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梦帆）7月11日，
世园会参展企业落户中关村延庆园签
约仪式暨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推介活动
在北京举行，5家世园会参展企业将落
户延庆。今后，5家世园会参展企业将
在土壤基质研发、种质资源研发、种业
贸易平台、盆栽植物组合、园艺衍生品
生产等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活动现场，延庆系列月季新品种、
经综合管理手段优化的果树种植工艺
……北京中关村现代园艺产业创新中
心的 12 家企业的新技术、新品种、新
作品同时亮相，吸引了众多关注。

据了解，2018年 5月，中关村现代
园艺产业创新中心落户北京市延庆
区，成为中关村园区中首个园艺产业
方面的创新平台。借助筹办举办世园
会契机，延庆区积极引进园艺企业，大
力发展现代园艺产业，构建具有延庆
特色的现代园艺产业集群。截至目
前，延庆区已引进中国农业大学园艺
学院、北京农学院都市农业研究中心、
北京农业科学院等 11家科研单位，以

及北京棕科植物新品种权管理有限公
司等 33家园艺企业入驻，形成现代园
艺产业聚集优势。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关村现代园
艺产业创新中心为现代园艺产业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进驻中关村现
代园艺产业创新中心的企业除可以享
受中关村及延庆区一系列相关扶持政
策外，延庆区政府与中关村管委会在去
年联合制定发布了《关于促进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现代园艺产业创新
发展的若干措施》，并且还将出台专项
办法，支持现代园艺企业发展壮大。

5家世园会参展企业落户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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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平坦整洁的柏油路直通农家；一座座灰
瓦白墙的新民居井然排开；绿树成荫的游园里，亭
台、长廊、花坛相映成趣……随着武汉乡村振兴首个
五年规划的出台，武汉黄陂木兰大道等四条乡村振
兴示范带将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乡村振兴，典型引路。今年5月17日，武汉召开

了推进全市乡村振兴示范带暨美丽乡村建设现场
会。武汉市将在黄陂、新洲、江夏、蔡甸 4个新城区，
分别以木兰大道、桂花大道、江夏田园综合体、嵩阳
大道沿线为重点区域，打造 8条一线串珠、集中连片
的乡村振兴示范带。武汉市将以主干道沿线 500 米
范围所涵盖的适度规模村湾（30 户以上）为重点，涉

及约 18 个街乡、106 个行政村、553 个村湾（30 户以
上），涉及农户26633户。

今年，武汉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将与军运会沿
线整治重点工程相结合。军运会海军五项项目比
赛，将在武汉北郊木兰湖水域举行。木兰大道贯穿
黄陂北部，是军运会保障线路和全域旅游主干道。

大道沿线集结了数千名工匠，倾力打造美丽乡村示
范带。武汉市黄陂区通过对木兰大道沿线可视范围
内的村庄进行整治提升，采取原位、异地两种方式集
中还建，同时带动沿线农村特色产业、基本公共服
务、基础设施和基层组织建设。

从木兰大道的改造，可一窥武汉市美丽乡村示
范带建设的逻辑。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
促进处处长张群表示：“武汉将重点开展美丽乡村示
范建设，大力实施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农村‘厕
所革命’、农村村庄生活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四个‘三年行动计划’，着力推进数字乡村战
略、农村综合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农村教育水平提升
等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完善提升工程，进一步
提升乡村振兴产业，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构建乡村治
理新体系。”

据了解，美丽乡村示范建设方面，武汉按照“小
拆小建大整治”的原则，因村制宜、规划先导，科学开
展沿线、沿片、沿带美丽乡村示范建设。重点支持改
善基础设施项目，适当支持生态停车场、供水、供电、
信息通信等项目，提升农村产业基础，改善农村生产
生活条件，促进产村融合发展。

在乡村振兴示范带范围内的村湾，全面推进“四三
行动计划”。主要包括村湾生活垃圾治理计划，推进“厕
所革命”，农村村庄生活污水治理计划，主干道、村湾连
接道路建设及提档升级和农村电网升级改造等。

