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5月14日 星期五 农历辛丑年四月初三 四月初十小满 第11817期（今日八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55 邮发代号：1-39 农民日报社出版 E-mail：zbs2250@263.net

中国农网 网址：www.farmer.com.cn

FARMERS’DAILY 农民日报
新闻客户端

农民日报
官方微信

最近，笔者了解到，北京、河南、江苏等地
的城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了一个新窗口，
叫“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在这里，那些曾经
让群众跑断腿的“办不成的事”，都有了解决
办法。

因为违反规定“办不了”的，窗口人员做
好解释疏导；缺少某些关键材料“很难办”的，

有人沟通协调；曾经办事人员怕担责“不给
办”的，更是抽丝剥茧，明确责任，监督问责执
行到底。“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真办事！笔者
想说，要尽快把这种“真办事”的工作窗口开
到农村去。毕竟，在法治基础更薄弱、管理机
制更“多头”的农村，农民群众“办不成的事”
更多，对良好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更迫切。

一个小小的“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解决
的不仅是群众心头的难事、大事，更会成为倒
逼职能部门从“办不成事”中找到为群众服务
的梗阻点、不断提高政务服务品质的一面镜
子。如此一来，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大家

“办不成的事”一定会越来越少。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把“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开到农村去
郭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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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何红卫 乐明凯

“喝了这杯茶，就像感受到湖北的春天。”日前，
中国外交部和湖北省政府在外交部南楼蓝厅再次
举行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以利川红、恩
施玉露、赤壁青砖茶“一红一绿一黑”为代表的湖北
茶叶产品集体亮相，多名外宾为“茶香”驻足，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副代表郑道端起一杯恩
施玉露，品尝后赞不绝口。

恩施玉露主产于鄂西南武陵山茶区——湖北
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近年来，在农业
农村部、财政部、湖北省政府的支持下，以恩施州
为主，成功申报湖北鄂西南武陵山茶产业集群项
目，并将恩施市等地纳入茶叶特优区建设。恩施
玉露茶文化系统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进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从家族世袭传承走向社会传承

恩施玉露自创制之时就兼具传承与创新。据
考证，该茶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由茶商蓝耀尚在今
恩施市芭蕉乡所创，其采用的蒸青古法工艺源于唐
朝，制作过程延续陆羽《茶经》所载“蒸之”“焙之”工
艺进行制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不仅改团、饼
茶为散茶，还独树一帜创制了针形茶，其产品紧圆、
挺直、色绿，温润如玉，故最初称“玉绿”。

“玉绿”茶的诞生让恩施蓝氏家族迅速成为当
地的富户，为提高茶叶生产品质，蓝氏家族逐茶而
居，200多年间，将其定为“口口相授”的家传绝技。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家族传承逐渐走向社
会传承。1939 年，中国茶叶公司恩施实验茶厂庆
阳分厂厂长、湖南人杨润之发现并改进了“玉绿”
制作技艺，与当地人沟通时因语言差异将茶名误
称“玉露”，遂以“玉露”定名。后杨润之自建茶
厂，专业生产恩施玉露，为扩大生产规模，广招学
徒，增加产量，恩施玉露制作技艺由此传开。

作为中国现今极少保存下来的蒸青针形绿
茶，由于千百年来文化积淀、技艺传承，恩施玉露
的制作工艺、成品茶外观和冲泡方式都极具个
性。其制作工艺分为蒸青、揉捻、铲毛火、整形上

光等多道工序，其中，蒸青工艺为恩施玉露特有，
相比于烘青、炒青等，蒸青可以最大限度保留茶叶
中的营养物质。

经过恩施一代代茶人的努力，恩施玉露逐渐在
海内外市场站稳脚跟，尤其是近几年，恩施玉露茶
的产量增长很快，鲜叶收购价格屡创新高。恩施玉
露茶产业协会会长张文旗介绍，协会在规范“恩施
玉露”地理标志商标使用、制定操作流程标准等方
面做了一些工作。在“走出去”方面，从茶产业的技
术设备层面，与日本等国家一直有一些交流合作，
开展国际化业务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传统制茶技艺形成理论体系并对外传播

