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6月5日 星期二 农历戊戌年四月廿二 明日芒种 第10940期（今日八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55 邮发代号：1-39 农民日报社出版 E-mail：zbs2250@263.net

中国农业新闻网 网址：www.farmer.com.cn 手机：wap.farmer.com.cn

FARMERS’DAILY

□□ 蓝晨 本报记者 蒋文龙 朱海洋

在我国行政体系中，乡镇处于“最末
梢”，它的运行状况，直接关乎社会经济的
稳定发展。不过，随着社会事务的不断复
杂化，许多棘手的、责任大的事情，转嫁
成为“属地责任”后，却让不少乡镇“不堪
重负”。

针对这一问题，2015年，浙江省提出了
“提升乡镇统筹协调能力，探索建设乡镇综
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等
四个平台”的要求和目标，之后又将其与

“最多跑一次”改革相融合，打出了一整套
组合拳，目的就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

那么，浙江是如何进行这项改革的？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又出现了哪些好手段和好载体？带着这些
问题，最近，记者走进了作为试点先行和率
先整体推进的衢州市，看看当地怎样打通
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让飞跑的“马儿”吃上草

说起乡镇工作，龙游县龙洲街道党工
委书记严明华“苦水”不少。这几年，任务
越来越重，压力越来越大，动不动考核、督
查，稍有不慎，还有可能被问责。“过去总说
乡镇臃肿化，其实许多人并不归乡镇管。”

严明华的话不无道理。过去，权在县
里，事在乡里，相关部门在乡镇虽有机构和
人员，可条块分割、难成合力。乡镇责任
大，可在现行法律下，基本没有执法权，发
现了问题，很多时候也是管不着，因此实际
上职权和人员少得可怜。

对此，浙江一直高度重视，从率先提出
“四张清单一张网”，到之后的“放管服”，都
在努力破解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问题。那么，“放管服”如何延伸到基层？
浙江认为，作为最低一级政府，乡镇直接面
对老百姓，越是要扮演“无限政府”的角色。

既然法律的框架无法突破，那就必须从

体制机制的设计入手，让更多资源向乡镇倾
斜，使职权、力量围着问题转。于是，按照功
能划分，便有了“四个平台”这一重要抓手。

“四个平台，不是新成立机构，而是一
种柔性的、功能性的工作机制，统筹使用县
乡条块力量，优化行政资源配置，推进工作
重心和力量下沉。”衢州市编办政策法规处
处长徐凌飞解释说，尽管过去乡镇层面也
有协作平台，但与县里还是没有打通，“现
在，核心就在于县乡垂直层级的协作，弥补
割裂现状。”

力量如何下沉？记者看到，衢州的做
法是，将派驻机构干部的日常管理、调动
权、考核要求、工资福利分配权等方面下放
给乡镇，同时将这些机构在基层的日常行
政管理和执法纳入“四个平台”，以此来增
强乡镇的统筹能力。

改革意味着权力重构，万一部门推不
动怎么办？对此，衢州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并加大考核和督查力度，定期通报进度，对
工作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追究责任。

光有机制也不够，还得有实实在在的
改革措施。徐凌飞说：“正是因为这几年，
省里陆续出台了综合执法改革、市场监管
体制改革、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等这些单
项措施，才使得‘四个平台’短时间内能奏

效，它实际上已成为政府自身改革措施的
‘整流器’。”

严明华对此深有体会：“切实解决了
‘看得见、管不着’等困难问题，街道和派驻
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也更加顺畅了。”在龙洲
街道，通过“四个平台”这一载体，实现条块
结合、统一管理，人员增加了170%。

“七员八员”变“网格员”

“四个平台”的核心是统筹县乡，那么
到了村里，落脚点在哪里？过去靠的是计
生服务员、护林防火巡查员、食品卫生监督
员等“七员八员”，多人多岗，补贴微薄，经
常造成职责不明晰，有事又找不到人。

