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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军队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办法》，自2023年9月10日起施
行。《办法》聚焦提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规范和加强计划生育、
优生优育服务保障，构建全生育链条技术服务支持体系。

□□9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费俊龙颁发
“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邓清明、张陆“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
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建
立的卓著功绩。 （据新华社电）

要闻简报

□□ 张勤合 孙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山东潍坊诸城市，是一个素有改革创新
传统的县级市。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创造了
贸工农一体化、农业产业化、农村社区化等经
验。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
时指出：“发端于诸城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在全国起到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2018 年，
总书记又两次肯定以农业产业化等为主要内
容的“诸城模式”“潍坊模式”等。

而今，站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的历史潮头，诸城如何继续用好改
革利器，牢记嘱托促振兴，拓展创新“诸城模
式”“潍坊模式”？

诸城市委书记张建伟坦陈：“2022年以来，
诸城瞄准农村‘分散的资源阻碍生产力发展’
这一主要矛盾，抓住优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
一主线，把深化农村股份合作改革作为拓展创
新‘诸城模式’的突破口，全力解决好‘人往哪
里去、地该怎么用、钱从哪里来’三大课题，唱
好支部建在网格上、党组织引领合作社、千企
兴千社‘三步曲’，在广袤乡村引发了一场具
有‘村社一体、利益共享’等特点的乡村嬗变。”

选优配强党支部是基础，诸城
第一步锁定“选好带头人、打造硬
堡垒”

乡村振兴，关键在党，核心在人。这在基
层工作多年的诸城市委副书记王琪华看来，
是做好三农工作的根基所在：“必须强化党的
领导，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大抓支部、大抓书
记’导向，通过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打造遍布
乡村基层的坚强战斗堡垒。”

因此，诸城推进农村股份合作改革，首
先明确“选优配强党支部”是基础。“事关农
民切身利益，要求党支部不仅要有一颗公
心，还要具备领航致富的能力。带头人选得
不好、班子能力不强等，都会严重影响到改

革质量。”诸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崔欣说。
基于上述，诸城从选拔、培养、规范、激励 4 个方面入手，全力打造一支政

治素质高、又懂经营会管理的带头人队伍。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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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

作为我国典型的旱作农业区，甘肃
是全国重点覆膜省份之一。一张农膜，
在甘肃的粮食生产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

“角色”——以全膜双垄沟播技术为主的
旱作农业技术的推广，不仅让昔日甘肃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局面彻底成
为过去，更为全省粮食不断创造历史新
高提供了有力保障。

随着农膜用量的持续增长，大量的
废旧农膜对农业生态环境构成的巨大
压力日益凸显。对于农田“白色污染”
的防治，甘肃认识足、动手早、措施实。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农业生产
对农膜覆盖技术依赖程度深、农膜覆盖
面积大、覆膜作物种类多的特点，甘肃
紧抓发展机遇，按照“强化源头防控、政

府扶持引导、企业市场运作、行政监管
推动、技术支撑保障、法规引领规范”的
工作思路，持续深入推进废旧农膜回收
利用，进一步擦亮了现代寒旱特色农业
的生态底色。

重源头防控——
坚持迈好农膜残留污染治

理“第一步”

早在 2013 年，甘肃就在全国率先出
台了《甘肃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
对甘肃省内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农膜质
量标准作出了严格限定。

“强化源头防控、推广使用加厚高
强度农膜是实现废旧地膜高效回收的
治本之策。”甘肃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
护技术推广总站站长唐继荣说，每年甘
肃农业生态保护部门都会与市场监管、

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等部门积极沟
通、协作，持续加强农膜市场监管，定期
开展联合执法和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严
厉打击生产、销售、使用不达标农膜的
违法行为。

去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工作
启动以来，按照“源头防控促进回收利
用、试点先行促进全面提升”的思路，甘
肃明确了“县区申报、市级把关、省级审
核”的方式和“优先保障粮食生产、优先
保障黄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需要、
优先发展旱作农业”的原则，组织 53 个县
区将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任务分解到
乡、到村、到户、到地块、到作物，形成“提
高政治站位、明确目标定位、政策措施就
位、创新机制补位、宣传动员到位”的“五
位”工作推动机制，打开了地膜科学使用
回收试点工作局面。 （下转第二版）

擦亮现代寒旱特色农业的生态底色
——甘肃推进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纪实

富 硒 宝 地
粮 丰 水 清

眼下，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
夹信子镇二道村2万多亩稻田泛起金
黄，即将进入成熟收获期。宝清县土
壤富硒，水源丰沛，农业生态环境优
良。近年来，宝清县持续推进农业种
植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质量水稻产
业，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以实际行动维
护国家粮食安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颖

见习记者 赵博文 摄

近日，在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光明村
举办的积分市集上，村民用积分既可兑换
瓜果蔬菜等土特产，还可兑换字画文创、医
生会诊等服务。这些通过参与整治庭院、
文明乡风建设等获得的积分，如今又为村

民生活增添了更多趣味。
随着积分制的推广应用，当前在乡村

用积分兑换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已很常见，
而将积分使用范围拓展到文创和提升村民
生活质量的服务上，还真是新鲜事。村民
在市集摆摊赚积分，之后将其捐入村集体
卡，助力孝亲敬老等社会公益。他们的收
获不仅是兑换到心仪的物品或服务，更是
看谁赚到更多积分，谁能做更多公益，从而

促进乡村文明良性循环。这种方式不仅让
乡村集市成为村民社交的大型“派对”，更
成为激活乡村基层治理的实践载体。

丰富积分流通方式，也是优化乡村治
理的积极尝试，值得借鉴推广。各地要从
实际出发，善于抓住村里的新问题和村民
的新需求，不断创新治理方式，为乡村发展
带来更多活力。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乡村市集用积分，流通有新意
刘茜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焦宏 郜晋亮 窦悦恒

