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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为充分体
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活困
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的关怀，日前，经中
央领导同志同意，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
理党费中划拨 19740 万元，专门用于 2020
年元旦春节期间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
老党员、老干部。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战斗

在脱贫攻坚一线的第一书记、驻村干部、村
干部、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以及“共和国勋
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和因公去世干部
家属要一并走访慰问。对村（社区）老骨
干、因病致贫的特困群众、确有困难的基层
党务工作者也可纳入走访慰问范围。

中央组织部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开展

走访慰问活动作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效的重要举措，高
度重视，精心组织，用心用情做好有关工作，
使走访慰问活动成为凝心聚力的暖心工
程。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落实配套资金，确
保在春节前发给慰问对象，做到专款专用。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19740万元用于
元旦春节期间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

□□ 本报记者 江娜 阎红玉 王岩

在吉林省长春市广袤的黑土地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头
脑灵活，从传统农业智慧中汲取力量；他们观念先进，在农业
现代化的道路上创新探索；他们注重可持续，在获取土地营养
的同时，关心土壤的健康。他们为黑土地注入无数“活力因
子”，让农业变得更加生机盎然。这群人，就是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

近年来，长春市大力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全市农民
合作社由 2011年的 1748个发展到 2019年初的 16063个，家庭
农场由2013年的310个发展到2019年初的4498个。

一坛酸菜水与农业文化遗产

东北人喜爱酸菜，自家腌的酸菜配着猪肉、粉条咕嘟咕嘟
炖着，填满了无数东北人的胃。

懂行的人都知道，酸菜的好坏在于水，有些酸菜水，更是
成了代代相传的传家宝。关长宝今年 40岁有余，和别人不一
样的是，他视若珍宝的酸菜水却是给稻米喝的。

关长宝是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五官屯种植业家庭农
场的农场主。九台区地处松花江平坦之岸，水热条件造就了
粳稻生长的优良空间。“我们家的米特别香，口感黏糯，米粒
洁白，因为我们的稻子是喝酸菜水长大的。”关长宝说，“九台
从清代开始就作为皇家贡米的生产地，稻作的传统工艺和文
化也从祖辈延续到了我的手里。”

记者在其塔木镇的满族民俗博物馆，看到了带有“皇粮”
字样的石碑，这块穿越300年的“皇粮碑”见证了祖先们的水稻
栽培历史，关长宝将流传下来的种植方法总结归纳为“五官屯
贡米栽培系统”。

据刘家满族村党支部书记卢荣辉介绍，所谓“稻子喝酸菜
水长大”，就是用酸菜水育苗。水稻更喜欢酸性的生长环境，
每年 5月，把冬天剩下来的酸菜水加水稀释用来育苗，不仅能
调整PH值，还能防治稻苗的稻瘟病。这套系统还包括使用诱
虫灯等物理防虫和赤眼蜂治虫，田间配合施用有机肥和化肥，
人工和生物除草等。平常别人家的地每亩560多公斤的产量，
到了关长宝的地里就变成了 660多公斤，增产效果十分显著。
目前，这套带有满族民族特色的栽培体系已经被列入第四批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九台五官屯贡米在销售上，除了给当地超商供货外，近几
年还注重开拓电商渠道。“微信、淘宝都有，从现在开始能一直
卖到来年。昨天一天就有10多个订单，北京、上海、河北、河南
的买家直接在手机上就跟我订个几十斤。接到订单以后，我
再用传统方法给稻米去皮，包装再发货。”关长宝说，目前他已
经积累了一批回头客，但他希望，从前的皇粮贡米能够被更多
的老百姓知晓和吃到。

不仅是绿色种植模式，五官屯贡米还利用民族文化来做
强稻米品牌。九台区农业局副局长邱信臣告诉记者，今年的
中国农民丰收节，村里组织了“满族丰收祭”活动，邀请前来游玩的游客和村民一起剪
纸、打糕、杀猪、碾米，还进行了割稻子比赛，在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中展现满族文化的
独特魅力，提高“中国皇粮贡米之乡”的知名度。“咱们老百姓谁都能种地，让好稻米走出
去、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才是五官屯贡米的出路。”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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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彭瑶

捧上一杯暖香清茶是中国人自古以
来的待客之道；一杯加糖加奶的午后红
茶从 17 世纪起就融入英国人的日常生
活；酷爱饮茶的俄罗斯人往往以“请来喝
杯茶”作为对友人发出的邀请；土耳其人
更是到了从早到晚手不离茶的境界；程
序严谨的日本茶道已成为一门内涵丰富
的艺术……

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尔来
已历数千年。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
古道、茶船古道，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
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茶从中国出
发，穿越历史、跨越国界，越来越受到
世界各国人民喜爱。今天，她已在全
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收割”了 30 多
亿“铁粉”。

