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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一县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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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农业农村重振的“期中答卷”

2020年3月，武汉新洲宏新渔业养殖基地工人在捕鱼，当天配送到市内参与团购的小区。

2020年4月，媒体直播为武汉农产品带货。

2020年8月3日，武汉乡村振兴大讲堂第三季启航，市民打卡美丽乡村。
美丽的黄陂区木兰乡彭家湾美丽的黄陂区木兰乡彭家湾。。张黎张黎 摄摄

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
为英雄的人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艰难险阻
压垮过。

今年1月至7月，新冠肺炎疫情和汛情双
重叠加，武汉农业走过了极不平凡、极不容易
的一段时间。面对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和严
峻挑战，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
号召全市上下坚定信心、满弓发力，坚决打好
打赢武汉经济重振保卫战，奋力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武汉农业人响
应号召，拼尽全力、奋力搏杀，交出一份合格
的“期中答卷”。

6.3亿元专项资金助力复产
“纾困十一条”支持新型经营主体

生产车间内机械轰鸣，30余名工人各司
其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流水作业，没一会儿
的工夫，栽培瓶里白白胖胖的新鲜食用菌被
分拣包装完毕。近日，笔者走进位于东西湖
区的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如意情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探访其食用菌菇生产基地，看到一
片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该公司总经理孙健
说，过去几个月，他们克服了销路不畅、人手
不足等困难，目前，企业已经满负荷生产，对
疫后重振信心满满。

疫情之后，武汉市全面打响经济保卫战，
促进经济社会疫后重振正成为工作重点。3
月31日之前，武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在全市率先实现全部复工。武汉市农业
农村局在当好服务企业发展的“店小二”和“娘
家人”的同时，又出台了“纾困十一条”，涉及金
融、财税、保险、用地、项目建设等1111个方面政个方面政
策策，，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克服疫情影响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克服疫情影响，，加加
快脱困振兴步伐快脱困振兴步伐。。据统计据统计，，目前武汉市安排专目前武汉市安排专
项资金项资金77..99亿元亿元，，其中恢复生产专项资金达到其中恢复生产专项资金达到
66..33亿元亿元。。794794家农业类中小微企业贷款总额家农业类中小微企业贷款总额
达达1515..33亿元亿元，，使用农业企业融资应急基金使用农业企业融资应急基金11..55
亿元亿元，“，“惠农贷惠农贷””贷款余额达贷款余额达33..66亿元亿元。。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产。。上半年上半年
武汉超额完成春播农作物计划武汉超额完成春播农作物计划，，全市粮食生全市粮食生
产面积超出省下达任务产面积超出省下达任务。。全市生猪存栏全市生猪存栏

60.68万头。水产苗种繁育达94.7亿尾，同比
增长5%。

国家部委支持项目落地
助力武汉农业农村重振

武汉重振，因疫情中断的武汉 17个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以及多个生猪产业绿色发展
项目等一大批农业项目马不停蹄启动。投资
1 亿元的上海沁侬武汉新农源 5 万头生猪产
业绿色发展项目，目前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和养殖设施安装，预计本月底正式投产；武汉
天种畜牧有限责任公司雨台山分公司生猪产
业升级改造项目基地，预计 9 月 15 日前竣工
投产，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提供上市商品猪 4
万头……

武汉市农业农村部门积极争取中央支
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更有一大批国家项
目相继落地。今年 6 月，好消息传来，农业
农村部批复同意建设武汉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科技创新中心。规划布局为“一核两翼三
园多基地”：“一核”是指位于东湖高新区高
农生物园的“核心功能区”，“两翼”分别为东
湖高新区南湖农业园的“创业孵化区”、中华
科技生态农业园的“产业融合区”，明确生物
育种、动物疫苗、生物饲料添加剂为三大主
导产业。这个项目作为全省农业领域唯一
项目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拟纳入“十四五”
重大项目库。

此外，武汉市农科院武湖基地获批国家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汉南种业小镇
积极冲刺创建国家级种子产业园。武汉持续
推进都市田园综合体创建都市田园综合体创建，，20192019年度项目已年度项目已
开工开工6060..77%%。。目前目前，，武汉市正在积极策划全域武汉市正在积极策划全域
创建田园综合体创建田园综合体，，积极申报国家项目积极申报国家项目。。

