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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省资兴市蓼江镇蓼江村，农民在翻耕稻田，成群的鹭鸟围着旋耕机嬉戏、觅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近年来，资兴市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
共进，以良好生态环境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朱孝荣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娟 摄

青海省全面启动饲草产业
重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
者 孙海玲）近日，随着几台大型液压翻转
机在青海省湟源县上台村的饲草基地上开
犁播种，2021 年青海省农牧业饲草产业重
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正式启动。

“今年是青海省首次被纳入国家农业重
大技术协同推广项目实施区域范围。下一
步，各单位将精准协同，构建形成具有青海
特色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农牧业科技协同推
广机制模式和典型经验。”据青海省农业农
村厅科技教育处调研员韩民介绍，饲草是打
造青海成为全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
和实现全省高原特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物
质基础，协同项目“两地一站一体”的创新协
同推广模式能够有效集聚省内饲草行业科
研、教学、推广和生产经营等各方力量。

据悉，协同推广整体构架由科研首席
带领的创新平台人员、推广首席带领的技
术推广人员和技术推广地区技术应用人员
等共同组成。青海省饲草团队在门源、德
令哈、湟源、乐都4个县（市、区）推广高寒饲
草高效生产技术、禾豆混播生产集成技术、
苜蓿高效生产集成技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句
老话说出了茶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而在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久安乡，茶是人们的
一段记忆、一段情感，更是一段丰厚的历史
文化沉淀。

千年茶文化书写民族团结历史

久安乡的古茶树一直安静地生长在群
山环抱的小山村中，供当地村民采摘加工。
那些古茶树，或几株散落，或相聚成林，分布
于林家山的山头、田埂。久安乡人知道他们
祖祖辈辈都是从这些茶树上撷取芬芳，却很
少留意过这些茶树是何时种下的。

“1000多年前的北宋年间，在今天久安
乡土地上，当地农民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
要开始种植少量的茶树；明朝初年，朱元璋
推行‘以茶制戎’政策，茶叶被当成了战略物
资，提高政府的税收，与当地的少数民族交
换战马。古茶树是明朝初期政权在西南地
区巩固的见证，同时也是汉族和当地少数民
族融合的见证。”长期从事古茶树研究的花
溪区农业农村局相关项目负责人吴亨进说。

在最为集中的一片茶树丛里，足有碗
口粗的茶树干互相交错缠绕着，墨绿色的
青苔静静地爬上老茶树粗粝的树皮……最
为惹眼的是一株“茶王”，高 5 米左右，“盘
踞”于一块岩石之上，树冠覆盖了 3间小瓦
房，遮蔽面积达70多平方米。

2015年，以久安古茶树为主的“花溪区
古茶树和茶文化系统”被农业部（现农业农

村部）评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申遗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全世界了解贵

州、了解贵州古茶树，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贵州古茶树资源。通过申遗，将进一步弘扬
贵州茶文化，增强人们对贵州茶文化的认同
感、自豪感，对促进茶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能够增强产业发展后劲，实
现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贵州省农
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胡继承说。

“绿色疗法”修复生态“伤疤”

久安乡，曾有两大资源优势，一个是
“黑”资源——丰富的煤炭资源，另一个是
“绿”资源——数万株古茶树。20世纪90年
代，久安乡进行了大规模的煤炭开采，大小
煤窑近 400家，经济收入上去了，但对环境
造成极大破坏。

伴随着国家政策调整，这些小煤窑全
被关闭，村民的生计又成了问题。“刚关煤
窑那阵儿，村里很多村民都跑到外面打零
工，日子过得紧巴巴。”吴山村党支部书记
曾微说。面对严峻现状，久安乡种过油桐
树、种过花椒树、种过棚瓜，但因为销路的
问题，这些种植都没有形成产业，挫伤了老
百姓的积极性。试来试去都不行，最后政
府把眼光聚焦在古茶树上。

“乡里提出了着力培植万亩茶园基地
形成特色产业目标，将古茶树的保护、开
发、利用作为久安乡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
现经济振兴的核心工程。”吴亨进说。

