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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技人员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毛桥村向农民传授西蓝花育苗技术。眼下正值春耕时节，连日来，颍东区选派农业技术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林地果园、蔬菜大棚，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帮助农民解决问题，助力增收致富。 宿飞 摄（来源：大国三农）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腾飞）“凝聚灌溉智慧、创新节水科技”，
近日，中国灌溉发展大会暨第八届北京灌
溉展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开幕当
天，灌溉行业协会和国内外代表企业签署

《国际节水灌溉（北京）合作共识》。
《国际节水灌溉（北京）合作共识》旨

在推动高效、精准、智能的节水技术装备
国际间合作，打造高起点、高标准的新型

现代节水农业产业化合作格局，为促进全
球水资源可持续高效利用发挥积极作用。

展会现场设置节水灌溉、智慧水务、
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板块，7国展团 40余
家国际龙头企业到场，展商国际化占比
达30%，展出面积达2万平方米。来自国
内100余个农业高新园区、全国各垦区系
统的业内人士现场参观采购来自世界各
国的先进农业节水设施及技术。

大会同期还举办中国智慧农业创
新发展大会暨智慧农业“种子工程”案
例发布会、“数字农业创新发展推介会”
等多场活动，邀请业内专家学者、行业
主管部门与企业代表共话政策与趋势，
交流各自在智慧农业领域的实践与探
索，探讨智慧灌溉、物联网、大数据、数
字农业发展现状与应用热点话题，推进
技术交流与合作。

中国灌溉发展大会举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梦帆

生态修复工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十三五”期间，自然资源部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的方针，积极探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
化保护和修复，取得显著成效，惠及 65个
国家级贫困县；同时，在农业农村领域，支
持深度贫困地区实施土地整治重大工程，
推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
护，提升农田生态功能；部署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试点，助力乡村振兴。

自然资源部会同财政部等支持相关
省区在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实施了 25个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为
解决区域生态问题、提高区域生态系统质
量和功能发挥了示范作用，为统筹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
理积累了实践经验。25个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涉及全国 24个省
份，惠及65个国家级贫困县。

乌梁素海流域地处内蒙古西部巴彦
淖尔市，是黄河流域最大的功能性湿地，
处于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中“北方防沙带”的关键地区，承担着调节
黄河水量、保护生态多样性、改善区域气
候等重要功能，是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
之肾”。同时，流域腹地的河套灌区是中
国三大灌区之一和重要的商品粮油生产
基地。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过度开
垦、放牧、围湖造田、矿山开采等原因，流
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严重下降。

2018年，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纳入国家第三批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工程总
投资 57.46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奖补资金
20 亿元。针对 6 个生态保护修复单元的
生态问题，采取不同治理措施。治理后的
乌梁素海流域生态系统得到明显改善，同
时提升了“天赋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的影响力。

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山
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
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各地
逐步树牢。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恢复林草
植被、治理荒漠化土地和石漠化土地、退

耕还林还草等措施，有效地提升了当地土
壤质量、河流水质、生物多样性、生态网络
的连通性。工程的实施还带动了工程区
域内农、林、牧、渔和生态旅游等产业的发
展，在增加就业、助力脱贫攻坚、促进乡村
振兴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20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联合印
发《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为今后一个
时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明确重点任务。

全国整治修复岸线1200公里、滨海湿
地2.3万公顷；治理修复矿点近9000个，面
积约2.5万公顷；防沙治沙1000多万公顷、
石漠化治理 130 万公顷……“十三五”期
间，在中央财政支持下，自然资源部组织
实施的生态保护修复重点专项行动和工
程成效明显。

在农业农村领域，开展土地整治工程，
提升农田的生态功能。2018年，自然资源
部支持四川乌蒙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江
西赣南、云南乌蒙山等地实施6个土地整治
重大工程，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40.5亿
元，总建设规模约245万亩，已完成新增耕
地约9万亩，建成高标准农田约160万亩。
工程的实施，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村面貌和
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推动
了产业发展，使贫困户直接受益。