恩施州是全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神
秘的北纬 30 度线穿越全境，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
的生物资源、壮美的奇山秀水，让恩施州享有“世界
硒都”“鄂西林海”“华中药库”“中国旅游新发现”等
美誉。

恩施茶园生态系统相对稳定，多建立在林间坡
地和沟底溪旁，基本做到了园外造林，林中有茶、茶
中有林，为茶园病虫害的防控和茶叶品质的保证提
供了有利条件。且茶产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农业
产业，其中采茶用工约占90%左右，这一工种老弱妇
幼均可参与。如今，茶产业已成为恩施农业农村经
济的支柱产业和精准扶贫的先锋产业。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恩施州委书记
胡超文表示，茶产业已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在恩施的生动实践，恩施全州上下要统筹
推进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不断探索生态优势向
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的有效路径，加快实现

“金山银山”的价值，走出一条具有恩施特色的绿
色崛起之路，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生态红利。

恩施州州长刘芳震表示，茶业是恩施州的特色
优势产业，更是富民主导产业，茶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关系到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关系到脱贫攻坚巩固和
乡村振兴大局。要努力将“恩施玉露”等品牌做大做
强，做好茶旅、农旅融合大文章，推动恩施茶产业高
质量发展。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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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5月13日电 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讨会暨党史学习教育高端论坛 13 日在上
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黄坤明
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从党的历史深处
吸收养分、从党的理论创造中汲取力量，不
断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理解领悟，增强奋斗新时代、奋进新
征程的理论自觉和道路自信。

黄坤明指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造
源自于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党的百年
求索。在新起点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标定的历史方位、
指明的方向道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认识中国式现代
化的主体性、时代性、创新性，发扬自立
自强、创新创造精神，在顺应大势中引领
时代潮流，在担当作为中把握历史主动，
以昂扬精神风貌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时代篇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
初心始发地，百年来党的初心使命在上海
得到了充分实践和有力见证。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上海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赓续精神血脉，勇担
战略使命，永葆人民情怀，不断创造新奇
迹、展现新气象，以优异成绩为党的光辉史
册增添新的光彩。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讨会暨党史学习教育高端论坛在上海举行

黄坤明出席并讲话

5月13日，孩子们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镇岭子上村的游园内玩耍。2018年以来，丰南区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列入重点民生
工程，围绕“产业美、生态美、城乡美、人文美”，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通过因地制宜实施农村垃圾清理、生活污水处理、乡村游
园建设、道路改造提升等举措，有效改善了村容村貌，百姓满意度、幸福感不断提升。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山海相依，海滨邹鲁。漳州地处
福建东南部，是福建重要的农业大
市，素有“水果之乡”“花卉之都”“食
用菌名城”“水产基地”等美誉。

“立足农业资源多样性和气候
适宜优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近
年来，漳州以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
范区为契机，以“工业化理念、产业
化思维”谋划经营农业，加快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效带动了农
业提质增效，农民增产增收。

“三产融合，为漳州乡村振兴提
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漳州市农业
农村局局长郭福泉说。水果、水产、
花卉产量产值居全省第一，蔬菜、食
用菌产量居全省第二，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元，漳州乡村振
兴来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强化科技支撑 发展特
色现代农业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科技
支撑。漳州市大力推进现代种业创
新与产业化工程，全市主要农作物、
主要畜禽品种良种覆盖率均超过
98%。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产
学研对接，现有 16 个省级院士专家
工作站、15 个省（企业）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农业科技的推广，人是第一要
素。打造科技特派员升级版，2020
年开展科技特派员百企千村工程，选
认 1000名以上科技特派员挂钩服务
100 家企业和 1000 个行政村。实施
科技服务“双百工程”，从涉农高校、
科研院所和市直涉农部门遴选 100
名农业科技服务人员，挂钩服务 100
个重点企业、重点建设项目。

为使农业发展形成集聚效应，以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农业可持
续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为引领，打造
台湾农民创业园、省级农民创业园、
现代渔业产业园和林业加工园等园
区，形成“两区多园”农业发展格局，
全 市 园 区 农 业 产 值 超 500 亿 元 。
2020 年重点发展的水果、水产、蔬
菜、花卉等 11 大优势特色产业全产
业链总产值超过3000亿元。