从 2010 年起，久安乡奋力转型，打造
茶产业，产业由“地下”转到“地上”，经济
由“黑色”转成“绿色”。如今久安乡的茶
树，已从最初的村干部带头种发展到现在
全乡 2/3的村民参与其中。

“目前，久安茶园已经有2万多亩，茶叶

总产值达 1亿多元。”久安乡宣教和信息文
化服务中心主任胡桢桢高兴地说，“附近几
个村的村民可在茶园就近务工，最高的时
候每天有300元的收入。”

九龙山万亩茶园，一排排整齐茶树犹
如“绿色波涛”不停散着的波纹，浓淡相宜
的绿色加上扑面而来的茶香让人心旷神
怡。九龙茶苑内，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创
业者和游客，正在观茶、品茶、谈茶，显得格
外惬意……而这个场景，在几年前却是久
安人所不敢想象的。

通过“绿色疗法”修复了“伤疤”，翠绿
的茶园取代了昔日黑色的煤窑。如今，域
内森林面积已达 3.65万亩，先后获得了“贵
州十大最美茶乡”“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全国造林绿化百佳乡”“中国高原古茶
树之乡”“贵州省十大茶旅目的地”和“省级
生态乡镇”等称号，还赢得了一个让当地村
民骄傲的美誉——“古茶生态氧吧”。

漫山的茶树，不仅彻底改变了久安乡
的环境，更让当地的群众共享了“青山变金
山”带来的红利。

群众共享“青山变金山”福祉

古代文人墨客总是闲来练练字、品品
茶。今天久安乡的村民，不管一天活儿多
么忙，也总能抽出时间喝上几盅茶，谈谈生
活、讲讲茶业为他们带来的好收成，比比泡
茶的技艺，分享着流传在村子里那些古老
的传说……

古茶树作为稀有植物，是不可多得的
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以古茶树为中心
的古茶树生态农业系统，一方面能够加大
对古茶树稀有资源的保护力度，此外还为
当地的经济转型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

“我种了几十亩茶园，每年靠茶叶的收

入有五六万元。”久安茶叶种植户王明英说
起当下宽裕的生活开心得很。

“环境变好了，进村公路修好了，来旅
游的人越来越多了。”贵阳花溪荼山黔女农
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娟告诉记者，为了
让更多人认识久安茶，合作社专门推出以
亩为单位的茶园认种模式，不仅解决了茶
叶销售的问题，还让游客实现体验乐趣。

“茶农为认种人提供采茶工具、制茶、
有机肥等，并负责日常耕作、管护。闲暇
时，认种人可在茶农的指导下，自己除草、
施肥、采摘茶青、制茶，体验干农家活、吃农
家饭、住农家房的田园生活。”刘娟说。

没有品牌，没有加工企业，就没法实现
规模化、没法实现产业化。为实现产业转
型，久安引进龙头企业贵茶集团。作为国
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贵茶集团的
引领下，新的茶园在久安如雨后笋生。曾
经千疮百孔的煤山也变成了郁郁葱葱的
茶山。

“我们按照‘公司基地集体农户’模式，
通过茶叶种植、采摘、加工等多个环节，实
现了当地群众就业增收。”贵州贵茶（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省级茶叶加工技能大
师牟春林介绍，贵茶集团在进入久安之后，
还对久安的古茶树采取了全面的保护措
施，并为每一株茶树进行了卫星定位，并分
别办理了“身份证”——林权证。

取一小撮茶叶投入玻璃杯中，待水开始
“小滚”便将壶中之水注入杯中，但见杯中的
嫩叶上下浮沉，宛如青兰初绽，翠竹争艳；嫩
绿的颜色亦逐渐渗出，仿似赋予了茶汤鲜活
的生命……如今的久安找到了一条适合自
己的道路，真正实现百姓富和生态美的有机
统一，也进一步证明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
山”是相辅相成、互动共赢的。

“国际茶日”