为助力乡村振兴，2019年 12月，自然
资源部印发《关于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工作的通知》。今年1月，自然资源部
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名单的通知》在全国部署 446个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试点，主要解决村镇地区同一空
间范围内的乡村耕地碎片化、空间布局无
序化、土地资源利用低效化、生态质量退
化等突出问题。以科学合理规划为前提，
以乡镇为基本实施单元，进行全域规划、
整体设计、综合治理。

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这
些资源生态等突出问题，土地综合整治试
点工作将改变以往以单一要素、单一手段
开展的土地整治模式。通过综合性手段
整体推进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乡
村生态保护修复和历史文化保护，从而优
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促进耕地保
护和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改善农村生态环
境，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进百家门，办百家事，暖百家心
——走近“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

□□ 新华社记者 高蕾

他们，把居民群众的“鸡毛蒜皮”当作
“头等大事”；他们，把家家户户的喜乐悲
欢印在脑海留在心头。他们是城乡社区
的“守门员”，是脱贫致富的“领头雁”，更
是一方百姓的“贴心人”。

近日，中宣部、民政部向全社会公开
发布“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先进事迹。
这些看似最平凡的社区工作者，用坚守和
奉献书写不平凡的人生答卷。

当“头雁”：只为家乡更富美

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曾是一
个省级贫困村。2005 年，裴寨村换届选
举。已是当地知名企业家的裴春亮决定
回到家乡，帮乡亲们致富。

捐资 3000 万元，无偿为全村村民建
造新居；带领党员群众打深井、建水库、修
水渠，让乡亲们吃上干净水；成立蔬菜花
卉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高效农业……当
选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寨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的裴春亮，带领村民将全
村人均年收入由 2005年的不足千元提高
到现在的近两万元。

“要不是裴书记，我都不知道还要受
几辈子穷。”村民们打心底感激裴春亮的
付出。

“山里的大学生都往外跑，你却从山
外跑回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乡
江门村村委会主任杨宁至今记得，刚刚选
择回乡时父母和亲友不解和失望的眼神。

从大城市回到小山村，杨宁不是没有
过犹豫。但乡亲们的热盼和支持让她坚
持下来。

家乡竹子资源丰富，但收购价低。为
减少中间环节，她自费到外地寻找商家，
建收购点。当地昼夜温差大，适合种西
瓜，她组织村里留守妇女成立种养专业合
作社。为了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她还当
起了“微商”。

10 年来，杨宁带领江门村 94 户 326

人成功脱贫，贫困发生率从 20%降到低
于 0.05%。

要让乡亲们也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
好日子！在祖国大江南北，许多像裴春
亮、杨宁一样的乡村社区工作者，胸怀赤
子之心，不懈奋斗着。

在黑龙江省海林市海林镇，有一个名
副其实的蔬菜村。村子菜田年产各类精
品菜 1.2亿斤，其中出口俄罗斯、日本、韩
国和外销南方省市8000多万斤。

说起村子的致富之路，离不开蔬菜村
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窦乃兴。

蔬菜村人均耕地不足2亩，如果种植
玉米、大豆等作物，村民连温饱也解决不
了。经过多方考察，窦乃兴鼓励村民重点
发展蔬菜温室、大棚，种植反季节蔬菜。

建棚室初期投资大，村民有些犹豫。
窦乃兴就第一个干，以实际效果说服村民。

几十年来，窦乃兴一年的休息时间不
超过 5天。“蔬菜村才是他的家。”妻子的

“埋怨”道尽了一位基层工作者的辛劳和
付出。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五星
村早在 2018年就脱贫摘帽。但突如其来
的疫情，打乱了村子的发展。

五星村许多村民常年在外地务工，因
疫情无法返岗，生活陷入困境。五星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余绍容急村民所
急，推荐40余人参与村子修路工程，暂时
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国内疫情稳定后，
她积极组织协调，有序安排村民返岗
就业。

如今，余绍容又带领村民们投入乡村
振兴大潮中。“等村里黄连产量达到一定
规模后，我要引进设备对黄连精加工。未
来条件允许时，我们还要修建黄连康养胜
地。”说起未来计划，余绍容充满干劲。

谋创新：打通基层治理“神
经末梢”

