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8月30日 星期一

编辑：高雅 见习编辑：王一晴 校对：李鹏 新闻热线：01084395091 E-mail：zbs2250@263.net 综合新闻 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晓燕 鲁明

“今年我种植了10亩玉米准备收籽，
由于旱情严重，籽实几乎绝收，幸好政府
鼓励合作社收购青贮草，给的价格也好，
每吨 360元，家里的 7吨青贮草卖了 2520
元，最大限度地挽回了损失。”甘肃省定
西市安定区白碌乡复兴村村民李耀权欣
慰地说。

今年，地处陇中地区的安定遭受多
年未遇的“卡脖子旱”，造成以饲用玉米、
饲用燕麦等为主的饲用作物成熟度下
降、产量减少。面对严重旱情，为了抗旱
减灾保收入，安定区委、区政府及时分析
研判，号召全区上下主动抗旱，打好保增
收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主动仗，努力把
损失降到最低。安定区及时发布收购公
告，动员受灾严重的北部乡镇及时与区
内收贮企业和养殖企业衔接，动员玉米
种植农户开镰收割，并通过张贴广告、发
布微信公众号和召开会议等形式公布收

购信息。
“为了做好青贮草的收储加工工作，

我们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动员，饲草
种植户、养殖场（户）等全面开展抗旱减
灾工作，同时督促各草牧业新型经营主
体抓紧做好机械检修及设施维护等前期
工作，为及时开展饲草收贮做好全面准
备，做到应收尽收并及时规范储存。”安
定区畜牧兽医局相关负责人说。

旱情紧急。安定区委、区政府发出
号召后，白碌乡、巉口镇、鲁家沟镇等乡
镇和相关部门迅速行动，提前一个月启
动饲草收贮工作，实施抗旱“粮改饲”：一
方面及时衔接农业保险承保单位实地勘
察，统计旱情，做好农民受灾理赔工作；
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区内现代草业等龙头
企业和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提前启动
玉米饲草青贮，确保群众在大旱之年减
产不减收。

“生产自救抢一点，农业保险赔一
点，争取政策补一点，劳务输出挣一点，

自然灾害防一点，来年计划早一点。”记
者在白碌乡采访时了解到，旱情发生后，
该乡因地制宜提出了“六个一”抗旱减灾
措施，引导群众依托定西益生肉羊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率先开展青
贮玉米收获加工工作，合作社把青贮收
割机直接开到田间，现场收购饲草、现场
青贮，大大提高了效率。

记者在鲁家沟镇采访时看到，当地
镇村干部纷纷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
进行抗旱自救，畜牧兽医技术人员深入
牧草加工企业和养殖企业，进行全株玉
米青贮技术指导。

安定区抢抓时机提前启动饲草收贮
工作后，位于香泉镇的定西巨盆草牧业
有限公司立即跨区域在鲁家沟镇建立了
玉米饲草收贮点，并且签订了 1万多亩、
约 4万吨的订单。该公司负责人回志仁
说：“往年，我们收购饲草的价格是每吨
240-280元。今年，为了帮群众抗旱保收
入，不管玉米有没有籽实，每吨的收购价

都是300元。”
“我们既要保证收贮进度，帮助群众

保收入，同时又要确保草品质量，不能因
为抗旱救灾而降低标准。”安定区畜牧兽
医局相关负责人说，为了确保收贮进度
和草品质量两不误，安定区畜牧兽医局
专门召开了粮改饲青贮饲料制作技术培
训会，邀请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
国家重点实验室、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郭
旭生主讲，重点围绕刈割时间、留茬高
度、压实封窖等全株玉米青贮关键技术，
对区内牧草收贮企业、养殖企业负责人
及区乡两级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经过持续发力，落实落细抗旱自
救、抗旱抢收、技术服务等措施，以青贮
玉米、饲用燕麦为主的饲草收储加工工
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安定区有关负责同
志表示，下一步，全区将持续加大力度，
为今冬明春饲草料储备工作打好基础，
尽 最 大 努 力 将 旱 情 带 来 的 损 失 降 到
最低。

尽最大努力将旱情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实施抗旱“粮改饲”减灾保收入见闻

首届北大荒文化旅游节
将于9月举办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8 月 27 日，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在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首届北大荒
文化旅游节活动情况。

首届北大荒文化旅游节将在 9 月 16 日开
幕，由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以“魅力
北大荒 中华大粮仓”为主题，共设计宣传启动、
主题推进、研学交流3个版块15项活动。

