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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志国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范亚旭

连日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在河南省邓州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
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第一时间以各种形
式深入学习全会精神，纷纷结合自身工
作实际畅谈心声，全市上下迅速掀起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 的
热潮。

在城市社区，为民办实事活动温馨
暖人；在基层乡村，广大干部群众投入乡
村振兴信心满满；在项目工地，优质高效
的服务，将全会精神转化为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的蓬勃动力……大家一致表示，
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会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围绕基层工作
发力争先，对标对表、深谋实干、守正创
新，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贯穿
于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

商铺林立、车来车往……繁忙的场
景每天都在邓州市穰东镇上演，涌动着
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近年来，穰东镇

充分发挥服装产业传统优势，聚焦服装
生产加工、批零贸易、商贸物流“三大基
地”建设，探索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体系，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形成了年加工产值
53 亿元、批零销售 46 亿元、商贸物流 12
亿元的超百亿级服装产业集群，全力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

“我们将持续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成中西
部一流、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服装名镇、康
养名镇、文化名镇。”穰东镇党委书记耿
飞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和关键点，发起了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总
动员。下一步，穰东镇将继续创优营商
环境，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链，为乡村全面
振兴不断蓄力赋能。

“作为基层的农技推广员，我深刻体
会到了国家实现高质量农业科技自立自
强的决心，我将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
措，让邓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
冀洪策充满信心，“我们要把高质量发展

要求落实到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掌握更
多关键农业技术，突破更多技术难题，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努力在乡村振兴
一线走在前、当尖兵。”

时下，邓州市杏山旅游管理区韩营
村游人如织。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后，该
村党支部书记韩志会深有感触。近年
来，韩营村整合自然资源，构建“红色+N”
的模式，以红色旅游发展带动当地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后荣获“国家森
林乡村”“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河南
省文明村”等荣誉称号，村庄发展越来
越好。

“全会强调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令我们基层干部备受鼓舞。我们将把学
习贯彻全会精神与当前人居环境整治、
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在‘五
星’支部创建上持续发力，更加坚定为人
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为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解难题，以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
效能，推动改革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绘
就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 新 画 卷 。”韩 志
会说。

河南邓州：全会精神激起蓬勃发展动能

近日，游客在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陇县西南部的关山草原景区游玩。关山草原景区集山峦槽谷、原始森林、高寒草甸、河流山谷等自
然景观于一体，内有天然森林104万亩、草地35万亩，平均海拔2200米。夏日的关山草原气候凉爽，草甸丰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避暑
休闲。 新华社记者 邹竞一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莫志超）近日，记者从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今年上半年，江西省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 1421.4 亿元，同比增长 3.6%，全省农
业产业化已迈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今年以来，江西省农业农村系统紧
紧围绕省委打造“三大高地”、实施“五大
战略”部署，大力实施“头雁引航 雏鹰振
飞”行动，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线，以农
业产业化为抓手，从生产、加工、流通、供
应、销售“五端”发力，努力把农业建设成
为大产业，走出一条具有江西特色的农
业强省之路。

结合资源禀赋，江西按照有规模、有
产量、有标准、有龙头的“四有”标准，确
定了每县一两个、全省共 134 个优势特色

产业作为强县富民的新路径，集中力量
重点培育、全力打造，与去年底相比，种
养规模持续扩大的产业有 85 个、占比
63.4%。在此基础上，江西进一步提高农
业招商引资质量、加大龙头企业培育力
度。今年 1 月至 6 月，全省各地招引农业
项目 412 个、同比增长 79.1%，其中加工类
项目 235 个、占比 57.0%；同时，每年投入
资金超 4 亿元，推动龙头企业不断发展壮
大，全省 1058 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中，加
工型企业有 460 家，占比 43.5%。

针对流通链和供应链短板，江西积极
拓展优质农产品大市场。充分对接电商
平台，今年上半年，全省农产品电商零售
额达 122.2 亿元，同比增长 39.4%；在商超
和网络餐饮平台入驻农产品 1048款，比去