全市新增全市新增““三乡工程三乡工程””村村367367个个
武汉乡村振兴大讲堂第三季启航武汉乡村振兴大讲堂第三季启航

88月月33日日，，武汉乡村振兴大讲堂第三季启武汉乡村振兴大讲堂第三季启
航航，，今年首场活动走进东西湖区美丽乡村群今年首场活动走进东西湖区美丽乡村群
力大队力大队。。全国全国 400400 万网友通过长江日报万网友通过长江日报、、腾腾
讯讯、、新浪平台观看直播新浪平台观看直播，，云游武汉美丽乡村云游武汉美丽乡村，，

聆听聆听““三乡工程三乡工程””建设者背后的故事建设者背后的故事。。今年以今年以
来，武汉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深化“三乡
工程”拓面提质，新增“三乡工程”行政村 367
个、共享农庄 1257套。推进建设美丽乡村项
目369个，初步形成6条美丽乡村发展带，4条
乡村振兴示范带。

今年也是武汉市“四三行动计划”收官之
年。武汉已有1824个行政村开展了村庄清洁
行动，基本建成村庄常态化保洁体系，全市行政
村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基本实现全覆盖，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率达96.82%，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98.63%。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逐
步推进，农村供电、信息、冷链物流等基础设施
持续改善。武汉的乡村，有颜值更有气质。

全国掀起为武汉带货热潮
打造农产品高质量供应体系

从“小朱配琦”到“为鄂拼单”，央企、全国媒
体、各大电商平台、达人，十八般武艺齐上阵，

“硬核”为湖北武汉带货。全国网友纷纷下单武
汉农产品，为湖北武汉的复苏凝心聚力。正是
在这一股电商带货热潮中，大量的武汉农业企
业和产品，走入了全国人民的视野。武汉也积
极打造农产品高质量供给体系。今年以来，武
汉市全面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生产环
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达到99.9%，全
市新增认证“二品一标”农产品50个。

今年2月，武汉市农业龙头企业良品铺子
工业食品有限公司在A股主板上市。今年以
来，武汉认定新一届市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
303家，通过实施农产品加工提升行动，上半年上半年
农产品加工产值达农产品加工产值达11071107..4545亿元亿元，，涉农电商交涉农电商交
易额达易额达960960..33亿元亿元。。种业企业加速复苏种业企业加速复苏，，种子种子
出口出口15501550吨吨，，创汇创汇500500万美元万美元。。逆势促进农产逆势促进农产
品出口品出口，，全市农产品出口额达全市农产品出口额达59765976万美元万美元。。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添硕果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添硕果
农民享受到改革红利农民享受到改革红利

今年今年 55 月月，，湖北首笔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湖北首笔农村集体资产股份
质押贷款在武汉市蔡甸区落地质押贷款在武汉市蔡甸区落地。。武汉农村商武汉农村商
业银行以质押合作社集体股份方式业银行以质押合作社集体股份方式，，为蔡甸为蔡甸

区区奓奓山街星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业园的蓝山街星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业园的蓝
莓种植项目提供信贷资金 200万元，实现“农
民变股民，股权变现金”。

今年上半年，武汉市继续深化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完成了全市 1779 个村 2018、
2019年度集体资产清查工作。推进黄陂区全
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加强蔡
甸区试点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抵（质）押融
资模式，让改革红利摸得着、看得见、可变现，
为壮大集体经济注入了金融活水。同时，武
汉积极提升新型主体发展质量，培育“六有”
合作社50家、家庭农场75家。

“铁腕”禁捕精准“撒网”
抢时抓季抗灾复产稳民生

今年 7 月 1 日零时起，长江汉江武汉段
实行为期 10 年的全面禁捕，对禁捕工作进
行再发动。为推行“铁腕”禁捕，武汉成立
了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长江流域
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截至 7
月底，全市上报并锁定退捕渔船 620 艘，退
捕渔民 1151 人。精准建档立卡，市、区、街
道、村四级层层审核把关，主要领导签字，
锁定全市纳入国家级建档立卡系统渔船
503 艘、渔民 929 人，纳入无证专业省本级
卡渔船 117 艘、渔民 222 人。联合公安、市
场监管部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全市
查获非法捕捞案件 43 起，抓获嫌疑人 63
人，办理渔业行政处罚案件 20 件。

