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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娜 刘红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1 月 23 日 2 时 09 分，新疆阿克苏地
区乌什县发生 7.1 级地震。这是有记录
以来，该地区发生最大震级的一次地
震。在这次强震面前，安居富民房经受
住了考验，无一倒塌，为当地各族群众撑
起了生命“保护伞”。

乌什县地处南天山地震带，属于地
震高发频发区。自2011年起，在中央、自
治区和阿克苏地委、行署的大力支持下，
以及浙江省援疆指挥部的支援下，阿克
苏地区持续实施农村安居工程，让安居
富民房成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第
一道屏障。

大震之下 屹立不倒

乌什县亚曼苏柯尔克孜族乡阿依丁
村村民加依尼拜科·斯迪克吃完早饭后，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悠闲地看电视。

61岁的加依尼拜科·斯迪克和妻子现
在居住的房屋是2011年建的安居富民房，
面积为 80平方米。地震发生时，因害怕
房屋倒塌，他们急忙跑到屋外躲避，没想
到房屋不仅没有倒塌，甚至没有损坏。
他儿子住的土木砖混结构的自建房却在
此次地震中部分倒塌，所幸无人受伤。

当日，在距离震中较近的亚曼苏柯尔
克孜族乡尤喀克亚曼苏村、喀拉苏村等

地，一个个房屋鉴定小组正挨家挨户开展
房屋震后应急安全鉴定。在摸排鉴定中，
工作人员注意到，安居富民房很少受损。

2004年起，新疆在全国率先实施农
村抗震安居工程建设，重点解决农村居
民住房抗震问题。2009-2010年，中央支
持新疆开展农村危房改造试点。2011年
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
将新疆城乡抗震安居工程纳入中央农村
危房改造支持范围，确定新疆实施农村
安居工程建设，称为安居富民房。经过
近 20年的持续推进，阿克苏地区实现了
农村安居富民房全覆盖。

在开展农村安居工程建设过程中，
阿克苏地区始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主
线，努力做好农村安居富民工程建设各
项工作，让安居富民工程真正成为各族
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

“自2011年起，阿克苏地区采取政府
补贴、群众自筹等方式，持续推进安居富
民房建设，累计投入资金 256亿元，建设
抗震安居房 36.8 万余栋，让全地区的农
牧民告别了危旧土坯房，搬进了安全舒
适的新居。”阿克苏地区住建局党组副书
记、局长韩鹏说。

安居富民 幸福蜕变

“之前的土坯房下雨时漏水、屋内光
线暗……”尤喀克亚曼苏村村民古丽夏

提·托乎提托逊回忆起自家的老房子这
样说，“以前冬天是靠烧火墙取暖，不安
全也不卫生，遇到地震时一家人更是提
心吊胆。”

古丽夏提·托乎提托逊口中的老房
子是群众自建房，多为土木结构，这种自
建房不抗震。2014年，在党和政府的帮
扶下，古丽夏提·托乎提托逊家建起了80
平方米的安居富民房。

住进新房后，古丽夏提·托乎提托逊
和家人切身感受到生活更美好了。她
说：“安居富民房宽敞又暖和，院落划分
了生活区、种植区、养殖区，到了夏天，我
们家像一个花园。”

同时，得益于党和政府开展的自来水
入户、农村改厕工程，古丽夏提·托乎提托
逊家通上自来水，旱厕变成水冲式厕所。
这次地震，她家的房屋安然无恙，这更加
深了他们一家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

住房安全有保障，群众生活更幸
福。阿克苏地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主
线，大力实施农村安居工程建设，让广大
群众从土坯房搬进干净整洁且抗震的安
居富民房。

“我们村总共 540 户，2022 年最后
7户建了安居富民房后，我们村就实现了
安居富民房全覆盖。”尤喀克亚曼苏村党
支部书记钟海军说。

在推进农村安居工程建设中，安居
富民房不仅要达到抗震要求，同时坚持

一村一规划、一村一设计，室内卫生间、
上下水和电采暖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改善了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2011年至今，乌什县投入资金 14亿
元，建设安居富民房4.47万余套。

