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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近日，河南省气象
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升级发布
农田渍涝灾害高风险预警：7 月以来，
河南省大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
多 1 倍以上，部分农田土壤持续偏湿
天数已超过 5 天，豫南局部地区超过
10 天。预计未来 10 天，河南省降水
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落区
重叠度高，且有一定极端性，全省大
部农田渍涝灾害风险较高。

秋粮是粮食生产的重要部分。
今年，河南秋粮播种面积继续稳定在
7600 万亩以上，保秋粮生产至关重
要。河南省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各地
要积极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要提前
疏浚田间沟渠和通河沟渠，做到内联
外通，保障排水畅通；做好应急排涝

机具和队伍准备，及时抢排低洼地块
积水。持续降雨容易造成肥料淋融，
雨后要及时追施速效氮肥，防止作物
后期脱肥。雨后加强玉米褐斑病、叶
斑病、南方锈病、玉米螟、花生白绢
病、水稻“两迁”害虫、稻瘟病等病虫
害监测防控。

时下，河南省春、夏播花生陆续
进入结荚期和开花下针期，是决定产
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当前，河南省
多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强降雨，造成了
部分花生田间积水，形成涝灾。为降
低涝灾给花生生产带来的损失，河南
省农业农村厅及时制定了包括及时
排水、清沟扶垄、合理追肥、防治病虫
草害、化学调控、科学改种等在内的
花生涝灾应对管理技术措施，及时弥
补灾害给农户造成的经济损失。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梁嘉伟）为有效应对近期汛情对农业农
村生产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日前，湖南
省农业农村厅出台了《关于加快农业农
村灾后生产恢复的若干措施》，全面抓
好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农业农村设施科
学重建、监测帮扶防止因灾返贫致贫、
动植物疫病防控确保无大疫发生、农业
农村恢复生产资金支持保障，加快恢复
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秩序，最大程度减轻
农民损失。

抓好灾后农业生产恢复。湖南省
农业农村厅已组建 8 支联系市州灾后
农业恢复生产指导组，联点指导各地制
定改种补种抢种计划，并协调周边市
县，支援做好改种补种秧苗培育等工
作；启动省级救灾备荒储备种子应急调

用预案，协调供销部门做好化肥等农资
保障工作，确保种子化肥等农资供给；
加强农机抗灾支持保障，开辟农机购置
与应用补贴绿色通道，组织区域农机服
务中心和应急作业服务队帮助恢复生
产；组织 14 个省级技术专家指导组深
入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引导支持农
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排涝抢险、灾后
复耕、作物补种等应急社会化服务，按
服务面积给予补助。

抓好农业农村设施科学重建。加
快恢复农田基础设施，利用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结余资金，优先支持损毁农田
及基础设施修复；指导受灾地区修复水
毁畜禽养殖设施；指导渔业养殖户做好
恢复生产工作；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和美
丽乡村建设，协调相关部门加大对农村

基础设施、人居环境灾后重建支持。
抓好监测帮扶防止因灾返贫致贫

工作。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家庭情况，将
符合条件的受灾群众全部纳入监测对
象，为受灾情况严重的群众开通帮扶

“绿色通道”；帮助受灾地区解决“三保
障”和饮水安全保障问题，重点关注易
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灾情，确保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加大对受灾地区的消费
帮扶和就业帮扶力度；及时将符合条件
的受灾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纳入兜底
保障政策范围。

抓好动植物疫病防控确保无大疫发
生。加强病虫害疫病防控防治，抓紧安
排省现代农业发展专项（植保防治防疫
资金）1500万元，进一步加强监测的强度
和频度，及时发布农作物病虫情报警报；

迅速组织开展畜禽养殖免疫行动，紧急
调拨动物防疫应急储备物资，保障畜禽
疫苗供应；严格受灾地区防疫监管，组织
进行因灾死亡畜禽、鱼类打捞和无害化
处理，加强动物疫情监测预警。

