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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禤君 欧蓝天 本报记者 高飞

2017 年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比较缓慢，村集体经
济收入 2 万元以下的薄弱村占到 60.2%。
为改变这一现状，玉林市委、市政府决定
全面实施村级集体经济“燎原工程”，重
点推行政策先行、多业态发展、试点示范
等措施，扶持一批集体经济薄弱村，壮大
一批集体经济强村，推动全市村级集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统计，目前玉林市所有行政村集
体经济年收入超过 4万元，其中 652个村
超过 5 万元，266 个村超过 10 万元，93 个
村超过20万元。

坚持政策先行 激发发展活力

“今年实施‘燎原工程’在项目资
金 、资 源 等 方 面 政 策 扶 持 力 度 更 大
了。”玉林市陆川县基层办负责人杨胜
远说。在去年《玉林市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三年工作规划》基础上，玉林市
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协同推进、
合力发展”的原则，建立健全市、县、乡
三级项目库，整合相关项目资金，从
2019 年起连续 3 年每年扶持 100 个集体
经济薄弱村，每村给予不少于 50 万元
扶持资金。

“在项目投放方面，对于技术要求不

高、单个项目投资额在200万元以下的公
共项目，优先安排具备条件的村级集体
经济组织负责实施。”玉林市北流市集体
经济办负责人冼家文说。

今年，北流市以278个村民合作社为
项目建设主体，下设劳务公司负责承接
项目具体工作，实施土地整治工程，一期
土地整治工程有630个项目，涉及建制村
209个，区域总面积8750亩，共获得756.2
万元收益分成。

除此之外，玉林市还在充实村级集
体“三资”、实行单位挂点帮扶、培育新型
经营主体、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等方面
出台具体措施，不断完善扶持发展村级
集体经济政策体系，激发全市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活力。

2019 年，玉林市通过全面实施村级
集体经济“燎原工程”，共整合各类资金
约2.69亿元，建设789个村级集体经济项
目，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总额达 1.04
亿元，同比增长187.82%。

综合施策推进 壮大特色产业

位于玉林市博白县菱角镇石柳村的
沃柑基地，成片的果树上挂满沃柑。看
着硕果累累的沃柑树，昔日荒坡变“金
山”，乡亲们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为了解决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低的
难题，我们村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

农户’模式发展沃柑产业。”博白县菱角
镇石柳村党支部书记廖克东说。目前，
该村种植沃柑 9000 多亩，获评第八批全
国“一村一品”（沃柑）示范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可达23万元。

玉林市创新多业态集体经济发展
模式，通过推行“特色产业法”“乡村旅
游法”“‘头雁’引领法”“电商助力法”
等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十法，走特色发
展道路，打造玉林集体经济发展特色
品牌。

在陆川县，马坡镇新山村将村集
体、村民山岭、荒田流转到陆川县绿丰
农业专业合作社种植橘红，种植规模有
2000 多亩，建成了种植面积位居全国前
列的橘红基地，村级集体年收入达 15.2
万元。

在玉州区，城北街道西岸村依托“翠
美田园”现代农业示范区，大力发展番石
榴产业，种植规模超过2000亩，建成广西
最大的番石榴生产基地，村级集体年收
入超过12万元。

目前，玉林市发展特色产业的村有
215个，发展服务经济的村有106个，发展
物业经济的村有435个，实行联合经营的
村有541个。

强化试点示范 助推提质增效

“自良镇利用容县‘中国沙田柚之

乡’的优势，推进沙田柚特色小镇建设，
示范村中平村集体经济项目辐射带动周
边 12 个行政村建成了一条东西长 7 公
里、南北宽 5 公里、总面积约 5 万亩的沙
田柚产业示范带，总产量有 4 万多吨，产
量占全县的 1/3。”容县自良镇党委书记
周达喜说。

玉林市按照“树得起、立得住、推得
开”的标准，统筹抓好资产经营型试点、
产业配套型试点、资源开发型试点、为农
服务型试点，打造了一批示范村、示范
社、示范基地。

“为加强典型示范作用，玉林市委组
织部编印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案
例选编》，挖掘许多好经验好做法，让基
层学有标杆、干有榜样。”兴业县委组织
部副部长吴承能说。

在乡村振兴旅游示范村福绵区福绵
镇十丈村，周边村与十丈村联盟，利用十
丈村的旅游资源优势、产业资源优势，共
同注资130多万元到村民合作社，一同参
与乡村旅游项目，打造经济发展共同体，
抱团实现村集体整体创收。