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
董事长、总经理杨宝龙介绍：“北大荒自然资源
丰富，风景优美，天蓝、水碧、沃土、良田，大界
江、大湿地、大农业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发
展现代化农业和生产绿色有机食品的天然王
国，也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独具特色的丰厚沃
土。北大荒这片绿色纯净的宝地，期盼各界朋
友尽情享受北大荒自然风光、品味北大荒厚重
文化、领略北大荒风土人情、享受北大荒仙境
神韵。”

新闻发布会上，北大荒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从丰富的旅游资源、独特的旅游文化、特色的旅
游美食、精彩的旅游线路、北大荒全域旅游发展
定位、发展布局6个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

近日，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沙漠蜜瓜迎来丰收。月牙湖乡的优质沙土地与黄河水资源，给当地蜜瓜种植带来得天独厚
的条件。当地近年引进企业发展沙漠蜜瓜种植产业，目前已建成蜜瓜种植基地2200亩，年产蜜瓜8700多吨，产品远销浙江、湖南、
四川等地。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本报讯（贾再兴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李杰）近日，河北省晋州市在晋州
镇刘家庄村开展了全市美丽庭院观摩
活动。干净整洁的街道、标识明显的文
化墙、精美漂亮的示范户门牌，一户户
庭院内窗明几净、干净整洁、花香满园，
渲染着乡村文明、环境优美的创建氛
围 ，和 谐 美 好 的 画 面 承 载 着 满 满 的
乡愁。

今年，晋州市紧紧围绕“百姓富、产业
强、生态优、城乡美”的奋斗目标，通过人
居环境的改善，以庭院“小美”助力乡村

“大美”，努力让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更加
幸福。

晋州市坚持“党建+妇建”的工作原
则，以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为抓手，以
建设美丽庭院为重点，切实服务妇女、服
务大局，实现党组织建设和妇联组织工
作建设“双提升”。在创建活动中，充分
发挥调动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妇联执委
的示范带动作用，并对创建中的示范户

进行挂牌表彰，实现美丽庭院创建全面
开花、整体提升，推动“共建、共治、共享”
美丽乡村。

全市妇联系统将党史学习教育与美
丽庭院示范创建深度融合，先后开展以

“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征程”为主题的“寻
找红色小院”“庭院庆祝活动”等10余场活
动，通过入户督导观摩，交流创建心得，以
观促学，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参与“美丽
庭院”创建评比的积极性，通过营造“比、
学、赶、帮、超”的创建氛围激发创建活力、
提升创建质量，让美丽庭院创建成效常态
化、持久化。

在创建美丽庭院过程中，该市注重
挖掘庭院内涵，不断注入乡土文化、历史
文化、家风文化，形成一户一品、一院一
景的乡村新景象，打造了一批“书香小
院”“绿色小院”“文艺小院”“普法小院”
等各具特色的美丽庭院，一幅幅庭院整
洁、村容亮丽、人居和谐的生态宜居美丽
乡村画卷正徐徐铺开。

河北晋州市：庭院“小美”助力乡村“大美”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
海玲）“在主巷道修建排水渠，保障群众住
房安全。”“在养殖区修建 3 座牛羊饮水
槽，方便养殖户喂养牲畜。”“今年村里及
时修好了排水沟，再也不担心路面积水，
弄湿鞋了。”提到各党支部办理的“民生
小事”，青海省湟源县的村民喜笑颜开，
纷纷称赞这些“小实事”给大家带来的

“大实惠”。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湟源县突

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从
群众关心关注的操心事、热点事入手，把
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放在服务发展、服
务民生、服务群众上，以党支部为单位，延
伸服务群众触角，持续落实“百件民生小
事”，不断增强党员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的
主动性和自觉性，目前全县已落实 100件
民生小事，惠及12万党员群众。

“今年党组织将继续为村里办实事，
大家认为应该先解决啥事？”“我们平时想
聊会天儿，没有坐的地方，还得拿个小马
扎。”“这段路面旁边就是田地，每次下雨
都会有泥土流到马路，影响村容村貌不
说，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要是修建砌石
挡土墙就好了。”今年年初，湟源县各村党
支部通过以社为单位，广泛征集群众意

见；以支部为单位，召开党员大会审议补
充的方式，将民生小事紧紧围绕群众实际
需求进行梳理上报，通过从严研究筛选，
层层把关，根据“小事”惠及面广、群众呼
声高、办理效果好，最终确定100件没有专
项经费，未列入发改、住建、交通、农业农
村、教育、自然资源等部门重点工作的民
生小事。

作为直面群众的第一线，湟源县各支
部切实把不忘初心的“标尺”立起来、把牢
记使命的责任扛起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
树起来，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
出问题，把他们的“小麻烦”当成工作的