按照省里部署，衢州市整合了各条线
的网格员和信息资源，实现多员合一、一员
多用。简单说，每个村就是一个网格、一张
网，再将原先各条线协辅人员力量和补助
经费等资源整合起来，取名“全科网格”。

郑善英是柯城区万田乡慈姑垅自然
村的老村委，现在她有个新职务——专职
网格员。她每天都要在村里转几圈，发
现有矛盾、有纠纷、有垃圾乱堆等现象，
能现场处理的，就立马解决，不能处理
的，就通过手机信息平台上报给乡里的

“四个平台”。 （下转第三版）

一网管天下 小事不出村
——看浙江衢州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华北有句俗语，“头水早、二水赶、三水四水紧相连，一直
浇到麦开镰”，描述的是小麦传统种植为保丰产浇水次数多、
用水量大的问题。而今年“三夏”，华北麦区却改变了这一传
统灌溉方式：国家小麦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发布节水小麦
育种成果，石麦15、石麦22、衡观35、轮选103、邢麦7号、邯麦
13、冀麦418七个节水小麦品种在足墒播种、春季只浇一遍水
的条件下，亩产也能超千斤。

华北是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地区，常年的地下水超采导致
“漏斗区”面积不断扩大，其中农业用水特别是小麦灌溉用水
更是占据了三成，严重威胁着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节水
抗旱小麦品种的选育成功，对拧紧农业灌溉“水龙头”，促进
农业生产绿色转型有着重要意义。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良种作为集聚农业科技的重要
载体，是带有根本性的生产要素，也是农业发展的内生动
力。农业转型，品种先行。品种作为农业生产、农产品供给、
种植结构调整的起点，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具有基础
性、先导性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的首要问题是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
问题，种业的育种研发也以“高产”为目标，育成农作物新品
种达两万余个，实现5-6次新品种大规模更新换代，为保障
我国主要农产品供给作出重要贡献。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成为农业发展的主线，种业研发方向也应时而变，由高产品
种转向优质专用品种、由资源消耗品种转向绿色发展品种、
由粮食作物品种转向粮经作物并重品种。从此次“一水千
斤”小麦品种的发布可以看出，在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今
天，种业的先行作用越发凸显。

如何转变育种方向，发挥种业的先导作用，更好地与农
业转型、绿色发展相适应？

要以品种促进种植业结构调整。我国玉米等主要粮食
产品出现结构性过剩，尤其是东北地区玉米库存积压严重，
而大豆需求连年增长，供给却逐年下降，需要通过品种攻关，
培育一批能够推进东北地区调减玉米、扩增大豆种植面积的
新品种。要以品种提升农产品品质。在新型城镇化加快推
进过程中，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结构逐步升级，不仅要吃得饱，
而且要吃得好，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显著增多，品种攻关要在
改良品种品质方面下功夫、在品种多样化、特色化方面下功夫。要以品种推动农业
生产成本下降。“一控两减三基本”是解决农业面源污染的基本要求，也是降低农业
生产成本的重要途径，通过品种攻关，培育和推广一批抗旱、抗病虫、氮高效利用、
适应机械化的绿色新品种，减少水、肥、药用量和人工成本，从而大幅度降低农业生
产成本。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作物良
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围绕产业需求，整合各方资源，从体制机制上释放育种创新
活力，培育了一批媲美国际知名品牌的优质水稻、节水抗旱与抗赤霉病小麦、优质
高产大豆、机收籽粒玉米等新品种。农业农村部还明确提出，到“十三五”末，创制
一批具备节水、节肥、抗病虫、耐盐碱等绿色育种新材料，选育一批节水5%、节肥
10%、节药15%以上，优质率提高10%以上的绿色优质新品种。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强农重种，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种业转
型，比任何时代都更加紧迫。只有加快推进种业由产量数量型向绿色效益型、由资
源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由粮食种业为主向粮经饲特种业并重转变，农业转型升级
才能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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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西省朔州市苜蓿青贮行动计划启
动了，朔州市集中调运各种大型收割、捡拾、裹
包机械，开始大规模的苜蓿青贮。