社区工作千头万绪，但“小巷总理”们
个个有“法宝”。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街道吉祥花园社
区居民素质参差不齐，部分居民习惯将厨
余垃圾、固体废弃物垃圾甚至有害垃圾混
合放置。

如何破解社区垃圾分类难题？社区
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绳桂玲大胆创
新，提出“发动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
影响整个社会”的方法，通过小手拉大手，
共建绿色文明社区。

此外，绳桂玲和同事们还推出社区
“绿地认领”新举措。如今，已有200余位
居民参与，认领绿地 2000 余平方米。“谁
的绿地谁负责”，小小一纸认领公约，激发
了居民主人翁意识，促进社区环境整体
提升。

针对社区特点精准施策是做好社区
工作的关键。对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
道瑞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华磊来说，由于
社区中老年居民比例较高，如何让这些

“老宝贝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成了她的
工作重点之一。

为此，华磊发掘出具有文艺特长的党
员，由他们带头，组建合唱队、旗袍队等
10 余支文体团队，帮助老人们度过愉快
充实的晚年生活。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金花园社
区居民结构复杂，相当一部分是回、满、
蒙、藏等少数民族居民。

为了增进邻里了解，拉近邻里关系，
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丽萍和同事
们连续多年坚持举办以“百家宴”、团拜会
等为内容的“社区邻居节”，并探索实施

“四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让民族团结
花在社区内盛放。

心贴心：守望社区万家灯火

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南宽坪镇安家
门村党支部副书记、宽坪供电所安全监督
员宁启水工作的区域地处秦岭南麓，山大
沟深，村民居住分散。

每次进山，宁启水总爱背一个背篓。
里面装的除了电工器具，还有为山上孤寡

老人和困难群众免费捎带的生活必需
品。农忙时节，背篓里还会多出化肥等生
产资料。

住在万佛山顶的盛庆全老人，一年难
得下一次山，生活用品基本都是宁启水背
上来的。“这些年多亏了启水。”老人满是
感激。

多年来，宁启水背送的物资累计5吨
以上，用坏了 8 个背篓，穿坏了 120 多
双鞋。

当宁启水在大山深处前行时，辽宁省
鞍山市立山区灵山街道灵西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刘娟也在为社区里的大事
小情操心着。

被判刑和强制戒毒的社区居民张利
绵刑满释放回到社区。但迎接他的却是
亲戚、邻里和朋友的避之不及。父亲病故
的打击，更让他不知如何面对生活。刘娟
得知情况，多次主动与他联系，帮助他料
理父亲后事，还给他介绍新工作。后来，
张利绵被确诊为双肾坏死，又是刘娟垫付
了7000多元医药费，还和丈夫、儿子轮流
护理。

“姐，没有你，我早不知死多少次
了……”张利绵眼含热泪地对刘娟说。

要凝聚社区民心，唯有以心换心。
福建省石狮市玉湖社区党委副书记、

居委会副主任林丽娜通过走访了解到，对
于社区许多家长来说，孩子下午放学时，
他们正忙于工作，分身乏术。该怎么帮助
大家？早在 2014 年，林丽娜就提出联合
专业社工机构在社区试点开展“四点半课
堂”放学后免费托管服务。为了进一步提
高托管服务质量，林丽娜又积极推动在学
校设立“四点半课堂”。

“四点半课堂”是林丽娜扎根社区、为
群众排忧解难的一个缩影。20 多年来，
她始终用爱心、耐心、恒心温暖着居民。

“丽娜和我没有血缘关系，却比我的亲女
儿还亲。”玉湖群众的评价，是她最珍视的
回报。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何红卫
乐明凯

“一茬茬下去，油菜变成绿肥咯！”湖北
省黄冈市蕲春县赤东镇酒铺村种植大户范
成米兴奋地说，该村1600亩的油菜正被翻
耕入地用作绿肥。每亩3.47吨，共1600亩，
这就相当于在田里堆积了5552吨绿肥。

近日，由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油菜办
公室以及蕲春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实施的