完善示范带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包括
建设农村互助养老中心，提升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及
装备，建设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站等。同时，武汉
将在乡村振兴示范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全覆盖式
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行政村电商服务站，创新推进
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建
设用地点状供地和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等，简化办事
审批流程，充分激发示范带发展活力。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2019年，武
汉市还将以乡村振兴示范带为重点，完善党员群众
服务中心功能，打造示范型基层党组织，构建乡村治
理新体系。重点开展深化示范带“红色引擎”、强化
示范带“三风”行动、示范建设法治乡村三大工程。

据了解，四大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分为规划设
计、项目实施、验收巩固三大阶段。9月30日前，军运
会涉及项目的建设工程将全部完成。

王璐 殷旭 唐景淇

武汉借势军运会打造四大乡村振兴示范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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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晓刚 李昊

30多年前，他意气风发，怀揣着对畜
牧业的一腔热情和对乡村热土的挚爱，
毅然选择了当一名基层兽医；30多年后，
他年过半百，却依然坚守在自己所热爱
的岗位上，深入农村牧区，为养殖户们送
技术、解难题。他就是内蒙古兴安盟科
右前旗农牧业和科学技术局的王强。

有人不理解，那么艰苦的工作，那么
难出成绩的岗位，王强一干就是一万多
天。谈起王强的工作，养殖户竖起大拇
指，说王强是他们的“守护天使”。

1983年，刚刚高中毕业的王强，被直
接分配到五岔沟林业局，1000 多头牲畜
成为他服务的对象。因为实践经验不
多，而且单位里也没有从事这项工作的
同事，他只能靠自己在服务牧点的过程
中慢慢摸索。为了让自己尽快成长起
来，他经常到牧点，做防疫、解难题、做畜
牧服务随访工作，最远服务的牧包距工

作单位有50多公里的路程。
“那时的路与现在的路没法比，没有

车，更没有手机、电话等通讯设备，只能
经常下乡服务养殖户……”王强细数着
30年前后服务养殖户的差别。

羊肠小道、崎岖山路是王强最常走
的路，有时为了能尽早赶到养殖户家中，
王强经常选择走山路，山高林密、路陡难
行，一个背壶、一份干粮伴他度过一天。

“随牧医生”也成为牧民们对他的称呼。
在五岔沟林业局工作的 5 年，是王

强最为充实、最为劳累的 5 年。在这段
时间中，他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锻炼
了自己最无畏的品质，坚持为畜牧业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他一生追梦前行
的动力。

1988 年，王强调入科右前旗农牧业
局工作。那时候，牧民养殖技术水平和
农业机械化水平都很低，农民开展劳动
生产全依赖于骡、马等牲畜，因此，牲畜
一旦生病，农牧业生产就会受到影响。

只要是牲畜生了病，农牧民请求他帮忙，
他必全力以赴，毫不怠慢。

1998年的夏天，正值雨季，有一天下
午三点多，王强接到满族屯满族乡政府
人员的求助电话，需要他到布仁吉日嘎
拉家给羊看病。布仁吉日嘎拉家所在的
牧点位于中蒙边境的瑙门台沟，如果当
时立刻出发必会是半夜才到，如果明早
出发到达牧点也会是第二天的下午。王
强没有犹豫坐上车直奔满族屯满族乡方
向，经过 3 个多小时的颠簸，到达科右前
旗乌兰敖都嘎查，此时天色已晚。在当
地小卖部买些东西简单吃点后，王强马
上换乘越野车往牧点赶。到达牧点时间
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一点多了，王强一刻
也没休息，直奔羊群给羊看病。在王强
的医治下，牧点的羊慢慢好转了。

就这样连续7个春节，王强都是在边
境牧区度过的。每到早春接羔季节，王
强不分昼夜看护着羊群，困了就打个盹，
连续30多天没脱过衣服睡觉。2004年冬

天，王强被零下 40 摄氏度的寒流冻伤了
脸颊和手指，到现在还有后遗症。几十
年时间里，为了边境牧区抗灾保畜和养
殖生产，王强跑遍了科右前旗所有的乡
镇，诊断牲畜疑难病例 1 万头只次，有
记载的服务农牧户姓名电话日志就达
17 本。