此外，受大暴雨天气影响，武汉市农业受
灾 112.19 万亩，农业因灾直接经济损失预计
达 15.7 亿元。面对严重灾情，全市农业战线
奋起抗灾奋起抗灾，，尽力减少农民损失尽力减少农民损失。。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下半面对下半
年疫后重振年疫后重振、、灾后重建的严峻挑战灾后重建的严峻挑战，，下一步下一步，，
武汉市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主动作为武汉市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主动作为、、全力全力
冲刺冲刺，，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变局中开新局，，着着
力抓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力抓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实现农业生产量实现农业生产量
质兼取质兼取、、深化农村产业融合深化农村产业融合、、释放释放““三农三农””发展发展
动能动能，，奋力夺取奋力夺取““双胜利双胜利”。”。
文图除署名外由骆露露文图除署名外由骆露露、、王璐王璐、、陈雪莹提供陈雪莹提供

□□ 本报记者 王小川

7 月中旬，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
民盟）青岛市委员会“农村教育烛光行
动”回访调研组冒着一场大雨跨越大半
个中国，来到贵州安顺市镇宁县，随即乘
车赶往当地的扁担山中学。

暴雨初歇，千峰滴翠，不少公路都是
新修的。但路修起来了，终点却依然在深
山里，难进难出。这仿佛是一个隐喻：通
向这些乡村学校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是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最难一公里”。

自2007年起，民盟青岛市委积极响应
民盟中央发起的“农村教育烛光行动”号
召，把社会服务目标投向了千里之外的边
远乡村，开启了“烛光行动”的漫漫探索。

发挥民盟自身优势 凝聚
社会各方力量

伴随脱贫攻坚的持续深入，农村中小
学硬件设施已有长足进步。然而大楼易
建，良师难求。崎岖山路逼退了大多数优
秀人才到农村任教的脚步。民盟作为以
文化、科技以及教育为主要界别的参政
党，责无旁贷地加入了这个“解题过程”。

2007年，民盟中央发起“农村教育烛
光行动”，号召各地民盟组织发挥自身优
势，开展社会服务。民盟青岛市委积极
响应号召，开启了“烛光行动”。

“形成这种‘循环困境’的根本原因
是‘闭塞’。”民盟青岛市委主委吴立新
说，“地处偏远、经济薄弱、信息滞后，形
成了相对封闭的环境，让农村教育缺少
动力和方法去破解自身问题。对此，我
们要立足于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开一
扇窗’，打破大山深处的闭塞状态，带当
地师生看看远方。”

2007年，民盟青岛市委首先锁定西部
地区孩子的求学难、就业难问题，联合民
盟甘肃省委，在青岛拓谱信息技术学院建
立“爱心助学站”，先后为260名家境贫困、

品学兼优的甘肃学生提供免费职业教育
培训，数十个家庭的命运由此改变。

伴随助学政策的不断发展，青岛民
盟又把目光转向了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2009年，他们再度与甘肃合作，安排农村
教师在青岛南京路小学开展跟班培训，
接受教学能手的“一对一”指导。

然而，“一对一”培训承载范围有限，
影响力难以扩散开。“社会服务工作讲究
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我们力量有限，但
要用有限之力，发挥更大作为。”民盟青
岛市委驻会副主委陈立波说。

最终，青岛民盟找到一条让“烛光”成
为“火种”的新路径：与民盟甘肃省委、国
开教育集团、青岛华泰公益基金会签署四
方协议，举办民盟“农村教育烛光行动”青
岛培训班，培训对象“升级”为乡村校长、
后备骨干；培训内容覆盖了现代教育理
念、管理理念、学校建设等“校长之道”。

“民主党派搞社会服务，单靠自己单
打独斗当然不行。但我们胜在资源密
集、联系广泛，众人拾柴火焰高。”民盟青
岛市委秘书长陈洁说。

第一个“燃起柴薪”的，是民盟青岛市
北教育基层委员会主委王鲁刚。赴甘肃
调研之后，他主动向组织请缨：“我知道农
村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更明白师资队伍
对农村教育的重要性。我牵头办个能培
训校长的培训班，希望民盟市委支持。”