据悉，截至目前，朔州市苜蓿种植面积已达
17万亩，今年第一茬预计可收获3.5万亩，青贮
量3万吨左右，第二茬可收获7万亩，青贮量10
万吨。

山西省农业厅牧草站站长杨国义介绍，山
西省被纳入粮改饲试点以来成效显著。在苜
蓿上，有效克服了当地雨热同季苜蓿干草制作
难的瓶颈，为国产苜蓿替代进口苜蓿找到了路
径，国产苜蓿在山西已经形成种植、收贮、加工
利用、销售一体化的产业体系。

薛礼伟 本报记者 吴晋斌 摄

山西10万吨苜蓿
青 贮 行 动 启 动

本报讯（李昊 记者 马晓刚）初夏时
节，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
旗恰台吉村的千亩有机水稻种植区迎来
插秧期，田间地头到处是农民忙碌的身
影。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
究员林少扬团队为育种所建设的“数码
农场”前几天刚完成插秧。

这个“数码农场”是面积 10 亩的水
稻田。而之所以叫“数码”，是因为这里

的 11 万株水稻，每一株都有独自的编
号，用来精确记录和收集水稻的DNA信
息和农艺性状等，每一株都有独立的成
长档案和可追溯体系。

“数码农场”由内蒙古稼泰绿色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在北京室内播
种再邮寄到土默特左旗进行浸种、催芽，
最后移栽插秧。林少扬介绍，“数码农
场”主要运用染色体组设计分子育种技

术，分析某品种水稻生产应用中的基因
缺陷，并加以精准改良，可以挖掘适宜不
同地区种植的不同水稻品种。

林少扬说，“数码农场”每一株水稻的
位置都是固定的，顺序不能错乱，有几千
万个序列的信息存在电脑里。研究人员
将以这些信息及数据为基础，分析选育出
满足不同生态需求、生产需求的水稻新品
种，并探索集约化、规模化种植新渠道。

土默特左旗地处北纬 40度，是适应
种植水稻的地区。目前，内蒙古稼泰绿
色农业公司通过将盐碱地有效改良，已
经培育出适合当地生长的水稻品种。公
司董事长文瑞介绍，通过与各科研院所
联合，培植优良适宜新品种，能够提升农
业经济效益。“数码农场”对挖掘内蒙古
水稻适宜品种资源、扩展稻米生产具有
重要意义。

内蒙古首家“数码农场”投入使用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记者 侯雪静）
记者从国务院扶贫办了解到，日前，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启动 2018 年脱贫攻坚
督查巡查工作，决定于6月至9月，分三批、
每批 7 天至 10 天对中西部 22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开展督查巡查。

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的规定，22
个督查巡查组均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成员带队，抽调有关单位人员组成，并邀
请各民主党派中央派员参加。

据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督查巡查的主要任务是，对 2017年省级

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发现问
题的整改情况进行督查巡查，指导地方改
进推动工作。督查巡查主要采取实地调
研、暗访抽查、受理举报等方式进行，要求
不提前打招呼，深入一线、直插基层、进村
入户，到县随机抽取乡村，察实情、听真话，
确保掌握鲜活真实的第一手情况。督查巡
查将坚持问题导向，直奔主题、直面问题，
把督导问题整改落实作为重中之重，推动
整改工作取得实效。要求被督查巡查地区
把工作重点放在扎实整改问题上，如实提
供资料和有关情况，全力配合督查巡查组
的工作。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分三批
开展 2018 年脱贫攻坚督查巡查

□□ 黎静 本报记者 吴晓燕 鲁明

已经在山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李宗
永，一开始不愿意搬到山下那个几十公里
之外的移民新村去住。

“虽然横梁乡山大沟深，海拔3000多米，
地里的收成也只够解决温饱，但心里总舍不
得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也担心搬到川
区之后靠什么填饱肚子。”日前，在甘肃省武
威市古浪县西靖镇兴民新村社区，正忙着装
修新房子的李宗永说。知道难离故土的他不
愿意搬，当地干部一面跟他算收入对比账，一
面请他去移民新村考察——这里紧临“金色