抓好农业农村恢复生产资金支持
保障。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为支持相关
县市区农业生产恢复和基础设施修复，
积极争取、紧急调度下拨中央农业防灾
减灾资金 7390 万元、省级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 8000 万元；指导各地
抓紧制定农业救灾资金安排方案，尽快
把资金落实到项目上；根据灾后农业恢
复生产需要，统筹用好耕地地力等补贴
资金；落实农业保险，推动水稻完全成
本保险等险种落地落细，将理赔款及时
兑付到受灾农户手中。

湖南：全面抓好农业农村灾后生产恢复

图为黄河山西省临汾市吉县段。自7月16日0时起全国进入防汛形势最为严
峻的时期。近日，国家防总、水利部进行会商，提前分析研判“七下八上”防汛关键
期全国的防汛形势，逐流域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子涵 摄

河南发布农田渍涝灾害风险预警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云
见习记者 唐中慧）日前，全国养老服务监管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我国养老
服务监管政策制度体系逐步健全，安全风险
防范化解工作经验不断积累。同时，要高度
重视养老服务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推动
养老服务监管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要求，
积极探索“互联网+监管”模式，探索新技术
运用，为养老服务监管赋能。

会议强调，要聚焦质量安全、从业人员、
养老资金、运营秩序、突发事件应对等重点领
域，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加强从业人
员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教育，不断加强养老
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依法从严

惩处欺老、虐老行为，进一步筑牢养老服务安
全底线，推动养老服务机构提质升级。

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法治建
设，针对重点领域和新兴业态逐步补齐制度
短板，确保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进一步建
立健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深化养老
机构信用监管试点，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
用。各地民政部门要做好工作力量统筹调
配，着力提高监管人员能力素质，提高行政
执法能力和规范化水平，推动监管资源力量
向基层倾斜、向一线下沉。要把监管工作融
入养老服务工作全过程、全领域，履行好民
政部门行业管理责任，压实养老服务机构主
体责任。

民政部：

积极探索养老服务“互联网+监管”模式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
近日，第九届全国知名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
活动在中卫市举办。本届活动共签订协议
171项，签约金额 18.69亿元，签约企业来自
北京、上海、广东等 24个省份，签约菜心、番
茄、辣椒、硒砂瓜等种植及销售品类20余种。

本次活动以“相约星星故乡 共享富硒
果蔬”为主题，采取“现场活动+云推介”方
式，线上线下深度融合，通过产销对接、洽谈
合作、产地体验等形式，推广“宁夏好东
西”。活动由产销对接、硒砂瓜推介发布、现
场观摩、冷凉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四
大板块组成，旨在促进农业产业升级，拓宽
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并推动
冷凉蔬菜产业向高质量、高效益方向发展。

宁夏是农业农村部规划确定的黄土高
原夏秋蔬菜生产优势区域和设施农业优势
生产区。近年来，宁夏坚持“冬菜北上、夏菜
南下”战略，从全产业链谋划推进冷凉蔬菜
产业发展，规模化建设、集约化生产、产业化
经营水平大幅提高，产品 70%以上销往全国
各地，并出口到东南亚、俄罗斯等地。

据统计，2023年，宁夏冷凉蔬菜播种总
面积 316.9 万亩，总产量 794.8 万吨，对全区
农林牧渔总产值的贡献率达到21.6%。建成
集中连片蔬菜基地1775个，全区蔬菜良种覆
盖率达到 90%以上，提质增效技术覆盖率达
到 80%，蔬菜监测平均合格率达到 98.5%，培
育“宁夏菜心”“盐池黄花菜”“西吉西芹”“彭
阳辣椒”等一大批瓜菜区域公用品牌。

第九届全国知名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举行

关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

（上接第一版）
三部图书繁体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港

澳读者系统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
体系和实践要求，对于引导港澳同胞增进国
家、民族和文化认同，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
勠力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
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
政府驻港联络办负责同志，香港爱国爱港机
构、政团社团代表和出版界代表出席新书发
布会暨出版座谈会。香港友好协进会、香港
中国企业协会、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等有关
负责人在新书发布会上接受赠书。三部图
书繁体版即日起在港澳各大书店全面上架
并重点推售。

