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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伟林

5月29日上午，黑龙江省林甸县先锋
村扶贫工作队长、驻村第一书记陈飞接
到了回原单位报到的通知。不到一个小
时，村委会里就挤满了前来送行的村
民。一些村民送来了鸡蛋，你家 10 个他
家 20 个地凑了 195 个鸡蛋，还有人送来
了自己采的蘑菇……

“陈书记在我们这儿工作 3 年，不拿
群众一针一线，不吃群众一粥一饭，这次
他要走了，我们把自家鸡下的蛋送给他，
表达一下心意。”村民刘洪英说。面对乡
亲们的盛情，陈飞无法推辞，他默默收下
了 195 个鸡蛋，然后给“爱心超市”捐了
500元钱，作为对乡亲的回报。

在这之前，听说村里第一书记陈飞
驻村期满要调离了，村民就自发写了一
封按满红手印的感谢信。一名村民还在
手印的后面写了一句话——“真不想让
他走，又怕耽误他的工作。”陈飞拿着感
谢信，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陈飞是大庆市委政策研究室派驻到
林甸县先锋村的扶贫工作队长、驻村第
一书记。先锋村共有 9 个自然屯、610 户
村民，贫困户就有133户。陈飞到先锋村
驻村后，一个屯一个屯走、一户一户进，
有的贫困户家走访10余次。

先锋村是奶牛养殖村，村里最多时
有9家奶站，但陈飞驻村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村里的奶站都因效益不好停止收奶
了，村民纷纷宰牛。陈飞引导村民调整
养殖方向，从养奶牛转变为养肉牛。村
民程友不打算养奶牛了，陈飞鼓励他成
立养牛合作社，抱团养牛，村里给找销
路，请技术人员指导。如今，程友家有 8
头牛，一头黄牛能卖 1万多元。2017年 2
月，先锋村成立益锋富强肉牛养殖合作
社，与大庆新月屠宰场合作，实施“公司+
合作社+农户”模式，以高于市场价 10%
的价格收购肉牛，共同打造大庆绿色肉
牛养殖基地。

2017 年 1 月，先锋村建起了“爱心超
市”，这在大庆市的贫困村里是首家。为

了建起先锋村的“爱心超市”，陈飞组织了
3次爱心大集，在大庆市里设置了捐赠点，
接收捐赠衣物 1万余件、图书 2500册、捐
款 3万余元，受益群众达 960多人。今年
为贫困户发放狮白鹅 2300只，为 34位 80
岁以上老人送爱心暖壶和水杯，为24名留
守儿童送书包、文具、衣服等物品。

村民辛敏和妹妹辛芳芳都双目失
明，爸爸辛永刚患有重症肾病综合征，妈
妈张凤琴是柔弱的家庭妇女。陈飞在走
访中发现，辛敏家里虽然贫困但收拾得
整洁干净，辛敏平时做按摩工作，还用微
信和外界语音交流。陈飞知道盲人也可
以用微信后，建议辛敏做“微商”。

2017 年春天，陈飞给辛家送去了单
位同事的500元捐款，加上“爱心超市”的
300 元配额，一共 800 元。辛敏从中拿出
100元钱，对陈飞说：“陈书记，谢谢你们，
也谢谢爱心人士。我收下这笔钱，这是
一份浓浓的爱，可我不能这样毫无表示
地收下，请把这 100 元捐给‘爱心超市’，
用它来资助比我更困难的人。”到了5月，

陈飞又送来 20 只小鹅雏，爱心人士保证
回收成鹅，20 只鹅雏喂大了，最少能有
2000 多元的收入。不久后，陈飞接到辛
敏电话，她提出申请退出贫困户。她说：

“我家的日子虽然不好，但是已经能保证
温饱。所以，我要退出贫困户，让大家看
看，贫困户同样可以站起来。”

