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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晋亮 陈艺娇

边塞，自古以来便令人神往。在古
时，它是诗人笔下大漠寥落的孤烟、征人
幽怨的远笛，在今天，它由于地域上的特
殊性仍然广受关注。而散于其中的边境
村犹如一个个焦点，聚集着关切的目光。

在全国几十万个行政村里，边境村
是特殊的存在。它们犹如座座堡垒，守
护在我国 2.2 万多公里蜿蜒曲折的边境
线上。除了一般村庄的功能之外，边境
村对国家领土安全、国家形象展示以及
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发挥着重要作用。

边稳则国安，民兴则边固。在城镇
化进程中，边境村也同不少乡村一样，面
临空心化、老龄化等难题。而当这些普
遍问题发生在边境村，其影响则可能置
顶到国家安全的特殊高度，因此，探索出
一条适合边境地区独特性的乡村振兴路
径，便显得更加重要和急迫。

云南有 25 个边境县（市）、110 个沿边
乡镇、374 个沿边行政村（社区），总人口
96.54 万 人 ，其 中 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占 比
79.4%，16 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民族问
题、宗教问题、边境问题多元交织。2021
年，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边境
村的 10 位老支书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
向总书记报告阿佤人民的幸福生活。同
年 8 月，总书记回信勉励他们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引领乡亲们永远听党话、跟党
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
守护好神圣国土，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
的幸福之歌。

为了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回信精
神，2021 年 11 月，云南省全面启动现代化
边境小康村建设，计划用 3 年时间建成基
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
党建强的现代化边境小康村；一年后，云
南省进一步提出建设现代化边境幸福
村，力争形成“边民富、边疆美、边防固”
的良好局面。

两年多过去，云南边境村现代化建
设有何进展？云南的经验又能为其他省
份边境村振兴带来哪些启示？带着这些
问题，本报记者深入西南边陲，实地探访
当地不同区域边境村落的发展实践，试
图找出兴村固边的破题答案。

边策准
——抵边乡村处于国家安

全战略要地，同时也是交通系统
的末梢地带、经济发展的滞后地
区。云南针对这一薄弱环节，在
顶层规划上先行布局，首先从政
策资金上扶持到位，并按照“一
村一方案”原则来谋划发展

记者滇疆探行的第一站来到西双版
纳，从景洪市区出发前往勐海县西南部的
打洛镇打洛村，到达时已是傍晚。村党总
支书记岩扁燕刚从镇上开完会回到村委
办公室，对他来说，加班是常态，虽稍显疲
惫，但提起现阶段村务工作，忙了一天的
他就兴奋起来：“我们现在是附近出了名
的组织强、人心齐，老百姓靠边吃边，政策
给得准，很多工作都有了依托和抓手。”

打洛，傣语意为“各民族共居的渡

口”。打洛镇西南部与缅甸接壤，居住着
傣、哈尼、布朗等多个民族。岩扁燕告诉
记者，以前，由于缺少整体规划，发展目
标不明确，村集体缺乏带动村民致富的
产业抓手，凝聚力不强。“今天他占了我
的地，明天我打了他的人，这种矛盾时有
发生，村民会也开不起来。”

到了 2022 年前后，随着现代化边境
村建设的开展，依托于省里的支持政策
和资金，打洛镇找准自身优势“量体裁
衣”，探索了“四个饭碗”的富边模式——

首先吃好“农业饭”。在坝区以打洛
村为核心，集中连片推进现代农业项目，
橡胶、火龙果种植面积超过 1 万亩，菠萝
蜜、柚子、西瓜等订单种植面积达到 2.7
万亩，农业经济来源不断拓宽；

其次吃香“旅游饭”。打洛镇曼掌村
民小组理财员玉应告诉记者，近几年，镇
里充分利用旅游资源，以曼掌村大榕树的
独特景观为中心，整合资金打造“独树成
林”景区和中缅第一寨勐景来。围绕“中
国远征军抗日作战遗址”，开设傣家传统
早市、农家乐，景区整体年收入达 500多万
元，所得利润由全村 88户村民平均分配；