古 茶 逢 春 分 外 美
——贵州花溪古茶树在保护与开发中焕发新生机

□□ 新华社记者 许雄

五月的山村处处生机盎然。在山西
省平顺县西沟村，一派青山红瓦白墙的唯
美景象。就是这个村庄，走出了为妇女争
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第一届至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
抗战时期，她就曾担任村里纺花织布小组组
长。嫁到西沟村后，她一样积极参加劳动。
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时，她担
任了副社长。按照当时的规定，干同样的工
作，女社员只有男社员一半的工分。

她发现这种不合理的计酬机制严重
挫伤了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积极性，很多
妇女只愿操持家务，而这在当时又妨碍着
妇女地位的提高。

为了证明“男女同工同酬”的合理性，
她组织女社员同男社员开展劳动竞赛，证
明了女性劳动能力并不比男性差。1952
年，西沟村就实现了“男女干一样的活，应
记一样的工分”。

1954年 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倡导的

“男女同工同酬”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部宪法。

改革开放以来，申纪兰勇于改革，大
胆创新，为发展农业和农村集体经济、推
动老区经济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作

出巨大贡献。结合她外出考察的经验，
1985年西沟村建立起一家村办铁合金厂，
当年实现利润 150万元。此后，西沟村又
建立起磁钢厂、石料厂、饮料厂，村办企业
办得风生水起。

后来，为保护生态环境，申纪兰和西沟
村村民决定关闭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
保要求的铁合金厂，代之以纺织服装和香菇
种植等特色产业，再加上独一无二的红色文
化资源，西沟村成功实现了“赛道转换”。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几十年间，申
纪兰提出的一件件接地气的建议和议案，
涉及交通、供水、供热、供气等多个和人民
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改善了人民生活。
申纪兰曾说：“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
民，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

申纪兰一生不忘初心。1973 年至
1983年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期间，她坚决
不领厅级领导干部工资，不转干部身份。
她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第一届

“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等称号，2019年
成为首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2020年6月28日，申纪兰在山西省长
治市逝世，享年91岁。

在申纪兰逝世前，只要还能劳动，她
就始终坚持自己播种、锄地、秋收、除雪。
只要上讲台，她就认真为慕名而来的人们
作好每一场报告。

申纪兰逝世后，到西沟村参观学习的
人仍然络绎不绝。西沟村村民说，申纪兰
虽然走了，但她的贡献会被永远铭记，她
的精神永不落幕，她的故事将永远流传。

新华社太原5月28日电

申纪兰：人民的好代表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侯馨远）记者日前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今年1月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起诉非法捕
捞水产品犯罪1285人，同比上升2倍。其
中，长江流域14个省（市）检察机关起诉935
人，占总人数的72.76%，同比上升3.5倍。

据悉，检察机关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既依法惩治情节严重的非法捕捞水产
品犯罪，又对犯罪情节较轻的初犯、偶犯等
依法不批捕、不起诉。同时通过举行公开
听证、公开宣告等，开展警示教育，实现办
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

最高检介绍，一季度长江流域非法捕
捞水产品犯罪有3项特点趋势。一是长江
中下游地区检察机关起诉该类犯罪较多，
占 74.01%。二是诉前适用非羁押措施的
轻微案件占比较大，为44.6%；犯罪情节轻
微依法不起诉的占 21%。三是一些犯罪
中出现产供销犯罪利益联合体，形成“捕
捞、收购、运输、销售”利益链条。

针对以上特点趋势，检察机关强化顶

层设计，统一执法司法尺度。最高检先后
印发《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
产品案件刑事检察工作座谈会纪要》《检
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件有关
法律政策问题的解答》，并与最高人民法
院、公安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制发《依法惩
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
见》，进一步明确打击标准、统一执法司法
尺度。此外，最高检还通过发布长江流域
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典型案例，以案释
法、警示社会。

同时，检察机关突出打击重点，坚持
打击与恢复并重司法理念。一方面，依法
严惩使用“电、毒、炸”手段或“绝户网”等
对渔业资源危害较大的非法捕捞行为，以
及具有组织性、集团化和黑恶势力性质的
非法捕捞行为，重点惩治地下产业链条及
其组织者、主要实施者。另一方面，更加
注重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对以牟取非法
利益为目的非法捕捞行为人，采取没收违
法所得、罚金、责令承担生态修复费用等。