2017年5月，市里改派扶贫工作队队
长和第一书记，陈飞本可以调回市里，但
先锋村面貌还没有彻底改变，他心有不
甘，想留下来继续为村民做一些实事，为
此他向组织上提出申请，表示了扎根基
层的决心。如今，在陈飞即将离开先锋
村之际，村里的133户贫困户早已减少到
16户，所有贫困户都住上了安全房，通村
水泥路也修通了，家家户户都吃上了自
来水，还建立起了 4 个种植养殖合作社，
发展合作社成员 55户，养殖肉牛 560头，
年增收 110 万元，为 115 户贫困户和 4 户
边缘户发放鹅雏 2300 只，户均年增收
1000 元，54 户贫困户种植绿色玉米 692
亩，增收 14万元。

村民脱贫致富的引路人
——记黑龙江省林甸县先锋村第一书记陈飞

公 告
闫礼：

现就你本人欠北京中圣明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债务
一事（具体金额参照（2016）京0108民初15831号民事判决
书和（2018）海执字第9495号执行案件）公告如下：

北京中圣明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6月17
日将对你的债权转让与曲彤，曲彤享有对你的上述债权。

特此公告。
北京中圣明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日

推进“三农”绿色发展是“三农”发展观的一场深
刻革命。近年来，浙江农村地区通过对生产、生活、
生态“三生融合”的持续探索，逐渐焕发出新面貌、呈
现新气质，奠定了浙江省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在
这一过程中，农业银行浙江分行与“三农”绿色发展
同频共振，得到了历届省政府的盛赞和表扬，连续多
年荣获服务浙江实体经济一等奖。

解困农村生态治理
走进浙江省嘉善县干窑镇新泾港附近的乡村，

只见两岸农房粉墙黛瓦、精致典雅，四周绿化环绕，
树木错落有致，远处小桥流水，游步道贯通河道两
岸。可就在几年前，这里的乡村还在散养生猪，导致
污染严重，河水又黑又臭，一派混乱不堪的景象。现
在，原来一些已经搬走的村民感慨地说：“以前因为
这里环境太差搬走了，现在看到整治得这么漂亮，后
悔了，想再搬回来。”

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治理效果，一是村
里的生猪养殖“退养清零”，二是当地积极开展河道
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浙江分
行为当地成功解决治理项目资金难题，在其中起到

了关键作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本身没有产生
经济效益，也没有抵押物，按银行的信贷政策是很难
得到贷款的。针对这类项目的资金运营特点，浙江
分行创新推出了农村水环境综合治理贷款产品——

“治水贷”，由农行先投入信贷资金，让项目启动，以
后再用分阶段到位的各级财政补贴及当地水利建设
资金进行还贷，一举破解了农村污水治理项目建设

“先支后收”的资金困局。
江水清澈见底，两岸风景如画。金融助力“水

净、人文、村美、民富”农村绿色发展，农行人走在了
前列。在浙江分行“治水贷”的支持下，浙江各地的
水利建设、治污项目不断上马，农村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在浙江金融系统中，浙江分行最先投身浙江省
生态建设“五水共治”工程，通过首创“治水贷”专项
产品，丰富水利项目担保方式，解决了财政治水资金
先支后收的时间差问题。

促进古村文化保护
在乡村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浙江省，要实现乡

村振兴，必须要处理好保护农村历史文化与村庄建
设的关系。古村落保护和乡村绿色产业发展的过程

中，不乏农行人的身影。
莪山畲族乡是浙江杭州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

乡，其中戴家山村平均海拔在 500 米,最偏远，没有
公共交通，也最贫困。如今，村里悄悄发生了变化，
路变宽了，树木绿化变好了，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也
建起来了，还多了许多特色民宿，俨然一副“世外桃
源”的模样。

