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0月14日 星期六 农历癸卯年八月三十 九月初十霜降 第12539期（今日八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55 邮发代号：1-39 农民日报社出版 E-mail：zbs2250@263.net

中国农网 网址：www.farmer.com.cn

FARMERS’DAILY 农民日报
新闻客户端

农民日报
官方微信

新华社南昌10月 1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江西考察
时强调，要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江西在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立足江西的特色和优

势，着眼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等新要
求，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扬长补短、固本兴新，努
力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
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
上善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

10 月 10 日至 13 日，习近平在江西省委书记尹
弘和省长叶建春陪同下，先后来到九江、景德镇、
上饶等地，深入长江岸线、企业、历史文化街区、农
村等进行调研。

10 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九江市考察调研。在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习近平登上琵琶
亭远眺长江，冒雨沿江堤步行察看沿岸风貌，仔细
询问长江水位、水质、航运、防洪、禁渔等情况，听
取当地崩岸治理、航道疏浚、岸线生态修复等工作
进展介绍。习近平指出，长江是长江经济带的纽

带。无论未来长江经济带怎么发展、发展到哪个
阶段，都不可能离开长江的哺育。要从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出发，着眼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把长江保护好。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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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玉忠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岳海兴

秋日阳光下，黑龙江省孙吴县正
阳山乡正阳村一望无际的大豆田金黄
一片，一台台收割机穿梭其间繁忙
作业。

孙吴县政府办公室驻正阳村工作
队第一书记、队长高锦辉走在刚刚修
好不久的农田路上查看路况。

“秋收最紧的当口，路要是不好走
的话，那村民收获的粮食出不了地，损
失就大了。”高锦辉介绍，正阳村的农
田路去年修了一段，今年工作队又把
剩下的全部修完了，彻底解决了村民
运粮难问题。

“以前路太难走了，眼瞅着收完的
粮食拉不出来，车一进地就陷进去了，
多亏驻村工作队帮我们修好了农田
路。”村民历文修晒得黑黝黝的面孔上
掩饰不住笑意。

“正阳村共有耕地 1.27 万亩，以种
植大豆为主。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村党支部书记孙继刚抓一把豆荚放在
手中，眼中满是喜悦。

除了种植大豆，在驻村工作队的
帮助下，正阳村还发展起庭院经济。

豆角、土豆、白菜……这些蔬菜
都是村民自己种的，在城里特别受
欢迎。

“ 我 们 了 解 到 村 民 家 家 都 有 菜
园，吃不了的菜我们就帮着往外卖。”

高锦辉和工作队成员通过朋友圈、微
信群等途径进行宣传和销售，并与村
民签订小菜园协议，协调对接县内宾
馆 、酒 店 定 向 采 购 村 民 自 产 的 农
产品。

走进脱贫户王合家，可见满院子
晾晒的豆角丝、土豆干，还有采的山
野菜。“这些豆角丝都订出去了，是工
作队帮我卖出去的。”王合说，园子里
的 秋 白 菜 也 要 收 割 了 ，又 是 一 笔
收入。

靠山吃山。正阳村毗邻正阳山，
山不高，但是山珍却不少。村民在农
闲时采蕨菜、蘑菇等，这些土特产都成
了富民的“宝贝”。仅这一项就带动全
村 65 户脱贫户人均增收千元。

正阳村里的“工作队”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10 月 13 日，来自吉林省辽源市
东丰县的一批西门塔尔牛运抵安徽省阜
阳市临泉县中原牧场第八养殖小区。养
殖户蒋振并没有花钱买牛，而是用“牛
票”支付了买牛钱。

“牛票”其实是一纸担保授信证明，
它通过吉林、安徽两省农业担保部门的
大数据联网确认并担保授信，农户购牛
时可凭这纸证明贷款交易。这种模式在
全国首开先河。

10 月 11 日，蒋振带着吉林省农业融
资担保公司提供的供牛信息和安徽省农
业信贷融资担保公司开具的担保授信证

明，踏上了前往吉林的购牛路，来到东丰
县鹏程牧业养殖场购买 150 头育肥牛。
买卖双方签订完交易合同后，售出的育
肥牛统一打上了耳标、完成检疫后被装
上返皖车辆。安徽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
公司便通知合作银行点对点支付了养殖
场 150万元卖牛款。

“以往农业贷款难，活体不能作为抵押
物，金融担保机构限制多。像这样的跨省
担保贷款想都不敢想。”蒋振感叹道，没想
到安徽与吉林携手开创“绿色通道”，为养
牛农民跨省担保交易提供全方位服务。当
前，安徽正在实施“秸秆变肉”工程，农民想
发展养牛产业却苦于没有资金的现象比较

普遍。据悉，第一批跨省担保贷款的共有9
户规模养殖主体，担保授信1230万元。

“这一协作体制创新既解决了安徽农
民买牛缺钱、吉林农民有牛愁卖的问题，
也解决了金融机构有钱愁贷的问题，实现
多方共赢、便民利企。”国家农业信贷担保
联盟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吉林作为养牛
大省，现有 2928 户养殖主体 23 万头牛供
给信息，其中育肥牛存栏 12 万头；安徽靠
近长三角消费市场，近年来加快培育发展
牛产业。在这一背景下，两省互助采取模
式共建、信息共享、业务共拓、风险共管的
合作形式探索省级农业担保公司肉牛全
产业链跨省合作，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安徽农户凭“牛票”买到吉林牛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莫志超