推进绿色发展，大力实施农药化
肥减量化，秸秆、农膜、畜禽养殖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生态茶园建设等专项
行动。组织实施绿色可持续发展项
目 150个。坚持利用与保护并举，以

“源头减量化、过程可控化、利用资源
化、发展市场化”为路径，整市推进畜
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打造“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全
市形成漳州水仙花、平和琯溪蜜柚、
云霄枇杷、诏安青梅等县域特色农业

“名片”。 （下转第三版）

融合发展促振兴
——福建省漳州市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纪实

◀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从江县加榜乡加页村村民在梯田中查
看秧苗长势。眼下，从江县加榜乡进入
农忙季节，农民们抢抓农时管护稻田和
秧苗。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
晋亮）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农村高质量发
展，离不开科学实用的发展规划。日前，云
南省自然资源厅联合云南省委组织部、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农业农村厅等 9 部
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开展“干部规划家乡行
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动员公职
人员深入基层为民办实事，编制科学实用
的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

《通知》明确，出生地或成长地在云南
农村地区的在职在编机关企事业单位公
职人员，可回家乡参与村庄规划编制；出
生地或成长地不在省内农村地区的公职
人员由所在单位统筹安排到“帮县包乡带

村”联系点参与村庄规划编制；驻村第一
书记和工作队参与所驻村的村庄规划编
制工作。

据了解，“干部规划家乡行动”拟利用3
年时间，到 2023 年，全面完成云南省行政
村、农村社区村庄规划编制。依据规划，可
打造各具特色、风格各异的美丽村庄，并实
现基层党建有提升、村庄发展有目标、产业
发展有布局、耕地保护有实效、重要项目有
安排、生态环境有管控、自然景观和文化遗
产有保护、农村人居环境有改善、乡村治理
有成效的目标。

《通知》要求，回乡参与村庄规划编制
的干部要在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的领导

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尊重群众意愿，按
照科学标准，编制“多规合一”的村庄规
划。同时，督促村级组织把规划内容纳入
村规民约，引导村民按照规划开展生产生
活；要多方争取、积极协调资金项目，推动
规划落地实施。

此外，为保障“干部规划家乡行动”顺
利推进，《通知》还明确了一系列保障措施，
如乡镇要负责做好统筹，确保每个行政村
均有国家公职人员参与规划编制；回乡规
划干部所在单位要保障3-5个工作日支持
干部回乡规划；规划成果作为单位资质审
核、个人专业技术职称或等次评定、优秀论
文评选的重要支撑等。

云南鼓励公职人员回乡参与村庄规划编制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
者 孙海玲）近日，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
厅获悉，自全省启动长江流域青海段“十年
禁捕”和第六次青海湖封湖育鱼工作以来，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结合一季度“百日攻坚”
专项行动，加强组织领导、广泛动员宣传、
强化执法检查。目前，长江流域青海段未
发现销售、使用电鱼器具及非法捕捞情况，
也未接到销售禁捕渔获物类投诉举报，查

办涉及非法捕捞青海湖裸鲤的案件与近 5
年平均水平相比减少 67%，青海长江禁捕
和封湖育鱼工作实现了良好开局。

为推动长江禁捕和封湖育鱼工作扎实
开展，青海省级层面成立了以政府主要领导
为组长的长江流域青海段禁捕工作领导小
组和青海湖封湖育鱼工作领导小组，省政府
与各市州签订责任书，压实属地责任。市、
州、县均成立专门工作机构，省农业农村厅

联合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制定了《长
江流域青海段禁捕执法长效管理实施方案》
和禁捕工作考核办法，将禁捕、禁渔工作纳
入河长制、湖长制工作体系，整合长江流域
189名生态管护员转任为“护渔员”，在重点
水域以网格化形式开展常态化巡护。

与此同时，通过电视台播放公告、发放
宣传资料、张贴通告和短信宣传等形式，持
续开展禁捕政策宣传。

青海长江禁捕和封湖育鱼工作开局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