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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晓燕 鲁明

甘肃省白银市，全国唯一一个以贵金
属命名的城市，被称为“中国铜城”。作为
地处黄河上游的工业“明珠”，白银也是甘
肃农业大市和全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
战场之一，全市三县两区均为贫困县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白银市委、市政府全面
落实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坚持精准方略，
凝聚强大合力持续攻坚，全市 5 个县区全
部实现脱贫摘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
性成就。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事实上，在凝心聚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同时，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白
银市早已“成竹在胸”。

“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

提。”近年来，白银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这一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和甘肃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
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着力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不断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扎实推进乡村振
兴，取得了显著成效。

从建设乡村到经营乡村——
昔日贫困村发展起“美丽”产业

土黄色墙体的农家宅院，黛瓦白墙
的徽派建筑，美丽的人工湖以及别致的
小桥、亭台……浓郁的西北乡土传统风
情与清新淡雅的江南气息，这两种风格
不同的景致完美结合在了一起。这是记
者初到白银市景泰县喜泉镇大水石奓村时
的感受。

其实，仅仅在几年之前，大水 村还是
一个深度贫困村，村容村貌脏、乱、差。“以
前，村里的路是土路，土坯房看上去破破烂
烂，村子中间有一条深沟，村里随处是柴草
堆、农具、垃圾……”大水石奓村党支部书记
芮执新说。

昔日深度贫困的大水 村，缘何而
变？喜泉镇镇长李应玥说，2017年 9月，大
水 村开始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建设美丽乡村。还组织乡亲到陕西袁家村
参观，积极引导群众开办农家乐，发展乡村
旅游产业。

李应玥告诉记者，大水 村临近省道
201线、217线交汇点，处在黄河石林、五佛
寺石窟等旅游景点的连接点，与大敦煌影
视城仅一路之隔。

（下转第三版）

现代农业产业崛起的“铜城”探索
——甘肃省白银市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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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鲜花
绿植进入销售旺
季。1月17日，在山
东省菏泽市牡丹区
鲁西南花卉市场，众
多市民前来选购鲜
花。近年来，牡丹区
着力发展以牡丹、芍
药等为主的花卉产
业，建设了国际国花
博览园、菏泽牡丹出
口基地、国花牡丹
园、花乡芍药园等产
业项目，培育形成了
一批花卉经营市场，
有力促进了农民就
业增收。

郜玉华
本报记者
吕兵兵 摄

□□ 本报记者 颜旭

近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
——农业农村部宣布，截至2020年底，我
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已顺利实现预期目
标。2020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
食作物化肥利用率 40.2％，比 2015年提
高 5 个百分点；农药利用率 40.6％，比
2015年提高4个百分点。这一成绩的取
得，说明绿色发展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绿色生产正成为现代农业的主旋律。

“以前种水稻要多次施肥，现在一次
就能搞定，大大节省了用工成本。”江苏
省如东县掘港街道家庭农场主吴晋飞高
兴地说。2020年他的农场有120亩地采
用“水稻机插缓混一次施肥技术”，插秧
的同时就能同步施肥，还能实现一次轻
简施肥、全程精准供肥。“这项技术应用
之后，能节省氮肥30％左右，每亩地能节
约成本七八十元，而且能够全程机械化，
大大缓解了农田‘用工难’的问题，今年
计划扩大到500-1000亩。”吴晋飞说。

不仅在如东，5年来，化肥农药使用
量零增长行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各项科
学施肥用药技术加快推广。如今，制度
的“四梁八柱”已经构建起来，一批样板
模式已经显现，化肥农药的减量使用已
成为种植业的常态，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在田间地头不断取得新突破。

从粗放到精准
化肥农药不断减量增效

以前，多用肥、盲目用药的种植观
念和习惯，使得化肥农药过量粗放使
用，不仅严重浪费了资源、增加生产成
本，也导致了环境污染和农产品质量
安全问题，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严
峻挑战。