金秋十月，阳光洒在丰收后的大地
上。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秋口镇王村石
门自然村的村民趁着好天气，晾晒起一
盘盘辣椒、花生、玉米、大豆……这样的

“晒秋”既是一种天然的生活方式，又是
吸引游客的一番别致景象。

10 月 11 日这天下午，村里来了一位
特殊的客人。

“总书记好！”得知总书记来了，村民
聚到村口，聆听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殷

殷嘱托。
“总书记来村里时，提到最多的两个

关键词就是幸福和开心。”王村党支部书
记俞志金告诉记者，这次总书记不仅看
到了“晒秋”，更看到了村民实实在在的
幸福生活。

“总书记问的都是生活里的细节，比
如日子过得怎么样、子女收入如何。”村
民俞叔仁说，与总书记交流就像邻里间
唠家常，一点儿也没有距离感。

俞叔仁的儿子在安徽省合肥市做木
门生意，俞叔仁平日都是一个人在家。

早已不用种地的他，如今每月领着 700 多
元养老金，脸上时常挂着笑容。家中的
陈设谈不上多豪华，但经过儿子的一番
设计、布置，门头和屋内的装饰显得沉
稳、大气，既保留了徽派建筑的整体风
格，又融合了多元化的居住审美。

王村的地理位置很便捷，从高速出
口下来拐个弯就到，旁边也是从县城去
篁岭、江湾等热门景区的必经之路。但
俞志金告诉记者，2018 年以前，王村几乎
没有游客来。

（下转第三版）

聆听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殷殷嘱托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伟）10 月 12 日，农业农村部长江流
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联合水利部长江
水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
环境监督管理局、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
管理局共同发布《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
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2 年）》（以下简称

《公报》）。《公报》反映了 2022 年长江干
流，洞庭湖、鄱阳湖等通江湖泊，大渡河、
岷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和汉江
等重要支流的水生生物资源、重点保护
物种、外来物种、栖息生境、水生生物完
整性指数等状况。

《公报》显示，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稳步
实施，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量呈恢复态
势，水生生物多样性水平有所提升。2022
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监测到土著鱼类 193
种，比 2020 年（同监测点位）增加 25 种。

长江干流科研监测的单位捕捞量比上年
增加 20.0%。长江江豚自然种群数量约
1249 头，与 2017 年相比，数量增加 23.4%，
年均增长率 4.3%。四大家鱼、刀鲚等资源
恢复明显，刀鲚能够溯河洄游至历史最远
水域洞庭湖，多年未监测到的鳤在长江中
下游干支流和通江湖泊多个水域出现。

《公报》显示，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
整性指数值总体仍处于低位。长江干
流、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生生物完整性指
数评价等级为“较差”，与 2021 年持平，但
相较于 2018 年提升了两个等级。赤水河
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等级为“良”，
沱江、嘉陵江、乌江和汉江为“较差”，大
渡河和岷江为“差”。长江流域重点物种
保护形势依然严峻，推算葛洲坝下中华
鲟亲鱼（性成熟，可参与繁殖）仅 13 尾，未
监测到自然繁殖；长江鲟监测到 438 尾，

均为人工放流个体，无自然繁殖个体。
此外，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监测到外来鱼
类 23 种，与 2021 年相比，新监测到拉氏
大吻鱥、短盖巨脂鲤、云斑鮰、伽利略罗
非鱼、绿太阳鱼和虹鳟等，外来物种种类
有所增加，存在一定入侵风险。

在栖息生境方面，《公报》显示，长江
流域水生生物栖息生境状况总体稳定。
长江干流水质为优，干流国控断面连续
3 年全线达到Ⅱ类水质。相比 2021 年，长
江干流在建航道整治工程涉河长度也略
有下降。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地方政府和科研单位，在持续巩固做
好长江十年禁渔工作的同时，针对《公
报》反映的情况和问题，进一步强化保护
修复措施，优化调查监测评估，更好地服
务支持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2年）》发布——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量呈恢复态势

新华社杭州10月13日电 全国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现场推进会 13 日在
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
动，推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
推进乡村振兴持续走深走实。

刘国中表示，“千万工程”作为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
述的整省全域成功实践样本，蕴含的理念
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旺盛实践活力，
已经成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要引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关键在于提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
效。要坚持一以贯之、狠抓落实，久久为
功、稳扎稳打。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
农民期盼中找准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城乡发展建

设。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加快培
育壮大乡村产业。要坚持党建引领、大抓
基层，不断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刘国中强调，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充分发动农民参与，落实落细重点任务，
注重规划引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努力
形成梯次推进、逐步扩容、迭代升级的工
作格局。

会前，刘国中调研了宁波、绍兴、杭
州、湖州等地“千万工程”实施现场。

刘国中强调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扎实稳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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