“再生稻田多功能油菜免耕飞播技术”现场
观摩暨研讨会在酒铺村举行。现场测定地
上部鲜重，记为饲料产量，亩产为 2778公
斤；测定地上部及根鲜重，记为再生稻绿肥
产量，亩产为3472公斤，表现优异。

据了解，“再生稻田多功能油菜免耕飞
播技术”在第一年再生稻收割之后，用无人
机飞播种植油菜，第二年再生稻种植之前将
油菜翻耕入地，以作绿肥。这项技术是对再
生稻生产、油菜多功能利用、飞播与智慧农
业的新探索，简称“稻-再-油”轮作模式。

“利用冬闲飞播油菜，提高再生稻田
的肥力，减少化肥使用，实际上就是‘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的有益尝试。”中国工程
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傅廷栋表示。

“为什么油菜看起来长势不太好？”测
产进行了现场直播，近 3000人线上观摩，
热心网友王兵问。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彭
少兵解答：“这个油菜与普通油菜不一样，
免耕飞播，不收油菜籽，而是翻耕用作绿
肥，生物量非常好。‘稻-再-油’轮作模式
对再生稻的增产增收意义重大。”

专家们交流后认为：采用稻田油菜免
耕飞播栽培模式，利用油菜多功能特性，
解决了再生稻收获后土地撂荒的难题，既
可提前油菜播种期、有效缓解稻油茬口矛
盾，又可简化播种环节、降低播种难度、提
高播种效率，从而有效压减冬闲田面积，
在不与粮食作物争地的前提下扩大油菜
种植面积，节本增效、培肥地力效果显著，
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肖长惜表
示，该技术是湖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要结合当地实际，突出地方特色，完善

“稻-再-油”绿色模式，产更多稻与油，为
粮食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绿肥亩产3472公斤！
“稻-再-油”轮作受农户青睐

□□ 王丽艳 聂义山

眼下，冬小麦正值拔节期，小麦植株
生长快，需要大量的水分养料，同时也是
预防病虫害的关键时期。在山东省东营
市广饶县，小麦春管用上了新装备。

在广饶县瀚翔家庭农场，冬小麦成方
连片、长势喜人。这里的1600多亩麦田试
种的是一个高产新品种，亩产达六七百公
斤，比普通小麦增产 5％左右。农场主田
照深正在对自家农场的冬小麦进行浇水
作业。与以往不同，今年，他显得格外轻
松：“先把水闸打开，在水沟里蓄上水，再
打开电闸，让这个‘大家伙’自己走一趟，
地就浇完了。”

田照深口中的“大家伙”是一台长500
米的自走式桁架喷灌机，覆盖面积可达
570 亩，只需要两个人用 5 天时间就能给
小麦浇一遍水。而原来浇这么多地，最少
也需要20个人辛辛苦苦忙活20天。田照
深说：“又得铺管子，又得安水泵，不光麻
烦花钱还多，电费、人工费一亩地就得 40

元。”新装备的应用节约了大量时间和人
工成本，还能节水60%。

新装备不仅方便浇地，还方便打药和施
肥。在自走式桁架喷灌机北侧地头上，5架
植保无人机已经整装待发，准备给拔节期的
小麦进行红蜘蛛病虫害防治。无人机飞手
在地头上定好高度、密度、路线，5台无人机
就背上80斤的药桶起飞了，从南到北走上一
遭，就把活儿干完了。“不光效率提高了，比
起人工，无人机喷洒得还更均匀，效果更
好。”对比以前，田照深现在很满意。

新装备提高了小麦的产量和管理效
率。过去，田照深只有几亩地，在当地政
府的帮助下，他先是成立家庭农场，又一
次性流转 2000多亩土地。对于不愿流转
土地的农户，他还提供土地托管服务。村
民只需要交一定的托管费用，就能享受到
耕、种、管、收、销的一条龙全程服务，省下
来的时间可以去城里打工，进一步增加收
入。据统计，现在广饶县小麦耕种面积达
55.29万亩，其中，达到50亩以上规模化集
约化种植面积的已有13.7万亩。

山东广饶：春管用上新装备

统筹推进乡村生态修复
——“十三五”自然资源部促进“三农”