大道”公路，交通方便；新村有幼儿园和小学；
除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外，新村还配备了
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设施……看到搬入移
民新村的乡亲们的生活发生的变化，今年2
月，李宗永终于决定下山入住兴民新村。“下
山后，在政府扶持下，我养起了羊、盖起了蔬
菜大棚，之前担心的收入问题也解决了。”

挪穷窝、拔穷根，让群众生产生活方式
发生根本转变，李宗永只是受惠于武威易地
扶贫搬迁工程数以万计的贫困群众之一。
近年来，武威市打出生态治理、扶贫开发与
新农村建设高度统一的易地扶贫搬迁“组合
拳”，以富民产业培育和易地搬迁为重点的

扶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武威市市委书
记柳鹏说，在坚持群众自愿原则的基础上，
既要对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缺乏稳定脱贫
条件的农牧民应搬尽搬，又要统筹搞好移民
区小康住宅规划建设、富民产业培育、
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和迁出地生态恢
复，特别要注重后续产业发展，确保贫
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挪穷窝 拔穷根
——深山农牧民下山开

启新生活

横梁乡所在的古浪县南部山区，

农 业 基 础 条 件 薄 弱 、产 业 结 构 单 一 。
长期以来，制约群众增收致富的行路难、就
医难、上学难、饮水难、就业难、增收难问题
突出。 （下转第三版）

“组合拳”打出农民致富新天地
——甘肃省武威市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纪实

一位村“第一书记”介绍，有村干
部为了不为难他这个“外来和尚”，经
常会阻碍一些村民找他反映这事那
事。对此他感慨，“群众反映问题，你
怕 什 么 ？ 该 怕 的 是 群 众 有 问 题 不
找你！”

一句“你怕什么？”点出了当好“村
官”的重要内涵。群众有了问题第一
时间向你反映，代表的是对村干部的
信任。只有畅通群众意见表达渠道，
深入了解群众所需所想，才能有效把

“上面千条线”和“下面一根针”串连起

来，有效解决群众问题，更好汲取群众
智慧。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第一书记”
作为外来干部，不仅要从自身做起，积
极接受群众反映问题并解决问题，而
且要推动更多当地基层干部从制度
上、源头上倾听群众意见，有力推进乡
村善治。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该怕的是群众有问题不找你”
张伟宾

新华社银川6月4日电 6月 4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宁夏回族
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自治区主席咸辉陪同
下在银川市考察。

在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李克强听取了宁
夏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工作汇报，银川智
慧互联网医院覆盖了全区所有社区乡镇，实现
了远程诊断。李克强与联合诊疗患者的社区
医生和北京专家在线交流，勉励他们当好群众
健康守护者。李克强说，运用“互联网+”促进
重点民生领域改善潜力巨大。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深入推动“互联网+”行动，让那些目前难
以直接配置更多优质资源的基层和贫困地区
的群众，也能更方便获得好的公共服务，这有
利于促进公平。他希望宁夏在创建“互联网+
医疗健康”示范区上走在前列，惠及各族群众
及周边地区，国家会积极支持。

李克强来到闽宁中学，了解开展“互联
网+教育”情况。“智慧教室”里学生们人手一
个平板电脑，向总理展示上面集成的教育课件

和彼此分享的学习心得。李克强说，教育是获
取知识、促进起点公平的关键，“互联网+教
育”可以让贫困地区孩子也能听到好老师的讲
课，开拓他们的眼界，点燃改变人生的火把。
目前农村信息基础设施落后，要加大政府投
入，解决网速慢、资金不足等卡脖子问题。他
还关切询问教师收入，叮嘱地方同志要做到义
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
工资水平。

李克强来到 iBi 育成中心，这里聚集了近
500家创业企业。 （下转第二版）

李克强在宁夏考察时强调

让“互联网+”更多惠及重点民生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