年底增加 867 款，增长 4.8 倍；引进冷链物
流企业 7 家、供应链企业 9 家，推动江西优
质农产品走进大湾区、融入大市场。

农业产业化的持续高质量发展为农
民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江西创新推行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和“优质平台+基地+
农户”等联农带农模式，全省共培育农业
产业化省级联合体 190 个，带动农户 91.7
万户户均增收 2606 元。同时，全省 1058
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通过就业务工带动、
订单生产带动、土地流转带动、入股分红
带动、“企业+基地+农户”等多种模式，直
接或间接带动农户 369万户户均增收 2209
元，占全省农户总数的 42.9%。今年上半
年，江西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441
元，同比增长 6.5%，增速高于城镇居民。

江西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晋斌

“啥？个人操心都不一定种好，集
体能种好？”“会不会托管到最后，长
了一地草？”2020 年，在村民代表的质
疑声中，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黎侯镇
晋福村在县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依托
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开始探索农业
社会化服务富民强村之路。

2022 年 ，晋 福 村 集 体 总 收 入
125.65 万元，净收益 28 万多元。该村
将收益中的 80%继续用于壮大村集体
经济，20%用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分红，分红金额 5 万多元，全村 1826 名
村民获得分红，实现了分红“零”的突
破。2023 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165 万
元，其中农业托管方面收入 112 万元，
占到全村总收入的 68%，成员分红实
现倍增。

“同样种粮，为何能增收近百万
元”，这成了晋福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张轶光给大家分享村庄深化改

革经验的主题。

村委牵头 党员带头

晋福村位于黎城县城西北，由 3
个行政村合并而成，全村有 1840 人、
党员 89 人、耕地 2800 亩。

2003年，太行钢铁公司落户当时的
晋福村，给周边村民创造了务工就业机
会。后来，钢厂打工与土地耕种难以兼
顾的矛盾日渐突出，甚至有时候村民
顾不过来，还有耕地撂荒的现象出现。

时间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时期，张轶
光同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面对“地下没挖的、地上没造的”
现实，在县农业农村部门的支持下，决
定抓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机
遇，以组建的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
为主体，以农业生产托管服务为主业，
围绕土地做文章。

是改革，就会有不同声音，而且以
前集体种地的种种弊病，很多上年纪的

村民还记忆犹新。面对村民的质疑，晋
福村的党员干部主动登门做工作，村集
体还向村民作出承诺：“托管服务的土
地，如果比相邻地块同类庄稼的产出平
均值少，一律无条件补齐差值。”

“最难的时候是第一年，流转了996
亩开始试水。”张轶光说。据介绍，该村
的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没有启动资金，
就和优质农资经销商谈合作，由经销
商先行垫付，收获后再结算种子和化
肥等款项；没有大型农机具，就和拥有
农机具的农机手签订服务协议，划定
标准，保障每亩土地的出苗率。

“第二年，看到实际效果以后，周
围村的村民就主动找上门来要求托
管，一下子就托管了 6 个村的 6000 多
亩土地。”张轶光说。为此，该村的集
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整合了周边村庄的
30 多个农机手、40 多台大型农机具。
2024 年，晋福村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已
经扩展到周边 11 个村 1 万余亩，服务
农户达 1400 余户。 （下转第二版）

山西黎城县黎侯镇晋福村：

“统”上发力 民富村强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庆海

余瑶 李鹏

盛夏时节，青藏高原进入雨季。冰
川雪水欢腾而下，氤氲雾气萦绕河谷，松
茸顶着露珠破土而出，牛羊低头啃食悠
闲漫步，一片片油菜花与青稞田交织相
映，绘成一幅流光溢彩的风景画。

3 年前，也是在这样的季节，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亲自为西藏发展
把脉定向，强调要“发展特色产业”，“走
出一条符合西藏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殷切嘱托，催人奋进。沿着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2021 年 11 月，西藏自治区第
十次党代会提出“优化一产、壮大二产、
提升三产”，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

塑造西藏高质量发展优势，农牧业
是基础，也是重点。数据显示，西藏九成
以上国土面积仍是农牧区，农牧业发展
质量直接关系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社会
稳定。而久以“地球第三极”闻名，西藏
生态系统又极为敏感脆弱，这就注定了
必须走特色、绿色的路子，打响高原土特
产品牌。

世界屋脊之上，一场“土特产”提味
之旅由此开启。

土生土长，纯正“好味”