吉安：“三化促三变”的品牌之魅（上接第一版）提高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
水平，是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硬实力的关键所在，
是促进产品增值、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核心手段。

2023 年下半年，吉安市委、市政府以“井冈山”
品牌建设为牛鼻子，聚力打好农业“三化”提升攻
坚战。

从自产自销到产值达 56亿元，泰和乌鸡发展可
圈可点。泰和乌鸡品种是我国四大乌鸡之首，但其
产业地位未与其品种相媲美。因此泰和县自我加
压，提出到“十四五”期末实现泰和乌鸡“百亿”产业
发展目标。

农业“三化”提升攻坚战的战鼓擂响后，为发展
乌鸡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随即泰和县以“三化”之
力促产业变强——

产业标准化建设水平一路提升，从地方标准上
升到国家标准，再到跻身我国仅有的 5 个国际标准
品种之一，泰和乌鸡产业阔步向前。《泰和乌鸡商品
鸡生产技术规程》荣获江西省政府颁发的首届江西
省标准创新贡献奖。

产业规模化发展形成集群效应，泰和县以泰和
乌鸡发源地汪陂村为中心，以 6 个乡镇为重点建立
标准化、规模化示范区，泰和乌鸡年饲养量达 1000
万羽。

产业品牌化建设助推产品“出圈”，泰和乌鸡荣
登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100强。今年 4月，汪陂
村又多了一个品牌的加持：泰和乌鸡盒马村。世界
名品与头部名企“联姻”，在品牌力的驱动之下，规
模不断壮大，标准不断提升，品牌不断增值，泰和乌
鸡 8大系列 140余种产品远销海内外。

窥一斑而知全豹。2023年，吉安市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实现 514.2亿元；“井冈山”农产品销售额 74.4
亿元，同比增长 272%，按平均测算，冠名产品实现溢
价 20%以上。“井冈山”入围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
影响力指数百强。

建设提档促乡村变美

在吉安县禾水河畔有一个以“江南”命名的村
庄——风景如画的永阳镇江南村。江南村乡村之
美缘于产业之强、品牌之力。“以前，由于缺乏品牌，
我们村的蜜柚大多‘走’不出吉安，而如今有了井冈
山品牌的加持，我们的‘柚江南’和‘柚忆江南’井冈
蜜柚真是‘蜜柚卖过江南岸’了。”江南村党支部书
记胡乾元骄傲地说。

以销促产，品牌化强力助推了江南村蜜柚标准
化、规模化生产，2023年产量高达 80余万斤，实现产
值 200万余元，销售收入 300余万元，村级集体经营
性收入突破 100万元，村民分红 32万余元。

村集体经济有钱了，农民腰包鼓起来了，村干
部带领村民投入和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更高了。
江南村和美乡村建设“精”字当头、提档升级，围绕

“精心设计、精致建设、精细管理、精美呈现”的四精
理念，集中进行地下、地面、地上建设，完成污水管
网、道路建设、三线整治等，高标准完成巷道、水沟、
道路、菜园围挡等建设，打造充满田园风光的生态
村落。

景村融合、各美其美，背靠武功山、前拥泸水河
的石溪村拥有“五宝”：樟树、竹子、柚子、茶叶、清
水。源头在武功山的安福县母亲河——泸水流经
石溪村，江布园自然村有 2262 棵大樟树，樟林间生
着许多竹子，樟竹同林、景观别致。

为了让绿水青山有效转化成金山银山，安福县
以“三化”发展蜜柚、茶叶种植。

安福县是“井冈蜜柚”之王——金兰柚的发祥
地。石溪村种植金兰柚 3200多亩，成为全县种植规
模最大的“蜜柚村”。院后种柚、山上种茶，石溪村
按照生态有机茶的标准种植茶园达 1500余亩。