民盟青岛市南经济总支主委陈文武
是青岛华泰公益基金会的发起者，调研
回来不久就设立了“支援农村教育公益
活动”专项基金，承包了培训班的生活用
品支出。

民盟青岛市委社会服务部部长赵维
枫，与兰州鸿来雁往，细心敲定培训班各
个环节。

……
2013 年 8 月，民盟青岛市委“烛光行

动”培训班在国开教育集团顺利开班。
这一开，就是7年。

培训学校师资力量 夯实
乡村教育基础

2013 年到 2019 年，“烛光行动”培训
班先后培训 8 期学员，范围覆盖甘肃、贵
州、河北、河南、山东 5 个省份，惠及农村
教学骨干350余人，其中43%为校长，40%
居于副校长、教导主任等其他领导岗位。

民盟岷县总支主委马尚清介绍，在
民盟“农村教育烛光行动”中，由民盟组
织“走出去”培训的教师，每 3 人中就有 1
人去青岛参加了培训；岷县的教师，每百
人中就有1人到青岛参加过培训。

“我们希望参与培训的学员‘散是千
盏灯’，点亮各自所在的学校乃至乡镇；

‘聚是一团火’，对合作地区的教育产生一
点长远的、内在的影响。”陈立波说。

培训班成为民盟青岛市委的一个品
牌，民盟中央副主席龙庄伟、社会服务部
部长刘圣宇多次前来调研，“民盟农村教
育烛光行动基地”也在国开教育集团挂
牌，民盟青岛市委3次被评为民盟中央社
会服务工作“先进集体”。

2020 年，伴随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
胜之年，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形势和任
务悄然发生变化，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
在民盟十二届十一次中常会上指出：“如
何认识和定位民盟的社会服务，社会服
务的内容和方式如何作出调整，是当前
需要认真研究、抓紧谋划的重要课题。”
作为民盟助力农村教育发展的重点项
目，“烛光行动”自然也需要新的规划。

对此，民盟青岛市委作出决定：再去
西部，沿着农村教师走过的路，开展一次
深入、普遍的调研回访，回顾总结多年来
的经验、成就和教训，推动社会服务从帮
扶脱贫攻坚向助推乡村振兴顺利过渡。

“如果说之前我们送去了一点光，为
农村教育带去了一点可能性，那我们现
在要做的就是，知道这些光的去处，知道
它照在哪里，这样会带去更大的可能性，

并且从中确定未来的路径。”陈洁说。

打好“烛光行动”品牌 推
动乡村教育振兴

在山路尽头，迎接民盟调研组的是
满校园孩子的欢腾热烈。带着乡音的热
情随后盈满会议室，教师们的话匣子依
次打开，校长们纷纷谈起自己参加“烛光
行动”培训班的过往。在培训期间，他们
听到了最前沿的理论，也听到了“拿来即
用”的经验策略。每个课题都有不同的
新鲜和精彩，吸引着大家去思考、去追
问。校长们也在这个过程中思考着激发
农村孩子积极性、创造性的路径，看到了
破解乡镇学校“循环困境”的契机。

调研组再次感受到，“烛光行动”真正
深入地走进了校长们的生命，并随之走进
学生的世界。感受不可复制，也无法设
置，但它揭示出青岛“烛光行动”成功背后
的真正因素：品牌化、内涵式的发展道路。

正因为打出了“烛光行动”品牌，民
盟青岛市委才能够把实事做好，通过民
主党派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公信力，始
终聚焦教育扶贫关键领域、不断创新模
式，经历了培训学生、培训老师、培训校
长的三阶段跃迁，对所帮扶的地区、学
校和教育者个体产生了深远而细微的
影响，为推动农村教育发展作出了实质
贡献。

吴立新说：“无论是当前助力走好帮
扶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还是在未来
围绕乡村振兴，在农村教育的‘最难一公
里’开展其他项目，我们都会继续坚持这
个品牌化、内涵式的发展道路，这是社会
服务的初心所在。”