再次吃稳“边贸饭”。大力发展边民
互市贸易，群众积极参与经营，外出务工
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民在家门口
实现了增收致富；

最后吃饱“集体饭”。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通过以企带村、盘活土地等多
种方式，打洛村 13 个村民小组集体经济
收入达 137.9 万元，其中曼打火小组仅
仅依托边贸一项，集体经济收入就达到
40万元。 （下转第二版）

兴 村 固 边 探 滇 疆
——云南省现代化边境村建设观察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阮蓓）近日，记者从广西农业农村厅获
悉，全区春耕备耕和在田作物田管工
作做到早谋划、早储备、早部署和早落
实，坚持强化组织领导，强化项目支
持，强化防灾减损和指导服务，全力
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截至 2 月 21
日，全区春耕已备早稻种子 1946.37万
公斤，占总用种量的 87.67%，春玉米杂
交种子 859.19 万公斤，占总用种量的
90.35%。种子和农用物资储备均超
八成，春耕物资储备供应充足，价格
稳定。

早谋划，早储备。立足“早”字，超
前谋划，继续以自治区党委、政府名
义，将今年全区 4245 万亩粮食播种面
积、1396 万吨粮食总产量、1219.1 万亩
早稻播种面积、165.6 万亩大豆播种面
积、20 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示
范推广面积等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分解
下达到各地市、层层压实责任，逐级落
实任务。推动春耕生产物资加快进村

入店到户，动员全区农资供销批发企
业做好春耕物资提早储备。

早部署，早落实。2 月初召开全
区农业农村局长和乡村振兴局长电视
电话会议、全区春季田管暨春耕备耕
工作视频会议，及时传达落实全国会
议精神，部署春耕生产农资调运等相
关工作。组织开展“百万农机闹春耕”
活动，充分发挥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
等农机服务组织的技术和装备优势，
开展代耕、代育秧、代种、代插等作业
服务。目前，全区已有 75 万台农机完
成维修、保养，培训机手和修理工 3.48
万人次，预计投入春季农业生产农机
具数量将超 170万台。

强化组织领导和项目支持。把春
耕备耕工作放到推动今年粮食生产全
局中来思考谋划，放到全区粮食增产
大局中来部署研究，强化组织领导、明
确目标任务、压实首要责任，推动春耕
备耕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实处。坚
持把实施好涉粮项目作为抓好粮食生

产工作的重要抓手，早在去年 12月，自
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了涉粮补贴
项目资金支出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
行动，到全区 111 个县开展专项督导，
推进涉粮项目实施，各地进度明显提
升。提前下达今年稻谷补贴、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粮食绿色高产
高效项目、粮油单产提升行动等稳粮
扶粮补贴和项目资金共计 8.16亿元。

强化防灾减损和指导服务。去冬
今春以来，广西出现了多次寒潮天气，
全区农业农村系统及早发布预警信息
和防御工作通知，分区域分作物制定
防灾预案和技术方案，提早做好物资
储备和技术准备。组建 5 个自治区
专家指导组、4 个渔业调研组和 1 个
突击小分队深入受灾严重的县市和
乡镇，进村入户到田查看灾情、苗情、
墒情和病虫情，实地调研春耕备耕进
展现状和存在的突出困难，因地制宜
开展指导服务，并对调研情况实行一
天一汇报。 （下转第二版）

广西“四早四强化”保障春耕备耕

浙江省衢州市常
山县大力发展胡柚产
业，为将低、小、散胡
柚果园“化零为整”，
常山县政府推出“两
山 合 作 社 + 经 营 主
体+村集体+农户”的

“共富果园”模式，累
计创建 30 家共 1.33
万亩“共富果园”，直
接 带 动 农 民 增 收
4397 万元。图为国
网衢州供电公司依托

“村网共建”服务体
系，为当地果园提供
安全用电专项检查。

翟胜闻 摄

本报讯“雨水”已过，全国春耕
春管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主产区小麦
油菜也进入春季田管关键期。近期，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会同全国农
技中心，组织开展小麦油菜春管指导
一月行活动。组派 8 个工作组，分赴
河北、山西、江苏等 16 个冬小麦、冬油