目前，玉林市构建了自主发展、试点
引领、全面提升的发展模式，市集体经济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通过送规划、送
资金、送政策、送技术、送项目等措施，打
造了 67 个示范标杆村，引领全市村集体
经济发展。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

点燃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燎原之火”
本报讯（记者 毛晓雅）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 15 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将从2020年7
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森林法坚持以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生态优先，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坚
持保护优先，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坚
持分类经营管理，实现森林资源永续利用；
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保护林业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修订后的森林法在结构上作了较大调
整，从1998年森林法7章扩展至9章，条文
数也从49条增加到84条。在整体结构上，
把握国有林和集体林、公益林和商品林两
条主线。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明确森林权
属，加强森林权属保护，调动全社会造林绿
化的积极性；实施森林分类经营，突出公益

林和商品林主导功能，培育稳定、健康、优
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强调规划统领，
发展规划与专项规划相结合，科学确定森
林资源保护利用结构和布局；加强森林资
源保护，合理界定政府、部门、林业经营者
的职责，用最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森林、林
木和林地；改革林木采伐管理制度，坚持

“放管服”相结合，增强林业发展活力；加大
扶持力度，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保
障森林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明确目标责任，
强化监督检查，实行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
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等。

森林法是林业发展的根本大法，生命
力在于实施。下一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将加大学习宣传培训力度，抓紧完善配套
规定，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加大行政执
法力度，确保森林法落地生根。

新修订的森林法将从2020年7月起施行

本报讯（记者 侯馨远）日前，民政部在江
西省抚州市召开全国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
设经验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精神。会上同时发布10个“第一批全
国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典型经验”。

会议指出，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国家
行政机关，直接面向基层社会，直接联系服
务农村群众，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
重要执行者。在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前夕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推进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意
义十分重大。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国务院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全国乡
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也取得了积极成效，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体系正在形成。
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就是要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加强乡镇
党的领导、强化公共服务功能为引领，统筹
推进乡镇体制机制、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等
重大改革任务落实落地，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
增强农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会议要求，下一步推进乡镇政府服务
能力建设要加快机制创新，在构建“千条线
一张网”格局上下功夫；加快职能转变，在
强化乡镇政府服务功能上下功夫；加大各
项投入，在优化乡镇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
置上下功夫；强调兜底保障，在乡镇政府提
供“七有”基本公共服务上下功夫；坚持供
给侧改革，在建立健全便民服务机制上下
功夫。要继续大力培育乡镇政府服务能力
建设典型，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
面推动整体工作。要总结推广各地好经
验、好做法，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
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国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典型经验发布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我们做警察的，遇到困难总是想着
冲在第一线，王进20年前就是这样牺牲
的，一切都好像刚刚才发生。”如今，回忆
当初同一个派出所的战友牺牲在抓捕现
场，时任派出所副所长的冉启忠心里依旧
无比悲痛。

王进，1970年生，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
族自治县人，土家族。1990年7月，王进考入
贵州省人民警察学校，1992年8月参加公安
工作，在贵州省松桃县公安局永安派出所任
民警，三级警司。

时间倒回至1999年，这是王进参加工作
的第7年。当年8月初，松桃县永安派出所接
到群众举报称，一名在逃人员正在永安乡一
家饭店用餐。接报后，副所长冉启忠立即组
织民警和联防队员前往抓捕。

抓捕过程中，在逃人员李某周暴力拒捕
逃脱，沿着公路向山坡拼命逃窜。情急之下，

追捕民警鸣枪示警。
此时，因病在家休假的王进听到了枪声。

凭着多年的职业敏感和工作责任心，他立即冲
出家门朝枪响的地方跑去。通过围追堵截，在
逃人员李某周被逼至穷途末路。

就在王进直扑过去抓住在逃人员李某
周的一瞬间，丧心病狂的李某周掏出自制的
黑色炸药包，并拉开拉火环。炸药包在很短
时间内爆炸，李某周当场毙命，王进壮烈牺
牲。牺牲时，王进29岁，他的女儿刚满两岁。

自参加公安工作，王进始终牢记并努力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勤勤恳恳，
恪尽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默默奉献。
他曾受到嘉奖，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1999
年10月，王进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
模范称号。