乡村振兴 村美民富

走进尤喀克亚曼苏村，映入眼帘的是
一座座整齐排列的安居富民房，村内柏油
路纵横贯通，一盏盏太阳能路灯高高矗
立，游园里不时有村民在散步和游玩。

临近中午饭点，走进村民图尔达
洪·艾买提家，只见整个小院干净整洁，
屋内更是温暖如春。热腾腾的抓饭摆上
餐桌，茶香沁人心脾，图尔达洪·艾买提
和妻子正准备享用午餐。

“要不是有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们
农牧民哪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图尔达
洪·艾买提说，在党和政府的帮扶下，他
家2014年建了80余平方米安居富民房。

安居才能乐业，居者有其屋还要优
其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通过持续
建设安居富民房来改善广大群众的居住
条件，让安居富民房托起千家万户幸福。

阿克苏地区各地在建设安居富民房
过程中，高度重视配套设施建设，同步开
展村居巷道绿化、亮化，水、电、路、气等
配套设施建设，以及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和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等，努力实现
建一片新房、成一个新村、富一方居民。

为各族群众撑起生命“保护伞”
——新疆乌什县安居富民房经受住强震考验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婧）记者近日从公安部获悉，2024年春
运于1月26日开始，春运期间出行人数预
计将再创新高。公安部结合往年春运期
间道路交通事故特点，对2024年春运交通
安全形势进行研判，预测农村地区交通安
全风险是春运道路交通安全面临的风险
之一，另外还有小客车自驾出行事故风险
等。为了增强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公安部
发出交通安全提示。

据介绍，经公安部研判，2024年春运
道路交通安全面临以下突出风险：首先，
返乡过节、探亲访友、物资运输需求旺盛，
主干公路易发生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其
次，今年春节假期小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
行时间长达 9天，群众自驾出行意愿进一
步增强；第三，春节前各类年货消费品运
输需求旺盛、元宵节后各行各业抢抓“开
门红”，货物运输将呈节前和节后两个阶
段性高峰；第四，春节、元宵节期间聚餐聚
会、休闲娱乐活动多，酒驾醉驾肇事风险
凸显；第五，外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农村
地区车增加、人增加，探亲访友、赶集庙会
活动多，交通秩序乱，交通安全风险上升，
一些返乡驾驶人不适应农村山区路窄、坡
陡、弯急、临水临崖道路条件以及夜间无
照明道路交通环境，坠崖落水事故多发；
第六，冬季低温雨雪等恶劣天气频繁，冰

雪湿滑路面易引发车辆侧滑翻坠及多车
相撞事故。

公安部提示，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
了解有关部门发布的交通路况信息和交
通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
线。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
出行。假期聚餐聚会多，切莫酒驾醉
驾。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行
经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
占用应急车道。注意提前观察高速出口
标志标牌有序驶出，一旦错过出口，要从
前方出口驶出，切勿在出口处急变道、急
刹车或停车倒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或
车辆故障，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
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农村道路行
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
要减速慢行。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
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
行。遇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尽可能减少
自驾出行，确需驾车出行的，要避开管制
时段、路段，避免中途长时间滞留，冰雪
湿滑路面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谨慎驾
驶，不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防止车辆失
控侧滑侧翻或追尾。乘坐客车出行，要
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乘车时务必全程系
好安全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
车”、超员客车及非载客车辆，发现违法
行为主动举报。

公安部发出2024年春运交通安全提示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梦帆）“古树名木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寄托着广大人民群
众的乡愁情思，延续着优质的生物基因，
被誉为‘绿色的国宝’‘有生命的文物’。”
1 月 25 日，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举行的
2024 年第一季度例行发布会上，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副司长刘丽
莉表示。

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
显示，我国普查范围内现有古树名木共计
508.19万株，包括散生 122.13万株和群状
386.06万株。“林长+司法+古树名木保护”
模式为古树名木撑起了“保护伞”。2022
年的“6·06”案件是由湖南基层林长巡护
及时发现并报案，林业部门配合公安机关
依法迅速侦破，有效防止毒害古树犯罪行
为进一步扩大，体现了各级林长的重要作
用。四川发布总林长令，加强古树名木保
护管理工作。重庆制定加强古树名木司
法保护六条措施，有效强化“司法+古树名
木”。河北、安徽、福建等地探索“林长+检
察长”协作机制，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
职能，以“检察蓝”守护“古树绿”。