领域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综述

（上接第一版）

引进企业带动群众就业

为引进企业帮助搬迁群众在家门口
就业，该安置点就近建设了 1.2万平方米
的标准化厂房，企业租赁厂房可享受“三
免两减半”优惠。目前，已有 8家生产企
业入驻。

“8 家引进的企业全部投产后，预计
能解决400人就近就业。”吴斌说。

创铭电气公司是 2019年 6月入驻的
企业，主要生产配电箱和水表箱，每天产
量为 700 多套。“目前，公司一共招了 35
名蒋家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居民。”
创铭电气公司负责人黄学映说，公司扩
建时，还会继续招安置点的居民。

“工厂离家很近，不仅能赚钱还能照

顾家里，每个月能拿 3000多元。”从事电
焊工作的魏俊波说道。

鼓励支持群众自主创业

2018年5月，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蒋刚
一家搬入蒋家寨。为解决一家人的生
计，他开了一家便利店。

“2018年10月，我家享受到由政府贴
息的 10万元创业扶持贷款，就把便利店
从 70 平方米扩大到 150 平方米。”蒋刚
说，他家的便利店还开通了村村通业务，
方便小区居民办理小额取款和转账以及
交电费、养老保险缴费等业务。

不仅如此，蒋刚还在多家电商平台
上注册了商店，用于售卖开阳县的特色
农产品。“小区群众种的水果蔬菜，我都
会在电商平台上免费帮忙售卖。”蒋刚

说，今年初，通过电商平台，他就帮安置
点内的一位老人卖了上百斤的甜心柚。

据了解，东湖社区通过各种贷款优
惠政策，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搬迁群众
自主创业就业，培育自主创业16户、快递
个体 2户、便利店 5户、理发个体 2户、小
餐馆1户、农贸市场个体经营11户。

目前，东湖社区通过多种渠道解决搬
迁群众2277人就业问题，实现一户至少有
一人就业。2020年，开阳县蒋家寨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荣获“全国最美安置点”和

“贵阳市五星级搬迁安置点”称号。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和引进企业之

间的对接力度，继续举行招聘会和组织技
能培训，让更多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加
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东湖社区建
成有‘温度’的‘三感’社区。”吴斌说。

福建连城：
开展“两治一拆”行动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
茂楷）为进一步美化村貌，今年以来，福建
省连城县在通过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验收的基础上，以治理裸房、治理

“空心房”、拆违法建筑为重点，全面开展
“两治一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截至3月底，庙前镇庙上村累计整治裸
房3.4万平方米，拆除“空心房”1万平方米，
拆除违法建筑 114处；在北团镇石丰村，镇
村干部对“空心房”和裸房进行全面摸底，
登记造册，做到“一户一策”，用时不到 1个
月基本实现无“空心房”。

据了解，通过组建县、乡、村三级工作专
班，连城县摸清底数，建立台账清单，明确了
整治措施。截至目前，全县21个任务村累计
整治裸房 375栋 9万平方米，整治“空心房”
632栋7万平方米，拆除违法建筑187栋。

贵州道真：
党建引领产业发展

本报讯“等采过了这茬菇，就要给棚
里的菌棒上水了。”走进贵州省道真仡佬
族苗族自治县洛龙镇鹰咀村产业支部食
用菌示范园，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
聂成林正带着工人在菌棚里忙碌。“我在
2017 年回乡发展，同年在村党总支书记
李显致带动下，加入村合作社开始种植蘑
菇，现在是两个食用菌示范园区的管理
员，自己也经营 5 个菌棚，一年能有三四
万元的纯收入。”聂成林介绍。

近年来，洛龙镇紧扣道真县“菜县菇
乡”“黔北药库”的农业产业定位，结合“五
联五强”（组织联动强保障、资源联合强活
力、产业联盟强根基、农企联姻强路子、利
益联结强增收）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思
路，坚持“党支部牵头、合作社组织、群众
自主参与”的原则，采取“党支部+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集体流转土地、
盘活闲置资源，建起较大规模的烤烟、食
用菌、蔬菜等产业基地，通过“五个统一”
（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经营、统一技
术、统一销售）推动了村级集体经济健康
发展。 安生岭 胡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