新华社记者 汪军 施钱贵
据新华社贵阳12月29日电

王进：抓捕遭遇爆炸，英雄壮烈牺牲

12月27日，在河南省新蔡县栎城乡张庙村草莓温棚内，成熟的“天仙醉”“红颜”等品种的
草莓，吸引游客前来采摘尝鲜。近几年，张庙村利用紧邻县城的区位优势，建立起集种植、采摘
于一体的草莓扶贫种植基地100多亩，带动了当地农户发展草莓增收致富。 宋超喜 摄

本报讯（记者 付伟）近日，首届广东渔
业种业博览会在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开
幕。展会聚焦渔业种业创新发展，全方位
展示粤港澳大湾区渔业科技合作融创成果
及多维交易模式，有力推动渔业健康、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

本届博览会以“种业兴渔新动力、绿色
湾区新动能”为主题，以名特优水产种苗为
核心，分为“渔之路、渔之兴、渔之话、渔之
味、渔之韵、渔之盟”6大板块。超百家企业
参与，展示近千个品种。开幕式上还举行了
广东渔业种业服务平台上线仪式，水产种业
创新联盟、广东省水生动物卫生协会成立仪
式，并为广东渔业种业十大名优品种、广东
水生野生动物救护科普基地授牌。

广东省既是全国水产养殖第一大省，
也是水产种业大省。目前，广东共有水产种
苗场2000多家。2018年，广东淡水鱼苗产
量超过8200亿尾，占全国总产量60%以上；
南美白对虾苗产量超4497亿尾，占全国总
产量40%以上；海水鱼苗产量超过50亿尾，
占全国总产量近40%。其中四大家鱼、罗非
鱼、南美白对虾、加州鲈、生鱼、鳜鱼等多个
品种种苗产量多年稳居全国榜首。

据了解，广东省将以举办首届渔业种
业博览会为契机，深化渔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强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发展规
模渔业、科技渔业、品牌渔业，高水平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舌尖上的水产品需求”。

首届广东渔业种业博览会开幕

贵州如何让1641个500亩以上坝区土成金

为黑土地注入“活力因子”
（上接第一版）他说，“所以就需要我们把文
化做好，用文化给产品赋值，用品牌的力量
提高五官屯贡米的知名度。这条路走好
了，大家都能受益。”

目前，“九台贡米”区域公用品牌已经
完成注册，植根于五官屯“皇粮米”的品牌
建设正在逐步推进。在这片土地上，一批
和关长宝一样的农场主，正在努力让全国
的消费者知道，吉林大米很优秀！

为农民架起走向市场的桥梁

榆树市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在全国
名列前茅，素有“天下第一粮仓”之美誉。
在去年 10月的中国·黑龙江首届国际大米
节上，吉林省榆树市两个大米品牌入选

“2018 中国十大好吃米饭”。肥沃的黑土
地、丰沛的松江水，让榆树粮食生产“天赋
异禀”。

在榆树市于家镇，有一个身影也在忙
碌着。“你看这昨天给徐州装的一火车皮黑
米，库里是一袋不剩了。”李财是榆树市蓝
河坝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同时也是
蓝河坝米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所在的
于家镇坐落在松花江流域的拉林河西岸，
与五常市仅一河之隔。但他不走寻常路，
主打差异化，除了东北常见的稻花香大米
之外，还种起了江米和黑米。

“2009 年我们合作社成立的时候只有
6 个人，那时已经开始做江米和黑米这两
个品种了。到现在社员已经达到 327 人，
订单种植面积有 9 万亩，年产优质稻米 6
万吨。我敢说，全国黑米做得最好的就是

我们！”据李财介绍，江米和黑米属于经济
作物，分别是酿酒和提取黑色素的重要原
料，深受南方和国外市场的喜爱，价格也
相对比较高。

李财觉得，种地就是凭良心。合作社
经过他手的水稻，坚持绿色种植，公司还配
备了全套的现代化大米加工生产线，包括
色选机、干燥机等，以工业化生产来保证产
品质量，实现稻米的精深加工。“现在我根
本不用出去找客户，江米、黑米根本就不够
卖。”他说。

“除了我们合作社流转土地外，我
们还与百姓签了订单，我们统一提供种
子和种植技术，农户按照协议的时间和
方法来种植，成熟后还有最低保护价收
购，每公斤能比市场价高出 1 元钱。”李
财说。