2023 年蜜柚、茶叶年综合产值分别达 1 亿元，
“双亿”产业让石溪村有更多财力去建设和美乡
村。建设了乡村版“三环”的石溪村已被列入安福
县城西片区生态文化休闲特色小镇范围。“一村、
两亿、三环”的加持，让石溪村成了农民宜居的幸
福家园、乡村百姓宜业的乐园、市民休闲度假的城
中花园。

无论是江南村还是石溪村，只是以“三化”推动
乡村变美的缩影。通过“三化攻坚”，找到了建设和
美乡村的经济支撑，因此吉安美丽乡村的好光景，
一村连着一村。2023年底，江西加快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现场推进会在吉安召开，吉安和美乡村打
造经验在全省推广；2024年 3月，安福等 4个县（市）
纳入江西 17个“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先行区，吉
安市纳入先行区的市县数量和江西最大地市赣州

一样，并列榜首。

干群提能促农民变富

如今的吉安，巨变的不只是农业产业、城乡面
貌，通过“三化攻坚”的历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
农业农村系统干部“脑袋”富起来了，能干巧干、善
作善成的能力提升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钱袋”变
富了，更爱农业、更懂技术、更善经营；农民“口袋”
变富了，内生动力不断激发。

“我生在、长在、奋斗在井冈山，希望家乡越变越
好，和我的名字一样昌盛起来。”井冈山农业农村局
生态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朱昌说。“80后”的他参加工
作以来，就经历了两次“战役”：上一次是脱贫攻坚，
这一次是“三化攻坚”，要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朱
昌深知“唯有干群提能，才能让人民变富”。

就在地处井冈山西麓的湖南炎陵黄桃火爆出
圈时，井冈山黄桃还处于零散种植状态，从 2016 年
起，井冈山市政府在神山村等地大力推广黄桃种
植，到如今全市黄桃种植面积达到 1.1万亩。

规模化有了，但标准化、品牌化还没有实现大
幅度提升，一斤黄桃五六元比比皆是。“果”贱伤农，
要想“跳起来摘桃子”，还需在这“两化”上下功夫。
在吉安市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井冈山
黄桃从 2021 年的产品标准上升到 2023 年的团体标
准，进一步提高分拣水平，助推标准化分拣、品牌化
营销。整体标准提升了，黄桃的优果率增加了 10%，

销售到精品超市高达 20元/斤。
品相一般的烘干成黄桃干、加工成黄桃罐头、

蒸馏成黄桃酒。2023 年下半年，当地从炎陵引进
了一家公司，深加工制作罐头，今年以来产值达到
800万元。

彭俊良是神山村“脑袋和口袋”富起来的新农
民群体之一，作为脱贫户的彭俊良从以前的“新农
人”发展成“兴农人”。脱贫后作为“井冈红”茶叶一
个销售点的负责人，学会了营销技巧的彭俊良会给
游客送两件伴手礼：毛主席像章和卡通人物“小冬
哥”。身着红军服、头戴红军帽的“小冬哥”是井冈
山优质土特产推荐官。经过生动的讲解，游客对井
冈山品牌的了解就更直观更形象。

“井冈红”茶叶火了，以前一包 100 克的茶叶只
能卖 150元，如今却能卖到 180元，彭俊良一年纯收
入就有 10多万元。

“一个人富不是富，带动一家人、一村人共同富
裕，才是真的富。”忙不过来的彭俊良将农家乐交给
哥哥经营，弟弟因为养猪技术过硬被聘为一个生态
养殖场的技术负责人。

先富“脑袋”再富“口袋”的三兄弟如今共同致
富：彭俊良因为掌握了品牌化的销售技巧，有技巧
地致富；他哥哥因为炒得一手好菜，有技艺地致富；
他弟弟因为掌握了养猪技能，有技能地致富。

像神山村乡亲一样，越来越多的村民步入
共同富裕的大道，2023 年吉安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21019 元，同比增长 7.3%；越来越多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步入共同发展的大道，数量
超过 1.5 万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