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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小龙 姜超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

沐浴冬日暖阳，行走在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山间各
地，一个个乡村建设美景如画，一项项产业发展势之如
虹，一处处善治村社和美与共……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
正在大巴山区深处徐徐展开。

南江位于四川东北部、米仓山南麓，是“成渝西”的
几何中心。南江县也是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核
心区域县、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建设示范县、四川省天
府旅游名县。

近年来，该县深入贯彻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字总要求，坚持把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筑牢乡村建设
之基、突出产业发展之要、提升基层治理之效，绘就了一幅
美景如画、产业如虹、生活如诗的大巴山居图。

乡村建设塑新颜

在长赤镇龙泉村华润希望小镇，沿着村道公路一字排
开的党群服务中心、农耕馆、乡村餐厅、张氏祠堂、青年旅
社、米兰花酒店、会仓、龙泉书院等公共建筑依次坐落，108
栋新建民居房、378栋改造民居房，20.3公里强基、硬化和黑
化道路，极大改善和提高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今年78岁的张大江是土生土长的龙泉村人，说起村
里的变化如数家珍。“以前这一片是荒山，那一片零星分
散有几处旧房子……”张大江走在宽阔的柏油道路上，
一边介绍，现在统一规划修建后成了旅游胜地，自家的
二层小楼房也按照统一样式进行了翻新，生活在这里十
分享受，四处慕名而来的游客还不少，他做梦都想不到。

乡村建设的变化不只是龙泉村，花海百坪、七彩长
滩、花果红光、植梦西厢……一路走来，美不胜收的乡村
建设美景，让人叹为观止。

南江县坚持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相融”和产业园区、

田园景区、新型社区“三区同建”思路，按照巩固一批、建设
一批、规划一批的建设思路，目前已成功建成花桥流水、花
漾桅杆9个“三区同建”示范点，规划2024年至2025年新建
康养桥亭、鱼米八庙、红色灌坝、梅岭石庙等8个示范点，到

“十四五”末，全县“三区同建”示范点将达到20个。
“乡村振兴，基础为先。南江县科学规划六大发展片

区，累计投入乡村建设资金65亿元，撬动社会投入180亿
元，全域推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南江县乡村振兴
局局长廖安宁介绍，通过安全饮水、安全用电、通信网络
等全域升级覆盖，厕所革命、垃圾处理、污水治理、村庄清
洁、美丽新居“五大行动”，南江创建了省级乡村振兴先进
乡镇3个、示范村21个，获评国家“四好农村路”示范县、国
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中国最美县域。

产业发展强引擎

“没有黄羊，就没有我的今天。”大河镇北极社区的
黄羊养殖户董绍碧感慨地说，是养殖黄羊让他脱了贫，
带他走上了致富路。

董绍碧原本是村里出了名的因病致贫户，从2016年
开始养殖30余只黄羊到现在200余只，每年收入二三十
万元，现在他不仅是远近乡邻口中的羊倌，还是致富路
上的带头人。

在距离大河镇不远处的兴马镇罗岗村，几乎家家户户
都种植金银花，贫穷的“山沟沟”成了金银花产业的龙头村。

罗岗村党支部书记曾国元说：“2017年开始，全村金
银花产值已突破1000万元，人均收入超过1.2万元。目前
全村金银花种植户中，涌现出年收入100万元的2户、50
万-100万元的5户、10万-50万元的50户，金银花成为农
民的‘钱袋子’。”

在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中，南江县始终紧紧扭住黄
羊、金银花、大叶茶、长赤翡翠米等特色产业，先后形成
了羊旅芭蕉、光雾和谷、云顶茶乡、兴马银花等农旅品
牌，产业振兴正一步步鼓起群众腰包。

目前，南江县累计打造标准化产业基地 70余万亩，

倍增发展南江黄羊突破 21.5万只，南江黄羊、长赤翡翠
米名列全国区域品牌价值百强，南江黄羊-南江金银花
产业园被纳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管理体系。

“乡村振兴，产业为根。2023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1.7万元以上，增速 7%，高于全省平均增
速水平。”南江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马明说，通过“借羊还
羊”“三股四变”“庭院经济”等利益联结机制，辐射带动
18.9万名群众人均增收1600余元。