五棵树镇广隆村的天雨机械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丛建对经营也有自己的理
解。“农业要想现代化，农民办的企业先要
实现现代化。”经过慎重考量和股东表决通
过，合作社在前些年就进行了大面积的种
植结构调整，少种玉米，主种大豆、高粱、谷
子、花生，还自办了一间植物油厂。“一次看
似有些冒险的主动求变，让我们抢占了市
场先机，企业年收入已超过千万元，股东分
红年年涨。”他说。

像李财和丛建一样的新农人不仅懂经
营，还尊重土地、尊重农民，一个合作社、一
家公司就能辐射带动一批农民致富。据榆
树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武介绍，这批新农
人依托当地特色产业，引导农民按照市场

变化和市场需求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
结构，架起了农民走向市场的桥梁，加快了
农业市场化步伐，促进特色农业和优势农
业发展。

新技术的尝鲜者和推广主力军

再将视线转向农安县。
农安是吉林省产粮大县，也是全国全

程机械化示范县。据农安县农机局局长易
宝庆介绍，在农安县，秸秆可是个宝。今年
该县共推广了 160万亩秸秆覆盖还田保护
性耕作技术，成为全国推广该项技术面积
最多的县。

记者来到合隆镇陈家店村的一处耕
地，前不久在这里召开的长春市 2019年全
程农业机械化现场会留下了一个深达 1.5
米的土壤剖面图，今年刚收割完的玉米秸
秆在地表留了 20厘米的茬，但长出的根茎
长达 1米，深入地下。地表以下土质松软，
细看还有一些蚯蚓洞。陈家店村党支部
书记付升学说：“这就是秸秆覆盖还田的
好处，这块地免耕覆盖以后，开春做一遍
深松，用我们自己研制的深松机在地里走
一遍，水和养分就能保留下来，措施效果
显著。”

说起秸秆覆盖还田，农安县亿家缘
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生力有一肚子
话要说。“也是机缘巧合，那年我外出打
工回来得晚，没有赶上耕种的时节，听说
有种技术可以免耕，我就试种了 45 亩地，
没想到效果挺好。”陈生力告诉记者，“农
安十年九旱，往年光是春耕用水，就得花

上 1000 元。把秸秆粉碎还田，相当于给
土地盖了一层棉被，不仅能保水保墒，秸
秆还增加了土壤空隙，提高了肥料的利
用率。综合算下来，除去劳动力，每亩能
减少 1700 多元的支出，相当于每亩增产
83 公斤。”

从那年后，陈生力在巴吉垒镇四合
村成立了合作社，专门给人做代耕，今年
的订单面积有 1 万亩左右。在陈生力等
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下，巴吉
垒镇秸秆覆盖还田保护性耕作技术得到
快速推广。

为更好推广这项技术，农安县在全县
22 个乡镇 68 个村打造了 150 个高标准示
范区，6 个村实现了整村推进。同时，农安
县通过整合项目资金，提高对秸秆覆盖还
田专用机具和作业补贴比例，对免耕播种
机、搂草归行机、深松施肥机等专用机具
进行累加补贴，共投入补贴资金 1297 万
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新技术的推广
变得容易，也让脚下的这片土地更健康、
更有生机。

数据显示，2018年，长春市农业规模经
营比重达44.6%，农机化率达88.5%，拥有市
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338户。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在组织带动小农户、激活乡
村资源要素、引领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
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支撑
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新
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正在通过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推广，走向广阔的黑土地，引领着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上接第一版）
贵州省坝区工作专班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推进坝区土地流转
和农田整治。坝区土地流转和土地整合
工作的有力推进，为坝区农业规模化、集
约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去除了
过多的田埂、闲置边角，让耕地面积得到
有效增加。

在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全省
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及时启动实施，各项
工作迅速展开。贵阳市在 136个坝区中选
择了 46 个坝区作为 2019 年重点进行打
造，市财政预算重点向这些坝区倾斜，实
现工作项目化、项目资金化；六盘水市
2019 年重点打造 10 个以上示范样板坝
区，全市坝区产业结构调整作战图已制作
完成；黔南州启动实施坝区 262 个、33.2 万
亩，分别占全州坝区数量和面积的 72.9%
和 45.8%……

“这是一套直击痛点的产业发展‘组合
拳’，更是一场必须要打赢的产业革命攻坚
战。”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杨昌鹏说。

措施有力，坝区有了“生
财路”