一季度检察机关起诉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1285人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今年 7月 1日前后，
北京将隆重举行庆祝活动，热情欢迎中外
记者采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活动新闻中心设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将于
6 月 26 日正式运行。为便于中外记者采
访，新闻中心将负责接待前来采访庆祝活
动的中外记者，组织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
待会，联系安排中外记者采访活动，并开
设新闻中心官方网站和微信公号，为记者
采访报道庆祝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
和技术保障。

为方便香港特别行政区记者、澳门特

别行政区记者、台湾地区记者和外国记者
提交采访申请，新闻中心开通记者报名注
册系统（域名：http：//reg100cpc.zgjx.cn），
欢迎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通过该系统提
交报名注册申请。采访申请受理时间自
2021年6月1日起，至2021年6月12日止。

为有效防控疫情、共同维护公共卫生与
健康，新闻中心邀请部分在京的港澳台记者
和外国记者现场采访庆祝活动，不邀请境外
记者临时来京采访。新闻中心网站届时将
开设记者专区，提供相关中外文文件文本、
图片、视频等新闻资料，以方便无法来京的
世界各地报名注册记者下载使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6月26日运行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钟欣）
5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外记者
见面会，请脱贫攻坚一线的党支部书记围
绕“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与中外记者见面
交流。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
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在
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尽锐出战、冲锋在前，发挥了先锋模范作
用，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汝集镇朱集村驻
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刘双燕，重庆市巫
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毛相林，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达维镇冒
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望慧，贵州
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驻村第一
书记、工作队队长杨波，甘肃省武威市古浪
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后续产业专业合作社党
委书记胡中山等5位来自脱贫攻坚一线的
基层党支部书记与中外记者进行交流。

担任下庄村干部44年来，毛相林始终
牢记共产党员初心使命，带领父老乡亲发
扬“愚公精神”，历时7年，身系吊绳，靠着
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凿出了一条8公

里的“绝壁天路”。之后，他又带领村民通
过 15 年努力，探索培育出“蓝色”劳务输
出、“绿色”西瓜、“橙色”柑橘的“三色”经
济。“我们全村2015年整村脱贫了，真是要
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总书记的好政策，感谢
国家对我们的关怀和支持。”毛相林说。

今年 2月 25日，毛相林被评为“全国
脱贫攻坚楷模”。“我是第一个上台领奖
的，习近平总书记对我说，加油干，把下庄建
设好、发展好。我虽然获得这份荣誉，但这
份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是全国千千万万农村
基层党员干部的。我要继续为老百姓谋福
利、求发展，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他说。

从 2010 年担任冒水村村委会主任
起，陈望慧矢志不移带领全村发展玫瑰产
业，采用“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基
地”的模式，辐射带动全县13个乡镇46个
村的1200户贫困户、470户残疾人脱贫致
富。这位脱贫攻坚战场上的“铿锵玫瑰”
对记者说，我们的村子在夹金山下，这是
当年红军翻越过的夹金山，那时天气恶
劣，现在山下是一片玫瑰花香，当年的红
军精神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现在我们把这
个精神和脱贫攻坚结合在一起，不怕困
难，没有翻不过的大雪山。在党的领导

下，大家不怕困难，齐心协力完成了脱贫
攻坚，我们会在乡村振兴中勇往直前，把
家乡建设得更漂亮。

刘双燕是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
局派到朱集村的驻村第一书记。9年来她
以村为家，团结带领党员群众修道路、改
电网、通自来水，建起千余亩特色黄蜀葵
种植基地。2020年底，全村 341户 739人
实现脱贫，朱集村也由以前的贫困村变成
安徽的“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她表示，
担任第一书记是一生中非常宝贵的财富，
希望每一位驻村书记能坚守为民初心，牢
记我们的选派使命，接好脱贫攻坚的接力
棒，续写乡村振兴的新华章。