“几十年工作下来，我感触最深的
就是，疫病风险远远大于市场风险，要
想让农民依靠养殖致富，除了靠政策支
持外，还得教会他们科学养殖的方法。”
王强说。

为此，王强主笔撰写了《科右前旗消
灭马传贫考核验收总结报告》，编写了

《农牧民科学素质教育宣传读本》。创新
成果包括边境草原牛、马单绳软固定快
捷采血法、治疗狼咬伤防蛆去腐生肌散、
治疗草原人畜冻伤的温浴鱼石脂。王强
通过“行为干预措施”使人和畜间布病感
染病例连年大幅下降，科右前旗因此每
年减少损失120多万元。

王强：草原牧民的“贴心人” □□ 本报记者 刘久锋

在乌蒙高原上的六盘水市，通过“三
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集体资产确
权到户，明晰的产权让集体资产活力更强。

在黔中腹地的安顺市平坝区塘约村，
农村资产“七权”同确，“村社合一”发展集
体经济，让分散的资源聚集化、模糊的产权
清晰化、集体的资产市场化，壮大集体经
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在黔北遵义的湄潭县，在过去“增人不
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础上，再创“确员定
股东、确权定资产、确股定归属、确管定经
营、平台定市场”的“四确五定”改革经验，
试点村实现“家家有资本，户户成股东，人
人能就业，月月有分红”。

……
如果要选取一个最能反映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时代精神的词汇，那一定是“改
革”。改革是农村发展的不竭动力，改革也
使贵州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月5日，在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贵州省农业农
村厅副厅长步涛介绍，1949年，贵州农业总
产值为9.1亿元，2018年全省农林牧副渔增
加值 2276.74 亿元，增长 250 倍；2018 年全
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716元，
比 1949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48.3 元，增长
201 倍；全省贫困人口从 1978 年的 1840 余
万人减少到 2018 年的 155 万人，贫困发生
率下降到4.3%……

这些数字直观地反映了贵州 70 年来
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贵州在农村建立
起了以农民群众集体所有为基础的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极大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生产
积极性，农业焕发出勃勃生机，现代化步伐
不断加快。

步涛介绍，解放前，贵州大部分农民居
住着草房和窝棚，穿的是麻布衣，极少家庭
有棉被，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
如今的贵州农村路通产业旺，“叉叉房”、草
房完全消失，百户拥有电冰箱 86.42 台、移
动电话 287.5 部、摩托车 54.2 辆。同时，农
村全面实施了九年义务教育免费制度，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保障基
本实现了全覆盖，农民过上了小康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大力实施“四在
农家·美丽乡村”六项小康行动计划，积极
开展水、电、路、讯、房、寨建设工作。农村
通乡、达村、进组、串户的小康路全面建成；
电力、燃气等进村入户，农村生产生活用水
条件得到根本改善。

“70 年来，在‘三农’的发展历程中，贵
州干部群众向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先后
创造了包产到户的‘顶云经验’，增人不增
地、减人不减地的‘湄潭经验’，‘村社合一’
的‘塘约经验’，推广农村‘三变’改革，推进
农村产业革命，为全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
贡献了贵州智慧。”步涛说。

2018年，贵州掷地有声地提出“来一场
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推动思
想观念、发展方式、工作作风变革，加快农
村产业发展，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新
时代“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当前，全省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的
热潮如火如荼，12 位省领导分别领衔推动
农业 12 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农村
发展方式正在从传统、低效、分散方式向现
代、高效、集约方式转变，从单一农业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转变，具有山地特色的
优势产业体系正加快形成。

“改革、创新、进取，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深化改革创
新，必定能够实现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
的宏伟蓝图。”步涛说。

农业总产值增长250倍 农民纯收入增长201倍

贵州70年“三农”发展成绩喜人

□□ 任清松 刘丽莹 黄浩珉

日前，在山东省临邑县林子镇西官道
村的小米辣种植基地里，技术人员正在为
该镇小米辣种植户讲解挂果期间的管理
方法。

“去年宋家村试种的小米辣喜获丰
收。今年，我们村也流转出了 21 亩地试
种，看这长势，今年亩产应该能达到 4000
斤，除去成本，亩均纯收入至少能达到2700
元。”西官道村党支部书记宋传强说。