菜主产省，联合当地专家，深入一线、
共同开展蹲点指导。

据介绍，此次活动重点指导地方
抓好小麦油菜田间管理，落实单产提
升关键技术；指导制定防灾减灾预
案，特别是应对雨雪冰冻影响；指导
防控小麦条锈病、茎基腐病、赤霉病

和油菜菌核病、霜霉病、蚜虫等病虫
害及草害；及时了解并协调解决各
地在小麦油菜春季田管中农资供应、
政策落实等方面存在的困难问题，及
时提出对策 建 议 ，确 保 春 季 田 管 各
项措施落实落细，夯实夏季粮油丰
收基础。 龙新

农业农村部开展小麦油菜春管指导一月行活动

本报讯 据农业农村部农资保供专
班调度，截至2月底，省、县两级化肥下摆
到位率分别为 71.2%、60.5%，省级到位
率比去年同期快 1.7 个百分点，受近期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等因素影响，县级到
位率同比低 1.6 个百分点，主要化肥品
种供应稳定，能够满足春耕用肥需要。

其中，海南省春耕所需化肥已全面

到位，吉林、辽宁、山东、新疆等省（区）
进度超八成，华南、四川盆地、西北地区
近八成，内蒙古、黑龙江农时偏晚，目前
到位进度刚过五成。 龙新

春耕备肥有序推进 省级到位进度超七成

新华社北京2月 27日电 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27 日上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
了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国家主席
习近平签署第 20 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常委会组成人员 165 人出席会议，出
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原则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稿。委员长会议建议委托赵乐际
委员长代表常委会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报告工作。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资格的报告。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草案，决定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预备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十四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
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

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尔，秘书长刘奇
出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
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全国人大各专
门委员会成员，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
同志，部分副省级城市人大常委会主要负
责同志，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九讲专题讲座，赵乐际委员长主
持。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徐显明作了题为

《中国式现代化与法治》的讲座。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上海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补选黄莉新为第十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根据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黄莉新
的代表资格有效。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王一
新、孙飚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职务。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
胡建文、雷冬竹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决
定罢免朱宏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职务。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
免安九熊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职务。陆军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
李志忠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职务。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黄
家武辞去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职务。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秦
刚辞去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职务。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冯杰
鸿辞去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职务。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
接受陆伟伟辞去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王一新、孙飚、
胡建文、雷冬竹、朱宏、安九熊、李志忠、
黄家武、秦刚、冯杰鸿、陆伟伟的代表资
格终止。

截至目前，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实有代表 2956人。

特此公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2月27日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四届〕第三号

□□ 王俊朝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

春节刚过，在河西走廊东端、腾格里
沙漠南缘的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虽是春
寒料峭，但缕缕春风正“吹尽”八步沙林场
的枯黄，让顽强生长在这片沙海边缘的沙
棘、花棒、黄毛柴、柠条、梭梭等植物，一点
一点重新恢复脆嫩鲜活的“容姿”。

“在八步沙没有治理之前，这里沙丘
裸露、植被稀少，春天一刮风，黄沙弥漫，
黄风褐浪，生存条件差，良田变荒漠，越
来越多的人搬离了家乡。”谈起没有治理
前的八步沙，八步沙林场职工罗兴全感
慨道。

时光回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面对寸
草不生、狂沙肆虐、生态环境极度恶化的
八步沙，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
海、张润元 6 位古浪县土门镇村民，义无
反顾挺进八步沙，组建林场，治沙造林。

当年，矢志治沙造林的“六老汉”相
约，每家必须要有一个“接锹人”，不能

断。于是，后来，“六老汉”的儿子、女婿
接过“铁锹”，成为八步沙的第二代治沙
人。在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坚持下，八
步沙从采用“一步一叩首，一苗一瓢水”
的土办法做起，开始了这场“用时间换空
间”的竞赛……