2010 年，年轻的杨波主动向组织申
请，如今他已经在海拔 2400 米的海嘎村
驻村 11年。“这一段披荆斩棘战贫困的经
历，也成为了我青春岁月中难忘的经历。
其间有 5次可以申请回去的机会，但是我
最终还是选择留下来。2020年，全村的人
均纯收入从 2010年的 1600元增长到了 1
万多元，现在的海嘎村已成为让城里人向
往的‘花园村落’。”他对记者说。

杨波表示，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
们虽然没有像先辈那样经历过战火的洗

礼，但是我们经历过疫情防控，经历过脱贫
攻坚。8年的脱贫攻坚战，全国有1800多
名战友、贵州有 209名战友牺牲在了脱贫
攻坚的战场上。事实也证明，我们这些新
时代的党员，完全可以胜任新时代的社会
担当和历史使命，我们无愧于党的培养。

当年，胡中山住在井泉乡夹山岭村的
高深山区，那里群众走路难、吃水难、上学
难、就医难。在党的扶贫政策支持下，他
带领大家走出大山，搬迁到了古浪县黄花
滩移民区谋求新发展，成立了“党组织+
专业合作社+农民”的产业链组织，发展
养殖业、种植业。“互帮互助同致富，一人
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近几年，
我们古浪县走出了生态移民、易地扶贫、
群众致富、生态治理共赢的扶贫开发新
路子，使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
活。”胡中山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脱贫
不忘共产党。还记得 2019 年 8 月 21 日，
习近平总书记到我们富民新村和老百姓
交谈的时候说，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共产党
的事业。我们山区的老百姓从大山深处
搬到黄花滩移民区，离不开党的好政策，
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也离
不开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脱贫战役不辱使命 乡村振兴再谱华章

五位一线基层党支部书记与中外记者交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上接第一版）
“农民很淳朴，认定了一个人，宁愿排队

等着，也要合作社来作业。”刘峰说，在合作
社服务的面积中，规模大户已占7成，但开展
社会化服务不能放弃小农户，再难也要做。

5月 21日，湖北省农业农村相关部门
在七星台镇举行全省小麦机收减损技能
大比武，枝江农机手刘峰、李伟以 0.94%、
0.97%的损失率脱颖而出，将作为“省级机
收减损之星”代表湖北参加全国比赛。

“除了精细高效、提质减损、技术过
硬，农民认可的还有服务态度，这样才能
形成口碑。”枝江市农机服务中心研究员
赵翠红担任了专家考核小组成员，她向记
者介绍，此次大赛面向夏收期间从事机收
作业的联合收割机驾驶员，有 100多位选
手参赛，按提供的同一型号收获机具，抽
签确定面积，在监督下进行机收作业，旨
在引导农机手们在生产实践中，比技能比
操作，展风采作贡献。

重培训，拼设备

刘峰驾驶的农机设备后面，贴着农哈
哈集团的一行宣传语：《农民日报》、农机

360网评选“农哈哈”为用户喜欢的农机品
牌。他说，由《农民日报》参与评选出的农
机品牌，我们农机手很信任。

刘峰从事农机行业有快20年，从第一
代“农哈哈”就开始用起。合作社现已有
各类农机 35套，年均服务近 10万亩。江
汉平原水网密布，经常要根据地情、农情
来调试设备。农闲时，合作社就注重以老
带新，参加政府组织的农机大培训，提高
机手收割技能和综合素质。“好日子、好机
手等不来，得靠拼出来。”刘峰说。

这几天，枝江市顾家店镇伟动力农机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伟正在调试新设
备。32 岁的李伟已从事农机行业 12 年，

“新型农机装备升级很快，合作社年服务7
万亩农田，根据市场需要，花大价钱拼设
备，就是为了降低机收损失率，提高作业
效率，得到农户认可。”

“现在抢收抢种都是在短时间内完
成，有实力才能接更多订单。”七星台镇农
技服务中心主任黄军说，大型农机合作社
基本上每年都会更新一些设备。另外，新
农机设备刚出来时，价格较高，农机手负
担也更大一些，希望可以获得更多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