“生境整体保护”模式为古树名木建
起了“宜居家园”。北京、浙江、广东等地

打造形式多样的古树名木主题公园、绿美
古树乡村、古树小区、古树街巷，发布古树
主题游线、举办古树文化节等，增添城乡
美景，方便群众游憩，推动古树名木资源
与生态旅游融合发展。

多元化投入渠道，不断拓宽为古树名
木保护持续“输血”。浙江、广西等地依托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开展古树名木
认捐认养，募集资金用于古树名木保护和
复壮。

此外，各地在制度建设、种质资源繁
育、加强科技攻关等方面也采取了很多
有益做法。广东省委发布《关于深入推
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将“实施
古树名木保护提升行动”列为六大行动
之一。福建省绿化委员会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的通
知》。湖北开展新一轮全省一级保护古
树名木体检，北京、陕西开展古树名木种
质基因保存和繁育。北京、湖南等地发
挥行业发展优势，举办全国古树健康与
古树文化学术论坛、南方古树名木保护
技术交流会，促进交流互鉴。上海、江
苏、重庆等地依托本地高校科研力量，围
绕古树名木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抢救复
壮等关键课题开展研究。

国家林草局：古树名木保护取得新成效

□□ 胡中雪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欢庆锣鼓喜连天，龙腾狮跃送吉
祥。春节将近，“年味”渐浓，在位于三峡
库区的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溪镇长
岭村,“岭红茶绿闹春意”年俗文化展演活
动正式拉开帷幕。杀年猪、看年戏、展年
货、写春联、茶话会……当地村民以自己
熟悉喜爱的峡江“村晚”形式共赴年味乡
愁之旅。

太平溪镇是“湖北民间舞蹈之乡”，治
水文化、移民文化、峡江文化共同孕育了
独特的文化内核。鼓乐齐鸣中，年俗文化
展演活动火热开场，一系列峡江本土节目
轮番上演。村民拿出“看家本领”，地花
鼓、莲湘舞等 10余种民间舞蹈，展演采莲
船、舞龙、舞狮……各类民俗节目把幸福
生活编排进喜悦歌舞里，打造专属于群众
的文艺舞台和乡土气息浓郁的年俗大餐，

赢得观众阵阵欢呼喝彩。
“开席咯，客人请入座！”在一阵吆喝

声中，热腾腾的大蒸笼端上桌。一锅年俗
宴，“烩”聚故乡情，年味也随着这醇美的
肉香升腾迸发。此次年俗文化展演共邀
请了文明家庭、本土乡贤能人、企业带头
人等200余位本土村民共享年俗盛宴。格
子一抬，揭开扣碗，既是对村民生活蒸蒸
日上的美好祝愿，也是过去一年努力奋斗
的一张漂亮“成绩单”。现场还展演了

“宜昌毛尖·峡州早”、三峡原红红茶、百
岁橙伦晚脐橙、阮家淌蜂蜜、“三峡·艾”
手绣等本地特色农副产品。

秋收冬藏叙乡情，寒来暑往谋振兴。
“结合村内实际，长岭村大力推进高山茶
叶和高山生猪养殖两大主要产业的发展，
对村域主干道进行升级改造。”长岭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望运洲介绍，这场
年俗文化展演正是产业旺起来、村民日子
火起来的真实写照。

湖北夷陵：峡江“村晚”暖山乡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近年来，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宝
城街道为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以

“减存遏增提质”为工作目标，通过党建引
领筑基、敞开大门接访、伏下身子走访、信
访代办帮访等系统举措，既形成合力，更
精准发力，多措并举构建起信访全链条闭
环治理体系。

聚焦“党建引领”筑基，压实政治责
任。聚焦重点难点，采取“抓属地责任促
化解、抓基层党支部书记责任促化解、一
岗双责促化解”的三抓三促举措，织密织
牢工作责任体系，架稳党和政府与群众的