2019年8月21日，在甘肃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专程来到古浪县八步沙林场考察，
强调要继续发扬“六老汉”的当代愚公精
神，弘扬他们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
绿洲的奋斗精神，再接再厉，再立新功，久
久为功，让绿色的长城坚不可摧。

“总书记的话让我们备受鼓舞，我们
一定不辜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作为第
二代治沙造林人的代表，八步沙林场场
长郭万刚对当时的情景印象十分深刻。
他向记者介绍，“经过多年治理，风沙线
后退了 20 多公里，封育管护面积达到了
40 多万亩，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接
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大防沙治沙、植树造
林工作力度，让美好生态造福群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年来，古浪

县不断加大治沙造林力度，勤劳朴实的
古浪人在八步沙“六老汉”奋斗精神的鼓
舞下全力实施防沙治沙歼灭战，加快全
县北部沙区生态综合治理。当地通过生
物治沙、工程治沙相结合的方式，累计治
理沙漠达 233.1 万亩，不但扭转了“沙进
人退”的被动局面，实现了“绿进沙退”的
逆转，还因地制宜变“沙害”为“沙利”。

守 住 绿 水 青 山 才 有“ 金 山 银 山 ”。
“随着治沙的手段不断创新，这些年，我
们八步沙林场也在努力转型，从过去单
纯治沙转而向沙漠要效益。今后我们
还要逐步扩大梭梭嫁接肉苁蓉的种植
规模以及八步沙‘溜达鸡’的养殖规模，
打响‘八步沙’品牌，并努力通过网络直
播和电商销售让更多的人了解八步沙、
走进八步沙。”八步沙林场第三代治沙
人郭玺说。

据介绍，自八步沙“溜达鸡”等商标
品牌注册后，年可出栏 1 万多只，经济效
益良好。同时，在古浪县黄花滩移民区
流转沙化土地 1.25 万亩，完成梭梭接种
肉苁蓉基地建设，八步沙林场固定资产
由 2010 年的 200 万元增加到了现在的
2000 多万元，职工年收入由原来的不足
3000元增加到了现在的 7 万元以上。

八步沙：敢把沙漠变绿洲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兵 实习生 李晓晨）记者日前从今年江
苏省委一号文件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江苏
将围绕“稳面积、增单产”总体部署要求，
组织实施五大粮食单产提升行动。

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有机质提升行
动。围绕解决耕地产出能力的问题，加
快新建和改造提升现代化高标准农田，
建设耕地有机质提升示范区，加快中低
产田改造、“小田变大田”改革试点，提高
集中连片生产规模水平。

重大品种攻关与普及推广行动。围
绕解决粮食生产种业“卡脖子”问题，加
快推进现代种业振兴，建设生物育种钟
山实验室、南京农创中心等重大种业基

础平台和商业化育种创新中心，创制一
批特异性、突破性种质资源，选育推广优
质、高产、抗逆的引领性新品种。

全程机械化与智能化推进行动。围绕
解决机械化作业效率和标准化问题，加快
农业生产全程全面机械化示范县建设，突
出机械耕整地、播种、收获等环节，提升农
机作业质量和效率，大力发展区域性农机
社会化服务，提升农机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重点技术突破与集成应用行动。围
绕解决技术挖掘增产潜力的问题，加快
突破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主粮作
物优质化、绿色化、标准化、智能化生产
关键技术，集成应用良种良法配套、农机
农艺融合、优质高产协同、防灾减损同步

的综合高产技术体系。
规模经营发展与专业化服务行动。

围绕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加
快培育壮大粮食生产新型经营主体，因地
区、因品种、因主体提出差别化的最佳生
产规模标准，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培育粮
食生产全程化、全链条、专业化服务组织。

为有力有效推进五大行动，江苏将
建立领导挂方指导机制、多方协同共建
机制、考核激励推动机制、高产示范带动
机制“四项机制”，力争通过三年努力，在
全省广泛建设万亩高产片、千亩示范方、
百亩攻关田，推动专家产量变成农民产
量、示范方产量变成大面积产量，促进全
省粮食大面积单产持续提升。

江苏实施“五大行动”推动粮食单产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