自 2015 年开始，农业农村部全面
开展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由
追求数量向高质量发展不断转型，告
别拼资源、拼消耗的传统老路，带动农
业大步迈向绿色发展之路。据统计，
2020 年有机肥施用面积超过 5.5 亿亩
次，比 2015 年增加约 50％，高效低风险
农药占比超过 90％。

在果品大县山东省蒙阴县，大大小
小的果园随处可见。与往年不同的是，
如今每个果园旁都多了几个形状各异
的“粪堆”。这些“粪堆”没有臭味，抓一
把，略感温热；踩一脚，质感松软。这些

“粪堆”是蒙阴果农利用农业废弃物自
制的有机肥。“别小看这‘粪堆’，园子里
能种出皮薄香脆的苹果就靠它。”野店
镇毛坪村果农周平说。

2017 年 2 月，蒙阴作为苹果优质生
产区，承担了苹果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
工作。经过 3 年探索，蒙阴通过机制创
新、专家指导、补贴调动，在全县农民中
形成了利用“果木枝条+畜禽粪便+微生
物菌种”自制有机肥的热潮，简单易行
的有机肥制作方式调动了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

记者见到蒙阴凤伟果品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朱凤伟时，他正操作粉碎机将
果木枝条粉碎成木屑。果园的一处空
地上，密密麻麻的枝条堆成了一座小
山，时不时有农户开着农用三轮车来
收，这些木屑就是制作有机肥的原料。

此外，作为果品大县和养殖大县，
蒙阴每年产生有机废弃物 115 万吨，其
中，果木枝条 45 万吨、作物秸秆 20 万
吨、畜禽粪便50万吨。现在果农们都用
农业废弃物制作有机肥，就地取材，看
得见、摸得着，心里也有底。国家还有
补贴，每亩施用 3 立方米（1.5 吨）堆肥，

补贴 450 元。过去没人要的农业废弃
物，现在都成了宝贝。

提到农药，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
大学校长宋宝安表示，我国农药的减量
并不以牺牲作物产量和防治病虫害效
果为代价，而是在淘汰低效、高毒、高残
留品种，提升农药利用率和用超高效、
环境友好型绿色农药、生物农药新品种
替代低效老旧品种的基础上，进行合理
使用与科学防控。

农业农村部已对46种高毒、高风险
农药采取禁用措施。宋宝安告诉记者，
未来5年内，甲拌磷、水胺硫磷、克百威、
氧乐果、涕灭威、氯化苦、磷化铝、甲基
异柳磷、灭线磷、灭多威 10 种高毒化学
农药也将被淘汰，传统高毒农药将全部
退出市场。高效、低风险绿色农药和生
物农药正在取而代之。

同时，各地加快推广生态调控、理
化诱控、生物防治等绿色防控措施，组
装健康栽培、植物诱集、防虫阻隔、灯
诱、色诱、性诱、食诱、天敌和生物农药
等关键技术。2020年，全国绿色防控面
积近十亿亩，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
控覆盖率 41.5%、比 2015 年提高 18.5 个
百分点。

此外，高效机械也是提高化肥农药
利用率的“利器”。在安徽省南陵县，绿
肥作物紫云英与水稻轮作已经推广多
年。每年开春，农民将成熟的紫云英翻
耕压底，既能改善土壤环境，又有利于
水稻根系生长。

籍山镇稻农程太平发现，自家田里
的水稻长势不均：挨着出水口的水稻颗
粒饱满，位于高处的稻子却收成不佳，

“看来，光有压底绿肥还不够，肥料施在
土壤表层，雨水一来，就被冲走了。”

（下转第三版）

双双超40％的背后

开栏的话： □□ 本报记者 胡立刚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是中国红色之路的起点，来到这里参观
的人无不感慨，站在这里回望，既能看
到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壮丽史诗，
又能回望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最早走过
的路，是永生难忘的百年回望。”站在星
火初燃——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史迹陈列室内，
上海市黄浦区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健动情
地说。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从此，在古
老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实现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

级政党。然而，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在距
离中共一大会址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有个
叫老渔阳里的石库门，石库门内的 2 号
院是《新青年》杂志办刊地、中国共产党
发起组成立地、中共中央局办公地。