戴家山村曾向当地农行三次申请贷款发展乡村
旅游，农行都是运用“美丽乡村贷”予以支持。“客商
想租赁古村中的 16 座畲族古宅改民宿，但资金缺口
很大。”犯了难的村“两委”求助农行，顺利获得了租
赁流转房屋的启动资金。“第二次借钱是用于村里基
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第三次借钱是因为引
进‘全球最美书店’项目，如今戴家山村民宿旅游产
业红红火火，这多亏了农行的支持。”一位村委干部
由衷感叹地说。如今的戴家村，坐落着多家精品民
宿，“慢生活”味道十足，成为了“网红明星村”，乡村
旅游带富了一方人。

过去，像戴家山村一样守着绿水青山，但苦于缺
乏资金，没法将生态资源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案例还
有很多。虽然美丽乡村建设有财政资金补助，但要

等工程先启动并验收通过后，财政资金才后补到
位。村集体因为缺乏启动款，往往无法开工建设。
为此，浙江分行创新推出“美丽乡村贷”产品，以单户
最高3000万元、中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形式，先发放信

贷资金，再用后续到位的政府资金作为还款来源，大
力支持农地整治、农房改造、农污处理、古村落保护
等新农村建设项目，目前已覆盖近 300 个乡镇，帮助
农村经济美丽“转身”。

在“两山”科学论断发源地浙江湖州，由农行信贷支持的全国首批国家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安吉鲁家
村“田园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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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晓刚 李昊）记者从内
蒙古农牧厅了解到，今年内蒙古春播生产
高质量完成，全区春播总播面积达13171.5
万亩，同比增加 337.8 万亩；粮食播种面积
10452.4 万亩，同比增加 387.6 万亩。农作
物呈现“总播粮播经济作物增加，其他作物
减少，粮食作物两增两稳一减”的态势。其
中粮食作物中，大豆、水稻面积增加，玉米、
马铃薯面积稳定，小麦面积减少，农作物结
构继续优化。

结合内蒙古“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10大
三年行动计划”，今春以来，内蒙古依托绿
色高质高效创建行动、有机肥替代化肥等
项目，以生产标准化旗县为重点，全面推进

“四控行动”，实现全区化肥农药双减少，用
水用膜双控制，质量效益双提升。截至目
前，全区推广秸秆还田 3500 万亩，较上年
增加1300万亩；实施耕地轮作600万亩，减
少高耗肥作物；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1
亿亩以上，比去年增加 500 万亩。实施绿
色防控面积达 1800万亩，专业化统防统治
面积 1500 万亩。建立绿色防控示范点 6
个，示范面积 3051亩，辐射带动 1.85万亩，
示范区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 30%以上，防
治效果 75% 以上。新增高效节水面积
305.55 万亩，在干旱区推广坐水种等节水
栽培技术近 900多万亩。无膜浅埋滴灌技

术推广面积达到910万亩。
据了解，今年春季以来，内蒙古东部粮

食主产区春播前期旱情比较严重，伴随大
风、低温天气影响，春播工作推迟 10 天左
右。5月中下旬全区大部地区先后出现降
雨过程，土壤墒情迅速好转，春播工作快速
推进。尽管东西部部分地区遭受低温冻害
和风雹灾害，但是全区农业生产仍是近年
来较好的一年，特别是东部粮食主产区农
业生产形势良好，目前苗情以一类苗为主。

针对内蒙古“十年九旱”的特点，内蒙
古在春播前印发了《科学应对厄尔尼诺全
力防灾减灾夺丰收预案》，及时发出预警，
各地密切关注土壤墒情，强化信息调度，持
续做好土壤墒情监测预警。春播前，内蒙
古主要农作物全产业链分析师团队分作物
发布了 2019年主要作物产业发展预测，并
深入盟市旗县开展农业技术宣讲，为农业
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和服务。内蒙古还进
一步完善农业保险运行机制，对原来由一
家保险公司承担业务的23个产粮大县和3
个农场管理局进行重新招标，引进竞争机
制，提高保险水平。各地也根据地方优势
作物和生产特点，不断创新保险业务，开展
全成本保险、大灾保险、期货保险、价格指
数保险等，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加有力的
保障。