西藏，被誉为世界上“最后一片净
土”。这里海拔高、日照强、无污染，空气
透明，天蓝水清。巍峨的雪山，翠绿的湖
泊，河谷两岸开阔平坦，是天然的沃土。

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孕育了众多品质
极佳的特色产品。

西藏的资源很丰富，很独特。相比
内陆，高原地区发展特色产业，气候、地
理等各方面条件并不占优势，但辩证地
看，优势往往就藏在“差异”里，最大的潜
力就源自脚下这方纯净的水土。

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地处雅砻河谷
地带，水源充沛、气候温和、光照充足，
正是高原作物理想的“家”。西藏第一
块农田萨日索当在这里诞生，先民驯化
作物、定居耕作，孕育出辉煌灿烂的高
原农耕文明。如今，这块良田及周边土
地 上 青 稞 翠 绿 ，仿 佛 千 百 年 来 不 曾
改变。

事实上，改变一直在发生。依托青
稞种植的传统优势，附近克麦社区的农
民 纷 纷 加 入 专 业 合 作 社 ，从 事 良 种 繁
育。山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米
玛次仁介绍，社区良种繁育基地大力推
广“藏青 3000”“山青 9 号”等青稞良种，
精选出来的一级包衣种子每斤可以卖到
3.5 元，一年仅售种的集体收入就达 300
多万元。

一方水土育一地产业。西藏坚持宜
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林、宜草则草，
大力建设“两江四河”河谷经济带，高标
准打造一批特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和产
业带，青稞、牦牛等传统“土”产业纷纷

“上新”，蓄势劲发。
无论挖掘什么资源，必须在生态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这是绝对的底线。但
保护与发展并非对立，如果视野足够开

阔，就会发现，土特产的“打开方式”不止
一种，高原“好味”可以是舌尖美味，也可
以是无形韵味。

背倚雪山、面朝碧湖，林芝市错高
村是一座百年古村落，完整地保留了工
布藏族传统村落建筑特色和民俗文化，
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错高村因
势利导，在古村旁新建新村，组织村民
销售藏装、藏饰、藏食，跳起非遗“错高
梗舞”。

“以前守着这么好的风景、文化却
不知道怎么用。”错高村驻村工作队队
长 丁 增 朗 杰 感 慨 。 既 卖 产 品 ，也 卖 风
景、卖文化，2023 年错高村人均收入 2.9
万元。

有什么样的水土，就播什么样的种
子；有什么样的资源，就发展什么样的产
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旦参透其中
之道，蓝天碧水净土就是生产力，民俗文
化也可做大文章。“西藏自然和文化特色
资源量多、面广、质优，这是我们打响高
原土特产品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
优势，也是最大底气。”西藏自治区副主
席次仁平措说。

特殊“配方”，提质增味

雨后初霁，57 岁的朗县洞嘎镇诺村
村民琼京走进自家辣椒地。已经挂果
的“小牛角”长势喜人，摘下一看，表面
呈现黑紫色，那是富含花青素的证明。
在 朗 县 ，像 她 这 样 的 辣 椒 种 植 户 有 近
6000 人，“小牛角”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
展的大产业。 （下转第二版）

世界屋脊开启“土特产”提味之旅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蒋欣然 吕兵兵

船行沂河上，时空交错，光影错落，
伴着音乐，河岸两旁错落的楼宇不断上
演着灯光秀，让人感受到时尚气息；漫步
竹泉村，竹林掩映，泉水叮咚，微风吹拂，
湖面上波光粼粼的竹影，让人感受到大
自然的灵气；憩息天马岛，登高远眺，湖
面开阔，青山绿水相映生辉，索道、漂流、
卡丁车等游玩项目不胜枚举，一秒带人
重温少年自在……

好客山东，亲情沂蒙！这是在山东
省临沂市举办的 2024 山东省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大会给记者带来的切身感
受。近年来，临沂大力实施文旅提质赋
能行动，全方位推动乡村和旅游深度融
合，坚持“以红带绿、以绿映红、红绿接
蓝、古今辉映”，不断提升文旅大市发展
水平。