陈列室分为思想启蒙、革命火种、星
星之火 3 个部分。张健告诉记者，自从
2020 年 7 月 1 日开放后，已经有 5358 人
前来参观，每个人都默默地盯着墙上的
资料，驻足好久才向前迈一步。

100 年前，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环
境，一群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
中国社会的有识青年聚集在这里，把

《新青年》从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转为马
克思主义的传播阵地和无产阶级政党
理论武装的先导，指引着时代前进的
步伐。 （下转第二版）

中国红色之路起点上的百年回望

□□ 余爱民 本报记者 何红卫

谁会相信，“一桥飞架南北”的长江大
桥斜拉索，竟是一个村民小组制造出来
的；谁会相信，“可上九天揽月”的神舟飞
船尖端设备，竟有一个村民小组生产的产
品；谁会相信，一个村民小组竟能办起一
所大学，办一所大学还不“过瘾”，接着再
建一个规模更大的校区；给每个农民每年
发 2 万元分红，给每个退休老人每月发
2700 元养老金，给每个孩子从出生到高
中毕业每月发 1000 元“成长金”，给每家
水电气费一半补贴，给群众看病基本报
销；截至 2019 年底，小组集体总资产达到
30 亿元，创利税 2.3 亿元，村民人均年收
入 6.8 万元，成功打造出了“产业高质高
效、村庄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乡村
振兴样本……

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现有 67 户
247 人的村民小组——湖北省咸宁市嘉鱼
县官桥村第八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官桥八
组”），被誉为“神州第一组”。

这 个 组 的 小
组长叫周宝生，他
是 两 届 全 国 党 代
表、六届全国人大

代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获得的国家级
荣誉证书“一担子挑不起、一面墙贴不
下”。周宝生和他领导的官桥八组，作为
农村改革“领头雁”“排头兵”，如今，正阔
步走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

解决问题倒逼四次转型升级

“我这些年解决一个问题、获得一次进
步，新的问题来了、又全力去解决，这样就
有了八组的四次进步，也就是你们说的四
次转型升级。”

在八组“组部”那间宽敞明亮的组长办
公室，架着一副眼镜的周宝生，徐徐地打开
话匣子。

周宝生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吃不饱。
解决办法：率先实行“大包干”。

1978 年春节刚过，经群众推选，年
轻有文化、当过工人的周宝生当上了官
桥大队第八队生产队队长。周宝生还记
得“两个数字一首歌”：小队欠贷款 11 万
元，人均年收入不足 60 元；“住的土坯房，

吃的返销粮，一个工值九分钱，上山砍柴
换油盐。”

1980 年，成天琢磨让乡亲们吃饱饭这
件“天大事情”的周宝生，从学习报纸文章
中获得启发，搞联产承包，交够国家的、留
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他同党员们
商量，说干就干。

这一变大不同。从“人人干活、一人操
心”，到“人人都操心、各操各的心”；从“出
工磨洋工、只等早收工”，到“全家老小一起
拼命搞”。当年，八队粮食产量由 20 万斤
猛增到30万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就在邻近小队和大队壮着胆子跟八
队学习“分”的时候，周宝生又亮出既“分”
又“统”的新招。原来，周宝生看上了那些
农业学大寨时开荒开出的 800 亩荒山和
400 亩低产田，将其收归集体管理，用来退
耕还林种茶种菜。1985 年，周宝生与组里
的党员商量后，形成决定。从那时起，八
组慢慢建起了 1400 亩杉树基地、250 亩茶
园。这些家底为后来村集体经济发展打
下了坚实基础。两个回合下来，周宝生
带领八组群众，走在了改革初期的前头。

周宝生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没钱花。
解决办法：兴办小组企业。

（下转第二版）

官桥八组：勇当农村改革“排头兵”

本报讯（记者 杨梦帆）1月18日，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0
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据国家统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2020年国民经济稳定恢复，主
要目标完成好于预期。初步核算，全年国
内生产总值1015986亿元，历史上首次突破
10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这意味着我
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了
新的大台阶。”相关负责人表示。