“连心桥”。聚焦“敞开大门”接访，了解群

众诉求。建立“科级领导接访日”制度，将
信访工作阵地前移、触角前伸。2023年，
宝城街道实现上级交办积案全化解。聚
焦“伏下身子”走访，化解矛盾纠纷。结合
大走访、党员活动日等主题活动，对初信
初访能解决的就地解决，较为复杂的由社
区、街道协调解决。2023年，通过走访摸
排问题79件，已解决67件。聚焦“信访代
办”帮访，温暖群众心坎。设立矛调工作
室，结合“一站式”矛盾调解平台，解决群
众不会访、无序访等问题。自 2023 年 10
月矛盾调解中心平台开通以来，共上报事
件 94件，已全部化解，实现了矛盾排查先
一步、信访代办快一拍、便民服务暖一点。

山东昌乐：“四个聚焦”构建信访全链条闭环

□□ 张存良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维福

近年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认真
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坚持生态优
先，注重规划先行，突出城乡融合，强化
党建引领，以美化农村环境打底、一村一
品产业带动、和谐乡村共建助推，开创了
全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新局面。

行走在肥乡区天台山镇天台山村，
但见街道干净整洁、环境优美惬意，由废
弃坑塘改造而来的小广场、小游园，新农
村的和美景象让人啧啧称赞。“以前这一
片都是坑塘，一到夏天垃圾臭气熏天。
现在村里把这改造成了游园，还安装了
健身器材，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散
散步，特别舒心。”村民王伟山说。

肥乡区坚持强基础、提颜值、增底
蕴，将重面子与重里子紧密结合，一年一
个主题梯次有序提升乡村整体风貌，持
续涵养乡村环境大美气质，把坑塘治理
作为人居环境整治的关键环节，创新性
地对 265 个村的 1180 个坑塘全部配发

“身份证”，建立了“坑长+保洁员、志愿
者、镇村干部”的联防联控联治机制，通
过在坑塘安装摄像头，语音警示群众乱
倒垃圾等不良行为。此外，该区还通过
植树造林、建园休闲、引水造景、防涝浇
灌等多种形式，推动坑塘资源充分利用，
累计利用坑塘植树 8.3万余株，建设小游
园、小花园 180余个，农村坑塘蓄水面积
达到1100亩以上，打造了南赵亲水平台、

田寨桥仙湖等11个乡村旅游景点。
采摘、冲洗、速冻、装袋……寒冬时

节，毛演堡镇丰硕食用菌种植基地一派
繁忙。菇农张丽梅正忙着在棚内采摘菌
菇，这些菌菇被采摘后，经过低温速冻和
包装后，将出口发往意大利、波兰、法国
等国家。“我们利用基地生产、技术、销售
等优势，引导周边村及群众种植食用菌，
免费提供技术指导，保底回收销售。”丰
硕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殷亚南介
绍，目前，他们已与15家外贸公司签订了
协议，年出口额达2300多万元，带动周边
1700多户村民增收致富。

产业发展是和美乡村建设的基石。
近年来，肥乡区坚持强龙头、补链条、兴
业态、树品牌，全力发展培育壮大乡村产
业，不断增强和美乡村建设内生动能。
立足各镇村资源禀赋，大力发展良种繁
育、食用菌等10大优势产业和鲜桃、生地
等10个特色种植，做到村村特色产业全覆
盖，任堡村入选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魏庄村等4个村获评省级“一村一品”示范
村；“两品一标”农产品达到21个，“肥乡番
茄”荣获河北省级区域公用品牌。

肥乡区还大力实施富民强村工程，探
索成立镇股份经济合作联合总社，推行

“乡镇+合作社+家庭农场+生产加工企
业+农户”模式，建设蔬菜产加销一体化示
范区项目，进一步加强利益联结，让更多
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创新“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土地托管经营模式，实
现了群众和村集体经济双增收，集体经济

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超过80%。
“贺大姐，前段时间给你家孩子介绍

的对象，聊得咋样？”一大早，肥乡区西吕
营镇田寨村妇女主任李俊巧来到村民贺
俊芳家询问。“见了见了，两人挺聊得来
的，再加把劲，争取早日把这事给定下
来。”谈起这个，贺俊芳笑得合不拢嘴。