内蒙古高质量完成春播工作

本报讯（记者 朱海洋）近日，来自全国
50 余所涉农高校的 140 余位党委书记、校
长和知名专家齐聚浙江省安吉县，在“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共同发
布了《安吉共识——中国新农科建设宣
言》，标志着我国高等农林教育发展进入新
时代。

在当天举行的新农科建设新闻发布会
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加快
建设新时代新农科，既是高等农林教育践
行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生态文明建设
重要指示的一个战略举措，也是高等农林
教育主动服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文
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一次战略行动。

记者发现，《安吉共识》的核心内容用
数字可以概括为“4432”，具体为：“四大使
命”，主动服务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
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四个面向”，面向新

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推动我国由
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助力乡村成为
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三条路径”，积极探
索实践融合发展、多元发展、协同发展新
路，加快培养创新型、复合应用型、实用技
能型农林新才，高标准建设好农林类一流
专业、一流课程和一流实践基地；“两大贡
献”，既为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也为世界高等农林教
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据了解，新农科建设将分步推进，唱响
“三部曲”。《安吉共识》作为“首部曲”，为新
农科建设画好了“施工图”。接下来，“第二
部曲”将在东北地区开启新农科建设“北大
仓行动”，为新农科建设打好“基础桩”。“第
三部曲”则将在首都北京推出新农科建设

“北京指南”，启动一批新农科建设研究与
实践项目，发出新农科建设的“开工令”。

全国新农科建设步入新时代

（上接第一版）
——规划先行，找准定位。通过编制

村子发展 5 年规划，明确将白虎头村打造
为一个休闲民宿基地、一个大枣生产体验
基地及一个具有生态观光、康体休闲、文
化体验等复合功能的“京郊最美乡村”的
发展定位。

——发挥优势，精准施策。依托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各中心的技术资源和优势，
将果品分级标准、低产劣质枣园高枝改接
技术引入村中，同时引进枣、樱桃、大桃等
果树新品种，百合、芍药、观赏甘蓝等观赏
植物品种，示范种植两个优质鲜食玉米品
种，为村子夯实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的基础。

——培训村民，依靠主体。专家对村
民实行分类培训，对果农开展枣树修剪、病
虫无公害防治、丰产优质等枣树栽培管理
技术讲座，对菜农开展花卉、蔬菜和作物等
栽培和管理培训，同时也对合作社负责人
开展培训，提升村内各类主体的科学素质。

——引进企业，资本下乡。为提升农
产品销售能力，打造品牌，帮助村子引入公
司，为村内小枣产品设计三套包装，提升白
虎头产品形象，促进了小枣销售。

通过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各项科技帮
扶工作，白虎头村的脱低增收路走得“蹄疾
步稳”，走出了一条科技帮扶的“样本路”。
同时，该院科技人员与村子形成良好对接
关系，建立了亲如一家的深切情谊。

“双百对接”专家到基层，真
情帮扶换来“丰硕果”

走进河北省隆化县耀翔种养殖有限
责任公司的蔬菜种植基地里，红彤彤的番
茄长势喜人。好品质的番茄为公司带来
每亩近 3 万元的增收，这正是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蔬菜中心研究员陈春秀“点对点”
帮扶的成果。

2018 年，针对帮扶公司生产的茄果类
蔬菜存在的耐运输性差、抗病性差、商品
性差、连作障碍突出等多个问题，陈春秀
选择 50个大棚引进示范一系列优新品种，
并全面推广倒茬轮作技术。同时，在园区
全面推行集约化穴盘育苗技术，大大减少
苗期病害，提高育苗质量。

“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田间地头
总有他们的身影”，这是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专家的真实写照。过去一年，陈春秀除
了每天跑京郊做技术指导外，她还往返北