善治善为解民忧

清晨的集州街道杨家河社区公园，传来一阵阵欢歌
笑语。居民有的在打太极，有的在唱歌……此情此景，
令人心旷神怡。

但在2021年前，这里还是设施设备损坏、垃圾遍地、杂
草丛生的景象，随着“治理专员千人行”等一系列治理措施
的实施，群众不仅感受到了新的变化，更增添许多获得感。

杨家河社区居民朱光发认为，有了治理专员，有问题就
找得到人反映，反映的问题也得到了及时解决。居民钟莉
也感慨，之前反映的菜市场问题，现在除了有专门的人打扫
卫生外，还有专人维护秩序。

“健全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发
展基石。”南江县以“党建+治理”为着力点，探索完善了
党建引领、全民参与、齐抓共管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呈
现出了小田村道德积分制、柏山村红白理事会、东河社
区村规民约等一个个和美村社的治理模式。

近年来，为开创基层治理新局面，南江县创新实施
了农村党员“驾考制”、机关党员干部“评分制”，充分发
挥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开办了红色轻骑队、
政务服务“云上办”等便民服务，解决民生实事 4800余
件，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

“乡村要振兴，治理必增效。”南江县基层治理办副
主任刘艳丽说，目前已建成国省市乡村治理示范镇村46
个，红光镇黑池村推进移风易俗经验做法被中纪委点赞
肯定，“乡村道德银行”在全国推广。

绘一幅美丽大巴山居图
——四川省南江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见闻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记者从 1月 15日召开的福建省农
业农村局长会议获悉，近年来，福建立足资
源优势，深入实施“3212”工程（30个重点现
代农业产业园、20个重点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打造100个农业产业强镇、2000个“一村
一品”专业村），有效推动了特色现代农业
提质增效。

截至 2023年 12月底，累计创建省级以
上现代农业产业园 27个、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 19个、农业产业强镇 84个、“一村一品”
专业村970个。其中，农业特色产业百亿元
强县 12 个、十亿元强镇 103 个、亿元强村
206个。现代农业重点项目完成投资452亿
元、占年计划116%。“福农优品”品牌影响力
持续扩大，涵盖全省70个县（市、区）3000多
个绿色优质农产品。

为夯实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基础，福建
启动实施农业核心技术攻关，立项开展农
业核心种源、农业关键技术、现代农机装备

等14个专项33个重点攻关项目。2023年，
主要农作物和畜禽良种覆盖率达 98.6%。
育成农作物新品种 37个，新增 3家国家畜
禽核心育种场，“圣泽901”白羽肉鸡品种占
全国市场15%。杂交水稻制种面积、产量保
持全国第一。

在农业设施装备方面，高标准农田财
政补助从亩均 1600元提高到 2400元，全年
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18万亩，被列
为全国示范样板省。对购置山地轨道运输

机械给予累加补贴，新增山地运输轨道650
多公里。制定扶持政策，大力推广粮食烘
干机械，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种粮大户购
置烘干机具，全省粮食烘干需求满足率由
50%提高到 60%。全省主要农作物机械化
率提高到74.5%。

“要加强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全力延链
补链强链。”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在会上表示。2024年，福建将在做足土特
产文章、强化科技支撑、深化三产融合、深
化闽台农业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以
提高农特产品的品质、信誉和附加值，进一
步提升特色农业产业的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

福建持续推进特色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近日，贵州省清镇市
卫城镇犀牛村举行2023年
村集体经济收益分红大
会，村民拿股权证兑换分
红收益。据悉，此次犀牛
村向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
社在册的全村3781位村民
发放分红共计125万元。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刘久锋 摄

本报讯（梁诗旖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李道忠）记者从 1 月 15 日召开的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会
议上获悉，2023年，新疆粮食收购工作平
稳有序，粮食质量位于全国前列，粮食收
购数量和质量进一步提高。

据介绍，新疆广泛宣传粮食收购政
策，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各地
推广粮食预约收购，发挥粮食产后服务
中心作用，持续优化为农为企服务，2023
年累计收购小麦 391.6万吨、玉米 743.6万