无论是从青岛到安顺，还是从青岛
到岷县，全程都在两千公里左右，一来一
回，恰好是八千里路。但来往的人不计
较这一路的风尘云月，始终只擎好手中
这一支“蜡烛”，初心如磐、年复一年，以
星星之火点亮教育的每一寸山路。

为山里孩子打开一扇窗
——民盟青岛市委积极参与“农村教育烛光行动”全力帮扶西部乡村学校

□□ 本报记者 刘久锋 实习生 龙小敏

“绥阳县的金银花品质极高，绿原酸
含量高达 7.44%，在提升牙膏质量方面很
有效果。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我们生产的
产品已经打入了贵州、四川的市场，今年1
月，‘苗老藤口腔膏’作为贵州省第一支进
军国际市场的“出口牙膏”，成功打入了美
国和加拿大市场。”贵州苗老藤生物养生
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光华说。

贵州苗老藤生物养生有限公司是一
家以中药材为特色生产洗护用品的企业，
充分依托绥阳道地中药材优势，近年来取
得重要发展成果。同时，该公司发挥龙头
企业的引领作用，通过人员招聘和原材料
收购，解决了绥阳县500余人的就业问题，
激发了绥阳农民种植中药材的积极性，带
动了中药材种植面积的增长，提高了农民

的经济收入。
金银花在牙膏产业的应用仅是贵州中

药材产业发展的众多案例之一。贵州省发
展中药材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据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贵州作为传
统道地中药材产区，全国 90%以上的苗药
集中于此，33 个县药用植物资源达 5304
种，排名居全国第四。目前，贵州把中药材
产业作为全省重点发展的12个特色农业产
业之一，累计种植面积达637.54万亩，产量
达20.84万吨，产值达26.66亿元。

把农产品变工业品，把工业品变健康
消费品，这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贵州把
各方利益主体紧密联合在一起，在确保产
品安全、质量可靠的前提下，延长中药材
产业链，打造本土中药材品牌，不断提升

“黔药”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带动更多的
农民走上增收致富的道路。

“黔药”：农民增收的“特效药”

□□ 邓保群

牦牛是青海省同德县增值潜力最大
的特色产业，具有覆盖面广、普适性强
的特点，也是全县产业扶贫工作的重要
支柱。

近年来，同德县认真贯彻落实《关
于创建青海牦牛产业联盟海南州示范
区实施方案》，加快促成牦牛加工企业
联盟，以改良品质为重点，以提高产业
化经营水平为核心，建立健全牦牛良种
繁育体系。依托龙头企业，充分利用河
北乡、秀麻乡优质高原牦牛的资源优势，
精炼育种核心群。积极培育优良畜种，
加大牦牛提纯复壮、良种繁育工作力度，
使全县牦牛产业高产、优质、高效、安全
发展。

截至目前，全县牦牛存栏达 15.9 万
头，年出栏7.7万头，建设牦牛基地3个，河
北、秀麻两个乡 18 个村的 283.6 万亩草场
和 12 万头牦牛已连续 5 年获得国家有机
认证。

近年来，同德县加大牦牛产业发展力

度，带贫作用愈发明显。目前，牦牛产业
带动贫困户 572 户，每户年均增收 2400
元，有效推进了全县的脱贫攻坚工作。

在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方面，同德县通
过重点培养龙头企业、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牧场牦牛产业发展带头人、产
业经营经纪人、产品营销引路人等，鼓励
和支持州、县农牧业专家服务团成员结对
帮扶产业基地，提供技术指导、咨询服务，
切实推进了全县牦牛产业的健康发展。
截至目前，全县培育牦牛产业龙头企业 1
个，组建牦牛产业农牧民专业合作社 41
个、家庭农牧场45个。

在品牌战略方面，同德县加快完善
牦牛产业品牌营销体系，推进牦牛无公
害产品、绿色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认证
和商标注册，开展有机牦牛肉生产基地
认证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牦牛产品及
副产品研发，促进牦牛产品从粗加工向
精深加工转变。目前，全县开发牦牛产
品数量达 286 种，实现了牦牛养殖增效、
品牌增值、农牧民增收的牦牛产业发展
新优势。

同德牦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