这枚小小的“东方神叶”，带着清冽
的芬芳和温婉的品格，在不同国度、不
同文化的群体中广泛晕染，展现出人类

对和平安宁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如今，以“平等、包容、互鉴、分享”
为核心的茶文化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
精神财富。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12 月 19
日，由中国发起的“国际茶日”提案历时
两年之后，终获联合国大会通过。从此，
每年的5月21日将成为全世界爱茶人共
同的节日，这也必将对进一步推进世界
茶产业的振兴和茶文化的兴盛产生深远
的影响。

一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画卷每一帧
都浸润着茶香。《茶经》记载：“茶之为饮，
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尔后数千
年, 种茶、制茶、饮茶，茶已深深融入中
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
要载体。同时，“以茶为媒，以茶会友”，
茶架起了各国间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
梁，对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对很多发展中
国家而言，茶更是农业产业的支柱、农民
脱贫的希望。如今，全球产茶国和地区
已达60多个，茶叶产量近600万吨，贸易
量超过200万吨。

然而，作为与咖啡、可可齐名的全球
三大饮品之一，在全球范围内，茶叶应有
的价值和影响力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
挥。据国际咖啡组织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咖啡消费市场规模约为 12 万亿
元人民币，而同年茶类全球销售额还不
足咖啡的1/10。

不仅如此，全球茶叶贸易增长缓慢，
已持续低迷近 10年时间。据《世界茶叶
产销形势发展报告》，全球茶叶出口量与
总产量的比重已由 2008年的 41.7%下滑
到 2018年的 31.4%。茶叶出口价格长期
在低位徘徊，大部分茶叶原产国出口均
价仅为每公斤 3 美元左右，部分国家茶
农因茶叶种植回报率较低而弃茶改种其
他作物。

茶叶，从 5000 年历史中走来，她迫
切需要各国携手，为全球茶经济在新的
世纪注入新的活力，让古老茶文化呈现
新的光彩。

中国作为茶叶的故乡，作为茶种植
规模最大、产品种类最全、茶文化底蕴最
深厚的国家，责无旁贷！

多年来，中国一直以提振全球茶产
业、弘扬茶文化为己任，不断探索、孜孜
以求。习近平主席早在浙江工作时就
提出了“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
裕了一方百姓”的经典论述。党的十八
大以后，习近平主席更是多次在中外公
开场合谈论茶文化：在俄罗斯谈及“万
里茶道”、在比利时发表“茶酒论”、在巴
西激情论述“茶之友谊”……茶叶优雅
的身影与我国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君子
外交政策相得益彰，她在外交场合的频
频出现向全世界呈现出其独特的文化
魅力。

（下转第三版）

启幕全球饮茶时代的中国力量
——“国际茶日”诞生背后的故事

12月28日，浙江省长兴县画溪街道南石
桥村的党员志愿者和保洁员在南石桥邱家村
小塘一起开展巡河和保洁活动，清理河道内
杂草、树枝等漂浮物。从 2014 年至 2018 年，
长兴县财政累计投入75亿元用于河道清淤、
生态修复、污水治理、水质改善等治水工作，
落实各级河长 528 人，全县共设置河长公示
牌1407块，有力助推了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改
善，营造了全民治水护水良好氛围，守护绿
水青山。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浙江长兴：
冬季治水 扮靓乡村

本报讯（记者 高雅）12 月 28 日，中
国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会 2019 年会员代表
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央农办副主任、农
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全国政协
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委员宋建朝当选为
会长。

会议强调，研究会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团

结带领广大会员，拼搏奋进，共同努力，
为农业农村法治建设提供更多的理论和
实践成果，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智
慧和力量。

会议要求，研究会要认真落实农业农
村部党组要求，把握好正确政治方向，服
务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好法治理
论，推动好交流合作，规范好社团管理，扎
实做好各项工作，充分发挥智库重要作

用，把研究会打造成“三农”法治研究的
“引领者”、农业农村法治建设的“智囊
团”、涉农法律的“宣传队”以及涉农法律
人才的“储备库”，为农业农村法治建设提
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全国人大农委、全国政协农委、最高
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农业农村部、水利
部、国家林草局等部委和中国法学会有
关负责同志以及 200 多位会员代表参加
了会议。

中国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记者从
河南省政府新闻办获悉，近日，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等
11家部委联合印发通报，因河南圆满完成了
2018年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各项目标任务，
被评为“优秀”省份，排名全国第二；12月 2
日，河南省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工作领导小
组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河南省粮食安全市
长县长责任制考核结果，对驻马店市、漯河
市、信阳市、开封市、南阳市、滑县等成绩优
异的14个市县予以通报表扬。

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责任，2015年，河

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全面落实粮食安全
省长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和《河南省粮食安
全市长县长责任制考核办法》，明确粮食安
全省长责任制是省政府统一领导下的粮食
安全市长县长责任制和部门分工负责制，
成立了责任制考核领导小组，从 2016年起
开始对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府粮食
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年度考核。