吨，收购量创历史新高。塔城地区、阿克
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小麦
收购量大幅增加，处历史高位。根据
2023年国家小麦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结果
显示，新疆小麦食品安全指标合格率达
100% ，位 列 全 国 第 一 ；一 等 小 麦 占 比
75%，平均容重指标 802 克/升，均位列全
国第二。

此外，在 2023年，新疆粮油保供稳价
基础进一步夯实，科学储粮水平进一步提
升，粮油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粮食收购数量和质量进一步提高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前段时间的那场大雪，改善了土壤
墒情，今年麦田可以少浇一次水。”数九寒
冬，河北省曲周县广袤的田野上，残雪尚
未彻底消融，绿油油的麦苗已钻出地面六
七厘米高，65 岁的北油村农民吕志海走
进麦田查看苗情，与他同行的还有中国
农业大学白寨科技小院研究生宋安琪。

“麦苗分蘖正常，苗情不错。”宋安琪
俯身蹲下，一边拨开残雪仔细查看麦苗，
一边和吕志海热络地交流着墒情苗情。

“去年我在村里带头进行玉米、大豆
复合种植，很多技术难题都是他们帮着解
决的。”说起科技小院的学生，种地“老把
式”吕志海竖起大拇指，“别小看这些学生
娃，懂得不少哩。”

吕志海是北油村种粮大户，共流转土地
160多亩。去年，在县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
和科技小院学生帮助下，他带头尝试搞复合
种植。在玉米不减产的情况下，每亩地多收
200多斤大豆，相当于亩均增收500多元。

敢于带头，吕志海有底气。十几年
来，白寨科技小院的学生换了一批又一
批，但吕志海和这些学生娃都成了朋友。
水肥一体化、“三密一疏”耕作等技术的普
及，在同科技小院学生的交往中，吕志海
掌握了农业生产新技术，尝到了科技种田
的甜头。

据了解，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
环境学院张福锁教授团队走进曲周县白寨
村，创建了第一个科技小院。师生们与农
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
问题开展科研，带着农民学、跟着农民干，
探索出以零距离、零门槛、零时差、零费用
为特点的科技小院“四零”服务模式。截至
目前，中国农业大学在曲周县先后建成13
个科技小院，累计培养研究生300多名。

十几年来，科技小院在曲周开发、引进
了测土配方施肥、小麦玉米精播等25项关
键技术，带动曲周农业高产高效技术采用
率从17.9%提升到53.5%，先后帮助曲周培
养“土专家”“土秀才”5000余名。2022年，
该县成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

河北曲周县：

借力“科技小院”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眉

新鲜的蔬菜是人类平衡膳食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膳食的
重要特点之一。“蔬菜能量低，是维生
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
质的重要来源，对保持肠道正常功
能，提高免疫力，降低患肥胖、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风险具有意
义。”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营养专家告
诉记者，蔬菜的种类有上千种，含有
的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的种类也各不
相同，因此挑选和购买蔬菜时要多变
换，每天至少要达到3至5种。

茄果类蔬菜中的番茄含有丰富
的番茄红素，能抗氧化，降低前列腺
癌及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茄子含有
多种维生素、纤维素、脂肪、蛋白质、
糖及钙、磷等矿物质，具有降低胆固
醇的作用；由于在茄子中含有大量的
维生素 P，维生素 P 可增强人体细胞
间的黏着力，改善微细血管脆性，防
止小血管出血；同时茄子富含多种生
物碱，有抑癌、降低血脂、杀菌、通便
的作用。辣椒、甜椒含有丰富的维生
素、类胡萝卜素、辣椒多酚等，可增强
血凝溶解，有天然阿司匹林之称。

十字花科的典型蔬菜——白
菜，含有大量的粗纤维、蛋白质，丰富
的维生素、脂肪和多种矿物质，如钙、
磷、铁等。白菜中的粗纤维可以促进
肠蠕动，增强排便功能，有利于肠道
毒素的排泄；由于白菜含有丰富的维
生素C，对预防动脉硬化或某些心血
管疾病大有益处；白菜还含有一种叫
吲哚-3-甲醇的活性物质，具有一定
抗癌作用。青花菜、花菜、甘蓝、叶甘
蓝、芥蓝等十字花科蔬菜含有吲哚类
萝卜硫素、异硫氰酸盐、类胡萝卜素、

