全乡共有效流转各类土地
7500

多亩。 该
乡郭湾村的航梦家庭农场、龙岗村的古油茶
树基地、杨岗村的白腊精品园、小集村的笨
篓家禽养殖和魏庄村的家想农机具合作社
等，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
和促进农民增收中， 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和引领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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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资金少、贷
款难”的问题，平桥区胡店乡紧紧围绕信用资金
支持农村发展的宗旨，以“有创业激情、有资金
需求、有良好信用”为原则，建立并完善了“乡政
府、农信社、村委会、信用户”四位一体的农村信
用体系。 成功地举办了信阳市征信体系建设信
用户发证暨贷款首发仪式和信阳市农村信用等

级提升暨金燕快贷通发放仪式。

目前，胡店乡的信用村有
13

个，信用户达
到

4286

户，信用贷款累计发放
9000

多万元，帮
助包括航梦家庭农场、笨篓家禽养殖合作社、家
想农机具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了融
资难题。征信体系的健康运营，已成为该乡在新
农村建设中破解“钱从哪里来”的有效新途径，

它帮助农民找到了创业致富的金钥匙， 充分佐
证了农村是有价值的、农民是有尊严的、农业是
有前途的。

在今年
3

月
25

日的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
综合试验区建设暨市委农村工作会议上， 市委
书记郭瑞民对胡店乡的征信体系建设工作提出
了重点表扬，并倡导在全市进行推广。

胡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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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领导干部深入农村合作社调研指导工作。 李正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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