一直以来，河南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作为重要的政治责任切实扛牢扛稳。截至
2018年底，累计投入资金 873.2亿元，建成
高标准农田 5957 万亩。率先完成粮食生
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划定工作，
全省共划定粮食生产功能区7944.16万亩，
重要农产品保护区 1032.15 万亩。加快建
设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创新中心，通过国家
审定主要农作物新品种 93个，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到60.7%，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达 82.6%。2019年全省粮食总

产量1339.08亿斤，再创历史新高。
要保障粮食安全首先要保护好农民

种粮的积极性。河南省坚持市场化取向
和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并重，周密制定粮食
收购方案，确保农民种粮“卖得出”，省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省财政厅、农发行等
部门建立 10 亿元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
基金，2018 年全省全社会收购粮食 620 亿
斤，市场化收购占比达到 94.6%，农民种粮
积极性得到有效保护。同时，河南先后与
18 个省（市、区）建立了长期产销合作关
系，全省粮食市场供应充足，粮食价格总
体平稳。

河南省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工作领导
小组有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实施粮食安全
责任制考核，各级政府粮食安全责任意识
明显增强，抓好粮食安全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显著提高，粮食安全的根基更加牢固，考
核“指挥棒”作用得到充分显现。

河南以责任制考核促粮食安全

笔者近日在某地农村看到，有些乡村
村务公开栏一年到头，内容也不更新一次；
有的更省事，将上级相关部门下发的预防
疾病、交通事故警示等花花绿绿的图片往
上一贴，就成了村务公开栏。

村务公开栏，是农村基层组织公布政
务、村务的重要平台，是广大农民群众掌握

政策、了解信息的有效载体。村务只有先
公布出来，然后才能接受广大村民的有效
监督和及时反馈。村务公开栏如此马虎了
事，民主监督又怎么可能有效果，干群关系
又怎么可能成为“一家亲”。

村务公开栏虽小，其作用不小，各地
村庄应该加强村务公开栏的建设与管

理。乡镇人民政府也应从加强基层社会
管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高度出发，指导定期
发布各类村民关注较高的信息。特别是
有些地方实现了村账乡（镇）管，对村务、
财务的公开工作，更应该实事求是及时向
群众公开。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村务公开栏应常更新
姚启超

□□ 本报记者 刘久锋

山地是贵州最大的省情和特色，村在山
中建，山在村中留。独特的自然地貌孕育了
贵州人与生俱来的依山靠山、吃山护山的生
存法则。千百年来，勤劳朴实的贵州人憧憬
着有朝一日能走出大山、融入世界，期盼着
外来客商能走进村寨、互通有无。然而，交
通阻塞，群山连绵，似一道屏障横亘在前。
贫困落后成为贵州的主要矛盾。

穷则思变。贵州历届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三农”，尤其是近年来，知弱图强的
贵州在“三农”发展新思路引领下，立足山
地资源禀赋，凭借分布在全省 86个县（市、
区）、854个乡镇、4700个村的1641个500亩
以上规模的坝区，大力推广种植高效经济
作物、优质粮油烟等作物和综合种养，提高
复种指数，提升产值和经济效益，开启了贵

州山地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征程。

理念引领，坝区建成“聚宝盆”

贵州多山且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
的省份，全省国土面积的92.5%是山地。

没有平原却有坝区，在贵州，面积超过
500亩的连片地块就可以称之为“坝区”，与
山地相比，在坝区发展种植养殖业，能够实
现一年一收、一年多收，产业发展可以达到

“吹糠见米”的效果。依靠土壤肥沃、光热
条件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一个个坝区像一
个个聚宝盆，展示着发展产业的美好前景。

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在充分调研论
证后，决定把加快推进 500 亩以上坝区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作为贵州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振兴农村经济和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重大政策措施。

在2018年实施农村产业革命取得突出

成绩、积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以发展12大
特色产业为主体，即茶叶、蔬菜、食用菌、辣
椒、水果、刺梨、竹、油茶、中药材、石斛、生态
畜牧业、生态渔业的产业发展思路，写进了贵
州省委、省政府文件，每个产业由一名省级领
导挂帅主抓。其中，发展蔬菜、食用菌、辣椒、
生态渔业的着力点，落在了坝区这块宝地上。

为全面推动坝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顶层设计，不仅
成立了省 500亩以上坝区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还出台了《关
于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 500亩以上
坝区农业产业发展的意见》，制定产值奖
补、基础设施建设奖补、政策性保险等支持
政策，印发《贵州省 500亩以上坝区种植土
地保护办法》，邀请省农科院、贵州大学的
有关专家制定了1641个“一坝一策”方案。

同时，贵州省在市、县也对应成立专
门工作机构，建立定期调度制度，定期召
开会议对各地工作推进情况进行集中研
判和督促。 （下转第二版）

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如何充分利用小
块的平地资源，让产业上规模、稳得住、有效益？且看——

贵州如何让1641个500亩以上坝区土成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