维生素 C 等，对防治肿瘤、心血管病
有较好的作用。十字花科蔬菜中的
萝卜含有维生素C、芥子油、酶类、多
种氨基酸、木质素及钙、锰、硼、锌等
元素。长期食用萝卜可增强机体的
免疫功能，提高人体抵抗疾病的能
力，又可促进胃肠蠕动，帮助消化。

葫芦科蔬菜中的苦瓜含有苦瓜
苷、苦瓜素、类蛋白活性物质、类胰岛
素活性物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纤
维素等，具有降脂、降血糖的作用。
因此，苦瓜也是糖尿病患者的理想疗
效食品。苦瓜所含的蛋白质有明显
的生物活性，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功
能，并使机体的免疫细胞具有杀灭癌
细胞的作用。南瓜同样有减轻糖尿
病的作用，多食南瓜还可有效防治高
血压和肝脏病变，提高机体的免疫功
能；南瓜还具有消除亚硝酸盐的突变
作用，有一定的防癌功效。黄瓜具有
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提高人体免
疫力，抗肿瘤的功能。

豆类蔬菜中的大豆、毛豆、黑豆等
所含的类黄酮、异黄酮、蛋白酶抑制
剂、肌醇、大豆皂苷、维生素B，对降低
血胆固醇、调节血糖、减低癌症发病及
防治心血管、糖尿病有良好作用。

伞形科蔬菜的胡萝卜含有丰富
的类胡萝卜素及大量可溶性纤维素，
有益于保护眼睛提高视力，可降低血
胆固醇，也可减少癌症与心血管病发
病。胡萝卜中大量的维生素 A 是婴
幼儿视觉发展、骨骼细胞正常分化和
保持皮肤、呼吸道、泌尿及生殖系统
等上皮细胞完整性的必需营养成分。

葱蒜类蔬菜富含二丙烯化合物、
甲基硫化物等植物化学物质，有利于
防治心血管疾病，常食可预防癌症，
还有消炎杀菌等作用。

餐餐有蔬菜 挑选有讲究

（上接第一版）
用情优化慢性病管理。简化慢性病

申报流程和备案材料，鹿邑县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落实慢性病药品集采工作，保障
群众慢性病用药，确保群众办事“只进一
扇门、最多跑一趟”。目前全县已纳入“慢
病”管理患者 7.3 万人，群众报补 60.22 万
人次，涉及金额 5106万元。同时，高质量
完成慢性病动态清零工作，确保符合办理
门慢特病条件的困难群众应办尽办。

用力抓实工作作风建设。坚持“首问
负责制”，鹿邑县医保服务大厅服务不分
险种、不分事项“一窗通办”，避免群众多
头跑腿。做到接待服务群众热心、听取反
映细心、提供帮助真心、解答问题耐心、服
务语言贴心，形成亲民、廉洁、高效的医保

经办服务新常态。目前，全县处理省、市
医疗保障局转办5件次、县长热线“12345”
转办 65 件次、县信访局转办 2 件次，办结
率 100%。通过“网上办”“电话办”等方式
解决群众政策咨询、异地备案、参保信息
查询等医保业务日均 150余件，让群众享
受“零距离”“不见面”医保服务，实现让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人民群众是医保事业改革的“主考

官”。“下一步，鹿邑县将紧跟民生热点，做到
有求必应，统筹推进各项医保惠民工作，用
实际行动让参保群众感受到贴心暖心的医
保服务，切实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医
保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举措，真正将群众
满意作为医疗保障工作的永恒追求。”鹿邑
县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冯超说。

（上接第一版）
点上突破，推动面上“开花”。数据显

示，毕节食用菌、马铃薯、肉牛、家禽、核桃、
仿野生天麻等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在全国
占有一席之地。如今，毕节成为全国重要
的夏秋喜凉蔬菜基地、南方马铃薯种薯基
地、安格斯牛养殖基地，成功创建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 1个、国家农业示范区 2个、国
家绿色先行区 2个、粤黔现代农业产业园 7
个，特色产业风生水起，农业现代化水平稳
步提升。

新现象——
产品加工由“初级加工”向

“精深加工”转变

位于七星关区亮岩镇东南部的太极
村，清澈的河水沿山绕行，在河岸平原上自
然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天然“山水太极图”。
七星关区太极古茶开发有限公司坐落于
此，公司生产的茶叶多次获奖。