从 鲜 花 到 牛 油 果 ，从 普 洱 茶 到 咖
啡……如今，“滇”味十足的农产品越来
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造就这
些优质的农产品，离不开得天独厚的气
候资源和千万农民的默默耕耘，也离不
开以农行云南省分行为代表的涓涓“金
融活水”。

“水”到之处，百业俱兴。自 1979年立
行之始，农行云南省分行便植根三农，志
存云岭，谱写了一篇又一篇助农、兴业的
精彩华章。而今，农行云南省分行砥砺前
行，勇挑担当，为支持云南三农高质量发
展蓄力，为助力乡村振兴赋能。

“农行云南省分行结合主题教育，坚
持党建统领，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不断

练强内功，倾力打造‘市场竞争力强行、
绿色金融示范行、平安和谐边疆行’3 张
名片，为服务云南加快建设特色农业强
省、推进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等提
供坚强有力的金融供给。”农行云南省分
行党委书记、行长求夏雨说。

润滇活水，强农领军。农行云南省分
行继 2022 年 9 月存贷总量在省内可比同
业和系统内边疆分行中率先突破万亿元
大关之后，截至今年 8 月末，主体业务发
展指标再创历史新高，领跑同业，各项存
款余额 6051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5051 亿
元。这些数字，是标志，是里程碑，是新起
点，更是实力和担当的最好诠释。

近日，记者追随云南农行人的脚步，
踏歌云岭，走乡村、访农户、进基地、看企
业，从点滴间，在细微里，真切感受农行
云南省分行支持三农高质量发展的律

动，见证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每一个足迹。

特色产业强活力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这
里年平均气温 15 摄氏度左右，年均日照
2200 小时左右，这里鲜花常年开放，草木
四季常青，这里就是著名的“春城”“花
都”——昆明。

从“春城”到“花都”，名称变化的背
后是昆明用 40 多年的时间，将资源优
势 转化成经济动力的真实写照。一朵

“云花”，香飘全球，农行云南省分行功
不可没。育种、栽培、设施、加工、销售、
物流……“金融活水”早已流淌进花卉产
业链的深处。

到 7 月末，农行云南省分行投放支持
花卉产业发展贷款余额 6.82 亿元。

（下转第二版）

润滇活水 强农领军
——农行云南省分行支持三农高质量发展记

近日，在浙江省衢州
市凤林镇，国网浙江电力
工作人员正在采用绝缘脚
手架全地形作业操作，对
位于农田中的 10 千伏线
路进行带电断接引线作
业。据了解，绝缘脚手架
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受地形
限制，可以在绝缘斗臂车
无法到达的农田、山林中
开展带电作业，不仅安全
系数更高，而且能有效减
少作业人员的体力消耗。

王雄伟 摄

□□ 新华社记者 樊曦 叶昊鸣 周圆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因暴雨洪涝灾
害遭受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修复交通、通
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随着洪水逐渐退去，各
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以赴、多
措并举，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随着洪水消退，灾区恢复生产生活
工作迅速展开。8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作出部署，“抓紧抢
修交通、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最
大程度减少农业损失，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要加快推进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
共设施恢复重建”。

暴雨过后，北京市房山区积极推进

积水排涝、清淤消杀、基础设施抢修等灾
后重建工作。8 月 18 日，经过五天日夜
不间断施工，300 多名中铁十四局抢险队
员完成了房山区张坊镇和史家营乡的道
路和房屋清淤工作。

“电来了，自来水通了。”连日来，黑
龙江省受灾林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按下

“加速键”。龙江森工集团柴河林业局有
限公司退休职工扈振祥开着自家拖拉
机，与大家一起参与灾后重建工作。他
们组建了一支 30 多人的抢修志愿队伍，
自带工具，帮助修复水毁道路、破损房
屋等。

8 月下旬起，天津市静海区东淀蓄滞
洪区的 3.7 万余名转移安置人员陆续回
迁。大清河畔，沉寂许久的村子又热闹
了起来。

全面消杀，供电线路、供水管道、燃

气管线检修，镇级卫生院提前启用……
静海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王
志介绍，群众回迁之前，静海区已累计出
动 8000 余人次，全面开展蓄滞洪区内村
庄的环境清整、水资源检测等工作，将群
众回迁后生活服务保障前移。

灾 难 面 前 ，凝 心 聚 力 ，共 克 时 艰 。
一项项政策有序推出，一项项举措稳步
推进——

北京市加快公共服务设施的抢修和
恢复利用，进一步优化乡村恢复重建空
间规划，持续加强农村地区水、电、气等
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和巩固提升，推动“平
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战略性布局，进一
步提高乡村应急韧性。

河北省把灾后重建纳入加快建设经
济强省、美丽河北大局，今年入冬前，确
保受灾群众能够回家或搬入新居、安全

温暖过冬；2024 年汛期前，全面完成水毁
防洪工程重建工作；2025 年汛期前，完成
各项重建任务。

辽宁省应急厅指导受灾地区应急管
理部门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
作，部署因灾倒损房屋恢复重建工作，向
国家争取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用于受
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因灾倒损民房恢
复重建……

灾后重建，要守卫粮仓保生产。
当前正值秋粮生产关键期。各地各

部门迅速行动：农业农村部派出 10 个工
作组和 24 个科技小分队赴受灾一线，有
关部门紧急下达 7.32 亿元农业生产防灾
救灾资金，财政部安排 24 亿元支持北方
14 个省份对玉米大豆等秋粮作物实施

“一喷多促”，灾区完成改种补种短生育
期作物 8.4 万亩…… （下转第二版）

同 心 协 力 重 建 美 丽 家 园
——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