沂蒙旅游声名鹊起，乡村旅游是最

大亮点之一。近年来，临沂深入推进农
文旅融合发展，着力打造本地化、特色
化的乡村旅游产品，乡村旅游成为推动
农村产业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引
擎，持续为乡村振兴聚力赋能。创建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镇 2 个、重点村 9 个，省
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29 个、景区化村庄
127 个，省级旅游民宿集聚区 5 个，星级
民 宿 86 家 ，打 造“ 沂 蒙 乡 愁 ”民 宿 109
家，临沂被授予“山东省乡村旅游示范
市”等称号。

乡村“坐拥”优势资源

今年“五一”假期，临沂位列山东省
内排名前五的热门出游目的地。为了获
得与城市生活不一样的体验，海量游客
涌入沂蒙山乡。

八百里沂蒙，纵横连绵，处处绿水
青山。临沂的乡村能被全国游客青睐，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底蕴深厚的文

化血脉是基础。临沂地貌类型多样，融
北国的粗犷风光与南国的鱼米之乡风
韵于一体，钟灵毓秀，仪态万方。北部
的蒙山，以“天然氧吧”“养生长寿”而闻
名，横亘数百里，七十二主峰、三十六洞
天，集险、奥、幽、旷、奇、雄、秀于一体；
蜿蜒的沂河，如镶嵌的玉带，纵贯全境，
充满灵气；南部的临郯苍平原，沃野万
顷，稻花飘香。

岱崮镇是蒙阴县“崮秀天下，世外
桃源”的核心区，也是岱崮地貌的命名
地，有着“天下第一崮乡”的美誉。旅游
区讲解员公茂芬说：“脚下的这片崮上
草原是岱崮地貌旅游区观赏群崮的最
佳之地，也是《美丽中国·临沂沂蒙崮
群》邮票的取景地。”崮上草原气候凉
爽，不少游客来此避暑，搭起帐篷，露
营、荡秋千，看云海、观日落，享受着高
山草甸奇特的自然风景和宁静的生态
之美。 （下转第四版）

蒙山沂水演绎乡村律动
——山东临沂市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见闻

关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阎红玉）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和台风的叠
加影响，吉林省德惠市防汛工作面临巨
大压力。为有效应对汛情，德惠市委、市
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
思维、底线思维，本着“立足于早、着眼于
防，提前避险、科学除险”的工作思路，举
全市之力，全力以赴抓好防汛各项工作，
确保安全度汛。

7 月 27 日 16 时起，德惠市启动了防
汛三级应急响应，依托市防汛抗旱指挥
中心，发挥立体化、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
作用，对 31 处江河重点部位进行实时查
看。市委主要领导亲自指挥调度，24 个
市直部门对接包保乡镇，抢险队伍、巡堤
查险人员快速集结上岗，气象、应急、水

利等部门进行实体化联合办公，精准分
析预判水情雨情险情，确保及时作出科
学部署。

德惠市委、市政府以“五大围堤”、堤
外 28 个村屯及边岗乡为重点，按照“先外
后内、有序转移”的原则，对群众进行预
防性转移安置。为保证转移群众在临时
安置点的正常生活秩序，全力加强转移
安置点管理服务，建立安置点责任制、人
员登记制、防疫消毒制、物资发放制和 24
小时轮流值班制等多项制度。各安置点
配备了公安干警和医护人员，确保转移
群众生活得到保障。

德惠市严格执行 24 小时领导带班
制度，确保信息报送及时、政令畅通。
进一步强化交通、电力、通讯运行保障，

提前谋划各类极端情况的应对处置措
施。在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
下，确保编织袋、救生衣、发电机、排涝
设备等防汛物资前置。结合域内江河
实际分布特点，对全市 506 公里江河堤
防按照分区段、全覆盖、无遗漏原则，逐
点逐段落实责任人。对域内 4 座中小型
水库严格执行调运计划，坚持科学合理
蓄 泄 ，并 安 排 水 利 专 家 在 重 点 险 段 驻
守，现场指挥处理各类风险隐患。加强
应急抢险队伍调度，形成三级抢险救援
队伍、行业抢险队伍、志愿者预备队协
同联动格局，同时对城区低洼易涝点、
地下商场等重点区域落实巡查责任，及
时排除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吉林德惠市抓早重防确保安全度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