成绩的背后，是该公司对茶叶质量的追
求。公司董事长向奎介绍，在广东省粤黔协
作工作队帮助下，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广东省茶叶收藏与鉴赏协会，开展了

“太极茶”产品感官审评和生化成分测定，完
成不同等级太极红茶品质特点的定性定量
分析及感官术语描述；制定太极红茶加工技
术规程、地理标志品质标准；对筛选的核心
古茶树种质进行采穗嫁接繁育，启动新品种

选育程序，助力太极古茶健康发展。
切块、漂烫、烘干……时下，在织金县

农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只见
一个个黄澄澄的南瓜被现代化设备“吃进
肚中”，变成一条条出口的南瓜干。

近年来，毕节把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
基地作为农业发展的主引擎，全力做好“农
头工尾”“粮头食尾”增值大文章，提升农产
品附加值，促进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在威宁县五里岗的苹果智能分选车
间，只见机器高速运转，20余名工人正在流
水线上分工作业，忙而有序。

“分选线一天工作 8小时，可以分拣 10
万斤优质苹果。”威宁县乌蒙绿色产业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王鹏介绍。

“分选线还有‘黑科技’。”王鹏指着面
前不断闪动着苹果图片的显示器说，“通过
这台设备的每个苹果都将被拍下 36 张照
片，不仅 360度无死角检查外观，还可以检
测苹果大小、颜色、糖度，以及内部有没有
空心、霉心病等，准确率在97%以上。”

为协同推进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
工，引导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升级加工标
准、拓展精深加工产品，除引进新科技、新
方法外，毕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
多次组织开展人力资源技能培训，通过提

升务工人员素养，助力开发“土特产”多种
功能、深挖农产品多元价值。

新形象——
农特产品从“提篮小卖”到

出山畅销

2023年11月8日，以“贵州天麻·滋补世
界”为主题的第3届中国（贵州）天麻节暨第2
届毕节天麻博览会在大方县开幕。省内外
200余家药材、制药、精深加工等相关企业相
聚一堂，共同助推“黔药材”出山。

近年来，毕节通过举办博览会、参加展
销会等方式，着力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加快构建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以农民
合作社为纽带，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农业
经营主体发展体系，不断壮大乡村产业发
展新动能。

截至目前，毕节已拥有多家龙头企业
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社）。创建了“乌
蒙山宝·毕节珍好”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获得“二品一标”农产品认证237个，金沙贡
茶、大方天麻等 15个品牌入选贵州农业品
牌目录，数量贵州省第一位。

凭借品牌加持，曾经藏在深山的毕节
“土特产”，现在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

眼下，正是可乐猪出栏的高峰期。在

赫章县农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的 3个养殖
场，可乐猪平均每天出栏100多头。经过宰
杀、分解、腌制、熏制，大约 15天的时间，可
乐猪腊肉、腊香肠成品换上了新年包装，乘
着东西部协作的东风，从乌蒙深山奔向粤
港澳大湾区。

2023年年初，可乐猪腊肉、腊香肠在广
州市各大商圈开展推广活动。刚开始，大
湾区的消费者几乎从未听过“可乐猪”的名
号。经过免费试吃等推广活动后，却被来
自毕节的非遗味道所征服。

“很多人只是因为好奇来试吃，但尝
过以后都很惊讶，询问我们是怎么做出来
的。”广州市协作办消费帮扶专班秘书长
杨孙禹说，“从免费品尝到成为回头客再
到慕名而来，征服大湾区人们的胃，可乐
猪做到了。”

丈量山与海之间的距离，探寻乡村振
兴的答案。

毕节抢抓东西部协作机遇，发挥生态
农产品优势，获认证粤港澳大湾区“菜篮
子”基地 104个，建成大湾区“菜篮子”配送
中心-毕节分中心；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可
追溯体系，实现供粤港澳产品同线、同标、
同质，对广销售额30亿元以上，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农产品重要供应基地。

如今，乌蒙大地好山好水孕育的各类
特色农产品，出山入海，为群众增收拓宽渠
道，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乌 蒙 山 间 展 新 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