围绕农村产业革命“八要素”要求，贵
州各地坝区在建设中大力推广“一田多用”
模式，发展稻田综合种养、稻旱轮作、“稻+
农事劳作体验”、休闲旅游观光、农耕文化

传承等，努力提升坝区土地利用效益。
选择产业，市场需求是风向标。为让

适宜坝区种植的辣椒、食用菌、中药材等特
色产业“落地生金”，各级各部门积极调研
市场，结合坝区的气候、土壤特征，选准产
业路子。贵州省气象局对 600个坝区开展
了农业气候资源和气象灾害精细化分析，
为各市州制作了 500亩以上坝区农业气象
服务手册；遵义市实行“坝长制”，对全市
228 个坝区全部实行“一坝一长”，由市、县
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分别领衔一个坝
区担任“坝长”。

产销对接，是坝区结构调整成败的关
键一环。如何把握市场需求？如何卖出
去，要往哪里卖？一系列的“黔货出山”的
问题，坝区都给出了答案。

威宁麻乍坝区一年种植三季萝卜，单
季 亩 产 4000 公 斤 ；湄 潭 兴 隆 坝 区 通 过

“稻+虾、蟹”模式，实现平均亩产值 1.1 万
元；石阡石固坝区运用“蔬菜和羊肚菌接
茬”模式，实现平均亩产值 2.6 万元……一
年来，贵州 500 亩以上坝区现代农业的高
效益凸显。

贵州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贵州已经建立省、市、县三级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农产品产销调度机制，推动农产品
在对口帮扶城市展销，在省外设立 110 个
分销窗口。建立贵州绿色农产品直供直
销通道，实施农校、农超、农医等对接。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开设 8 个境
外分销中心。搭建全省冷链体系运营管
理数据平台，实现货、车、库有机衔接，销
售渠道更通畅。

据统计，今年 1-9 月，贵州省 1641 个
坝 区 共 种 植 优 质 特 色粮油作物 247 万
亩，种植经济作物 321 万亩。坝区里，土
地流转 199 万亩，土地流转率更是高达
43.4% ；坝 区 里 ，县 级 以 上 龙 头 企 业 有
1139 家，合作社有 4064 家，冷库库容为
20.9 万吨，冷链运输车辆有 632 台。坝
区里，平均亩产值已实现 5861 元，超过
去年全年平均亩产值约 200 元。

打通关键环节，坝区产业有
了“护航队”

坝区是贵州农业最为宝贵的资源，是
挖掘农业生产潜力的关键所在。坝区结构
调整的成败关系着贵州农业的未来发展。
为此，贵州省各级农业部门找准关键环节，
为坝区发展“保驾护航”。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的组织方
式，是最符合贵州地形实际、行之有效的现
代农业发展模式，既发挥了龙头企业连接
大市场的作用，又发挥了合作社组织农民、
管理农民的优势，也保障了农民土地流转、
务工及合作社分红等收入，同时还壮大了
农村集体经济，充分调动了企业、合作社、
农民的积极性。

利益联结，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生产经营模式中得到充分体现。贵州
以“三变”改革为统揽，推广“龙头企业+合
作社+农户”生产经营模式，进一步明确企
业、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在产业链、利益
链中的份额，帮助贫困户稳定获得订单生
产、劳动力务工、入股分红等收益，实现贫
困群众持续增收。农村“三变”改革实现全
省乡镇全覆盖，实现农民变股东 496.75 万
人、人均增收 481 元，其中贫困人口 125.16
万人、人均增收828元。

基层党建，是坝区实现产业升级发展
的坚实保障。基层组织强不强，事关产业
革命成败，事关农村改革发展根基。实践
证明，一个地方的基层组织强，则发展好，
百姓富。在贵州实施 500亩以上坝区产业
结构调整进程中，各地乡村干部、驻村干
部密切配合，各展所长，夯实基层战斗堡
垒，推动产业发展的每一项工作都落细、
落小、落实，让贫困户、村集体、龙头企业
凝聚成战斗力满满的“利益共同体”，让群
众成为农村产业革命的推动者、受益者。
若到一年收获时，喜看坝区捷报传。实践
证明，实施 500 亩以上坝区产业结构调整
正当其时、成效斐然、经验深刻，必将让贵
州彻底摆脱千百年来“小农经济”的种种
弊端，强力破解困扰贵州“三农”发展的瓶
颈制约，让贵州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
农民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