经过全国上下的努力，不仅实现了总
体经济的正增长，而且三次产业也都实现
了协同恢复发展。其中，农业基础地位更
加稳固。2020 年，农业生产克服疫情冲
击、洪涝灾害等影响，粮食生产再获丰收，
生猪产能快速恢复，禽蛋奶产量稳定增
长，农业生产好于预期。全年农林牧渔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3%，从历年情况看，3%对
于农业来说是一个较高的增速。现代农
业发展也比较好，选育出多个亩产超过
1000公斤的超级稻新品种。

粮食产量再创新高，生猪生产持续较
快恢复。全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66949 万
吨，比上年增长 0.9%，增产 565 万吨。其
中，夏粮产量 14286 万吨，增长 0.9%；早稻
产 量 2729 万 吨 ，增 长 3.9% ；秋 粮 产 量
49934 万吨，增长 0.7%。分品种看，稻谷产
量 21186 万吨，增长 1.1%；小麦产量 13425
万吨，增长 0.5%；玉米产量 26067 万吨，持
平略减；大豆产量 1960 万吨，增长 8.3%。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7639万吨，比上年下
降 0.1%。其中，牛肉产量 672 万吨，增长
0.8%；羊肉产量 492 万吨，增长 1.0%；禽肉

产量 2361 万吨，增长 5.5%；禽蛋产量 3468
万吨，增长 4.8%；牛奶产量 3440 万吨，增
长 7.5%；猪肉产量 4113 万吨，下降 3.3%。
2020 年末，生猪存栏、能繁殖母猪存栏比
上年末分别增长 31.0%、35.1%。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工业生产者
价格下降。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5%，
低于上年 2.9%的涨幅，也低于 3.5%左右的
全年预期目标。其中，城市上涨2.3%，农村
上涨3.0%。在食品烟酒价格中，粮食价格上
涨1.2%，鲜菜价格上涨7.1%，猪肉价格上涨
49.7%。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上
涨 0.8%。1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2%，环比上涨0.7%。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比上年下降 1.8%，12 月份同比下降
0.4%，环比上涨1.1%。 （下转第三版）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
粮食生产再获丰收 生猪产能快速恢复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1月18日，中宣部
在国家博物馆举行“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仪式。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并讲
话，强调隆重庆祝建党百年是党和国家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记录历史伟业、展
现百年风华，生动鲜活讲好中国共产党的
故事，齐声唱响共产党好的主旋律，大力营
造举国共庆百年华诞、齐心协力开创新局

的浓厚氛围。
黄坤明指出，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

初心历久弥坚。要走进历史深处，生动讲
述老故事、深入挖掘新故事，全面展现百年
大党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当，突出展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推进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要走进人民心间，充分反映
我们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永

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走进
思想高地，广泛弘扬各个历史时期铸就的
伟大精神，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
和时代价值。要走进奋斗一线，展现干部
群众团结一心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
凝聚立足新阶段、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的编辑记者代表
在北京主会场和各省区市分会场参加启动
仪式。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黄坤明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 本报记者 买天 宫宇坤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实施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
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

互利共赢。随着我国对
外开放的步伐不断迈
进，农业越来越成为国
际多双边交流磋商和

“一带一路”经贸、科技合作的重点内容。
“十四五”时期，农业对外合作在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的同时，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挑
战更为严峻，如何开新局、谋新篇、取得新
成效，备受各界关注。

日前，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
鹏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十四五’时
期，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农业对外合作肩
负的责任更重：农业服务外交的任务更
重，农业贸易服务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任务更重，推动农业‘走出去’的任务更
重，提高我国在全球粮农治理影响力的任
务更重。”

（下转第三版）

全面塑造参与农业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今年，我们共同迎来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100 年砥砺奋进，100
年风雨兼程，100年奋斗不息，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亿万人民书写了国家
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开启了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本
报今日起开设“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
程”栏目，集中推出系列报道，充分展
示党的百年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激
励和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开拓奋进、攻坚克难，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继续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