京与隆化县 5 次。在她不辞辛苦的努
力下，帮扶的公司全面提高了园区的
技术管理水平，园区每亩大棚产量提
升 5500 斤以上，平均亩均增收 2.3 万
元以上。公司基地负责人感慨：“没
有北京农科院的专家，就没有公司如
今的效益，‘双百对接’给公司带来了
巨大效益，我们心里感激不尽！”

“双百对接”是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近年来为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利用
而实施的一项特色工程，仅 2018 年，

该院累计组织实施“双百对接”项目 204
项。为增加对低收入增收工作的科技支
撑力度，该院积极推动“双百对接”工作与
低收入增收工作相结合。

在推进“双百对接”帮扶增收工作中，
京郊涌现出一批该院帮扶的典型。其中，
生物中心专家为延庆区四海镇前山村引
进茶菊和食用百合优新品种，目前，该村
因“京水源”菊花茶入选农业农村部“一村
一品”示范村；林果院板栗专家为房山区
南窖村提供一系列板栗种植技术和管理
技术，帮助该村板栗产业从一个濒临淘汰
产业发展成为低收入增收主导产业。

实践证明，在该院各级科技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京郊低收入区域建立了一批新
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展示示范基地，有效
支撑了低收入产业发展，“双百对接”帮扶
工作取得可圈可点的成绩。

第一书记派驻到穷村，发挥
才干无愧“农科人”

清水镇梁家庄村地处门头沟区的深
山区，是一个人口不到 500人的小山村，也
是在全市“挂了号”的低收入村。谈起这
两年村子的变化，村民纷纷夸赞：“我们现
在有活干，有钱拿，吃上了旅游饭，这多亏
有了张书记！”

村民口中的张书记就是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派出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张涛。
自 2016 年驻村以来，他引入各类资源力
量，积极打造梁家庄“乡村休闲旅游”致富
产业。

梁家庄村是一座群山环抱的古村庄，
具有发展高端民宿的潜力。对此，张涛协
调北科建集团与区住建委联合打造“旅
游+农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开发闲置农

宅包装成精品民宿。通过一年多的工作，
他累计为梁家庄村吸引投资 4500 余万元，
是清水镇其余 20 个低收入村投资总和的
2 倍，全村 82 户 136 人实现脱低摘帽。梁
家庄这个长期默默无闻的落后小山村，如
今成为门头沟区的发展明星村。

除了张涛，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还选派
了一位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他就是西白莲
峪村的第一书记蔡万涛。为了帮助村子
早日找到脱低增收路，他紧抓西白莲峪村

“金瓜谷”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为村里引
进南瓜、菊花、月季作物新品种 100 余个，
组织开展玉米栽培、南瓜种植、花卉管理
等技能培训，组建了一支 12人的农技管理
团队，并创新应用废弃物循环利用、病虫
害综合防治、水肥一体化喷灌等 20余项新
技术，为村子的产业提升提供了坚实的技
术支撑。

在驻村帮扶期间，蔡万涛还积极发挥
自身才干，以“全链式服务+”为战略核心，
积极与旅游团、电商、企业集团进行对接
合作，为村里农产品设计了全新 LOGO 形
象、包装及标签，拍摄了宣传短片，并组织
旅游团进村休闲采摘。他还积极争取社
会资源帮扶，与北控集团、北京师范大学
进行资源对接，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助力
当地低收入人口增收致富。

“看到帮扶的村子有了点点滴滴的起
色，村民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心里
感到由衷自豪和高兴。我们将继续守住
初心，不负使命，展现农科人的风采！”这
是两位第一书记共同的心声，也是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的集体告白。相信，在即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所充满活
力的农科院一定能为京郊低收入帮扶工
作贡献更大力量！

勇担科技富农的使命

6月30日，河南省光山县泼陂河镇蔡围孜村荷田景区内荷花绽放，吸引众多游人前来
观光游览。近年来，光山县采取政府扶持、技术指导等措施，加快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鼓励
农民依托坑塘、洼地等，发展种植太空莲、荷花，推进全域旅游，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助力乡
村振兴。 谢万柏 本报记者 范亚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