“我给村里介绍成好几对了，看着新
人们过得幸福美满，咱也高兴。”李俊巧
通过吸纳巾帼志愿者、热心大姐等优秀
妇女，在本村成立了一支 10余人的义务
红娘队，通过“鹊桥”微信群沟通信息，牵
线搭桥，为适龄单身青年提供免费婚介
服务，并向年轻人和家长宣传婚事新风
俗、“零彩礼”等理念，促进乡风文明的持
续改善。

据了解，肥乡区以基层党建为引领，
大力推行“三治”并举治理机制，让农村
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创建“自治网
格”，265个村全部建立村民事务理事会，
在推进小街巷硬化等重点工作中，通过
村民代表会议、设立街巷长等形式，让群
众全程参与，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打
造“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等平台载
体，不断拓宽途径让群众广泛参与、充分
参与，村里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更富成
效。持续加强乡村法治宣传教育，创建
公共法律服务查询平台，先后打造 24家
品牌调解室、5个中心调解工作室。大力
推进移风易俗，把破除婚丧陋习、治理

“天价彩礼”等内容融入村规民约，在河
北省率先倡导“零彩礼”新型婚俗。

和美乡村面子里子同步新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砾星 李红波）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近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2023年广东进出口情
况。作为我国传统农产品出口大省，2023年
广东出口农产品1309.1亿元，增长13.3%，占
同期全国农产品出口总值的18.8%。

2023年以来，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及省
内海关从优化通关服务、畅通出口“绿色通
道”，强化技术帮扶、帮助企业提升质控水
平，加强政策指导、助推农产品加工产业转
型升级三方面着手，推动广东优质特色农
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促进广东农业产业高
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去年广东农产品进出口呈
现三大特点：水产品出口显著提升。2023
年广东口岸出口肉类、水产品、水果、蔬菜
293.5万吨。其中，出口对虾 3.1万吨，增加
71.1%。特色水果出口大幅增长。出口荔
枝、龙眼、菠萝等特色水果 2.6 万吨，增加
46.7%。值得注意的是，荔枝罐头等 4种水
果产品实现首次出口。预制菜出口取得积
极成效。金汤酸菜鱼等 6种水产预制菜首
次出口英国、韩国、新西兰，冰鲜禽肉先后
开拓东盟、非洲市场。

2023年广东出口农产品
1309.1亿元

上海市崇明区：把气象工作
融入地方经济绿色发展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立刚）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关于 2023
年气候生态品牌创建示范活动评审结果的
公告》，生态岛崇明同时获评“中国天然氧
吧”和“中国气候宜居城市（县）”。

据悉，“中国天然氧吧”和“中国气候
宜居城市”是国家气候标志品牌，是对优
质气候生态资源综合禀赋的权威认定。
生态岛崇明荣获“中国天然氧吧”和“中国
气候宜居城市”，是上海市崇明区气象工
作融入地方经济绿色发展的一大实效，是
国家绿色发展战略部署在上海落地的生
动实践。

崇明自 2005 年定为生态岛以来，建
设成效显著，渐入佳境的绿色农业、花卉
产业、文旅康养产业等生态产业综合体
系为崇明夯实了生态宜居宜业的基础，
良好的气候资源价值得以充分挖掘和重
塑。生态岛崇明稳步有序推进科学部
署、实地调研、报告编制、复核终评等各
项工作，最终顺利摘得两项国家级气候
标志荣誉。

下一步，崇明将紧紧围绕《上海市崇明
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本区气象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以及《崇明区“中国天然氧吧”
发展规划暨三年（2024-2026 年）实施方
案》，加快探索气象品牌赋能生态高质量发
展的有效举措，全面提升针对旅游康养、绿
色农业、休闲体育等产业的气象综合服务
能力，提高崇明生态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
打造气候生态产业价值链，创新建成气候
生态产业“崇明样板”。

1月26日，在位于浙江省建德市杨村桥镇的草莓小镇，游客在草莓“天空之城”内参观体验。春节临近，这个草莓小镇迎来产销
旺季。从2020年开始，建德市启动草莓小镇智慧农业建设，目前草莓小镇种植面积4000亩，草莓年产量6000吨，吸纳周边劳动力
5000余人。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