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确保农民增收
致富，2018 年，林子镇经过深入调研、外出
考察学习，结合本地自然条件，发展了见效
快、收获期长、劳动强度低的小米辣种植，
并在宋家村试种了 200 亩，当年纯收入达
到 60万元。如今，该镇小米辣种植已扩展
到了 26 个村，种植面积也从最初的 200 亩
发展到现在的1100余亩。

近年来，临邑县以市场为导向，以农业
结构调好、调顺、调优为主线，重点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采取广泛调研、
政策宣传、技术指导、示范带动等方式，逐
步扩大种植规模，引导农民探索出了一条
特色种植增收之路。

走进孟寺镇北李村的千亩丹参种植基
地，丹参苗长势喜人。“我们考察了很久，丹
参种植可以当年投资当年见效，并且种植
丹参不是很挑地块。”北李村驻村干部段书
家介绍，“最初怕村民不接受，我们先整理
出几亩闲置土地进行了试种。去年，丹参
丰收，亩均增收3000余元。”

为引导群众种植丹参，孟寺镇聘请临
沂市蒙阴县丹参专家进行技术跟踪指导，
全镇56个村整理出1400余亩土地，形成了
周家、后胡、赵家、蒋家等 4 处百亩以上丹
参种植基地。

如今，特色种植正在临邑大地上蓬勃
兴起：兴隆镇的金银花已遍地开花，临盘街
道的哈密瓜已活跃在市场上，临南的油菜
花已引来众多游客观光……据统计，临邑
县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超过 10万亩，特
色种植点“土”成金，让有限的土地发挥出
了最大的经济效益，使黄土地上长出了“摇
钱树”。

“土地是农民生活最基本的保障，我们
将进一步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
展优质高效特色生态农业，努力打造出更
多更优的特色农业品牌，让土地‘生金’，让
农民增收。”临邑县委书记林春元说。

黄土地上长出了“摇钱树”

山东临邑发展特色种植助民增收

近年来，河南省叶县积极发展花卉产业。坐落于叶县任店镇的沁园恒达花卉种植有限公司，目前已建成了占地面积
418亩的花卉种植基地，花卉品种达60多种。这里不仅向全国各地销售花卉，还提供鲜花采摘业务，采摘的价钱高于批发
价，低于市场零售价，吸引了不少爱花人士前来采摘。图为游客在基地大棚内采摘玫瑰。 本报记者 戴军 摄

湖南衡阳举行
首届茶油美食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 吴砾星）一壶好茶油，尽享衡阳
味。日前，“中国油茶第一市”湖南省衡阳市举行
的首届茶油美食文化节亮相。本次活动由衡阳市
政府联合湖南日报社、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林业
局主办，旨在以节会为媒介，推动油茶产业与大餐
饮、大旅游、大文化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

节会期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沙及香
港等六地湘菜企业代表共同启动“百城千店共推
衡阳茶油销售联盟”仪式，衡阳市被授予“茶油美
食文化名城”荣誉称号，中国烹饪协会与衡阳市交
换创建“中国茶油美食地标城市”的协议。

遗失声明
北京舜唐餐饮管理中心将下列资料丢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章、税务登
记证、企业代码证，纳税人识别号为：
110108794055125。

特此声明
挂失人：陈晓军

2019年7月13日

云南为185万余名低收入
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据新华社昆明7月11日电（记者 林碧锋）云
南省日前启动城乡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价格临时
补贴与物价上涨联动机制，为符合相关条件的昆
明、曲靖、保山等 7个州市的 185.47万名低收入群
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根据云南省城乡低保保障标准基数进行测算
并依据相关政策规定，7个州市的城市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和特困救助供养对象补贴标准从每人每月
15元至31元不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补贴标
准从每人每月10元至17元不等。

据介绍，此次价格临时补贴发放工作计划于
今年7月20日前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