“小目标”，一件接着一件干，让服务群众
不断档、“不打烊”。实行民生小事专款专
用、专人负责，办理过程全程公示，办理完
成严格验收，让实事真正惠及于民。

青海湟源县：100件民生小事惠及12万党员群众

本报讯（律文刚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吕兵兵）今年，财政部、国家乡村振
兴局在全国实施建设 40个欠发达革命老
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山东省临沂市费县位
列其中。费县位于沂蒙革命老区，今年以
来坚持创新突破，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
作用，以“五大振兴”为抓手，推动实施“三
个统筹”，全力创建全国革命老区乡村振
兴示范区。

统筹产业科技融合发展，打造产业振
兴新高地。费县发挥资金集聚效应，统筹
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2.3亿元，创建省级农
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国家核桃全产业链发
展标准化示范区。安排800万元奖补资金
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产业融合发
展。设立亿元级乡村振兴科技支撑发展
基金，与山东省农科院共建果茶等 7个产
业研究院，对接企业与项目50个。

统筹组织人才文化支撑，培育乡村
振兴新动能。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经费

1 亿余元，确保村级组织高效运转；实现
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130余家，集体收入
超 10 万元的行政村 330 余个。统筹各类
培训资金 300 余万元，打造技能出众、示
范突出的人才队伍。整合财政资金 900
余万元，建成文化服务场所 1100余处，每
年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3000 余场，
基本实现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化广
场行政村全覆盖。

统筹绿色宜居乡村建设，树立生态
发展新理念。县级财政每年安排 2700
余万元补助资金，实现农村环卫一体化
全覆盖。每年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4000
余万元，集中推进美丽乡村示范创建。
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5000 万元，高
标准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区。整合资金
3000 余万元，集中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区
和示范片。率先成立“两山银行”，激活
县域生态资源价值，以绿色发展撬动金
融支撑。

山东费县“三个统筹”创建全国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陈
显萍）日前，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为马明
盼、温国粮、陈瑞生等 10名第一届汝阳县

“乡创客”代表授牌，同时授予其所在单位
“‘乡创客’荣誉之家”称号。汝阳县通过
搭建平台、优化环境、完善政策，“筑巢引
凤”为乡贤返乡创业创造良好环境，实行

“一对一”精准对接，使“乡创客”成为助力
乡村振兴的活水。

搭建平台，开展暖心行动，激发乡贤
返乡创业热情。汝阳县在北京、上海、浙
江等地的汝阳籍务工人员建立了流动党
支部，搭建返乡创业平台；成立了乡贤返
乡创业协会，对接有意愿返乡创业人员，
并对拟创办项目进行专项论证和对接。
汝阳县以“一封信、一个会、一套政策”为
方针，即通过致慰问信、召开座谈会、宣传
创业政策等方式，对汝阳籍在外人才进行

“点对点”针对性服务，实现以商招商、以
“情”招商的良性循环。

完善优惠政策，细化支持方案。汝阳
县在土地使用、厂房租赁、产权手续等方
面给予优惠，对返乡创业者在户口迁入、
暂住登记手续办理及子女入学等方面给
予照顾，让乡贤放心投资、大胆投资、放手
发展。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营造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汝阳县拓宽乡贤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渠道，通过“村培镇管”等发展党员
新路径，把具备条件的乡贤集聚到各级党
组织中；在乡贤中培养村“两委”后备干
部，将杰出乡贤作为“两代表一委员”推荐
对象，鼓励支持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服务。

汝阳县各乡镇、各部门主动征求返乡
创业者意见，及时解决创业中的困难和问
题：县委组织部门健全完善返乡创业机
制，加大对返乡创业优惠政策措施落实监
督力度；县纪委监委加大督查力度，对乱
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行为，一经查实立
即曝光，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近年来，汝阳县发挥乡贤在项目引
进、资金回流、企业回迁、信息回传、人才
回乡等方面作用，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县
有各类乡土人才1652人，有意愿返乡创业
乡贤 634人。在返乡创业人才的带领下，
全县已成立 8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及 20
多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形成了“龙乡
故事”“牛粪上的甜瓜”“高老庄布鞋”“杜
仲羊”等一大批乡土特色品牌，为推进乡
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河南汝阳县：“乡创客”创出产业新空间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
艳玲）近日，四川省酿酒专用粮生产基地建
设培训会议在泸州市召开。记者从会上了
解到，2019年，四川省确定酿酒专用粮生产
基地建设面积达 200 万亩的任务目标，从
2019年的 122.3万亩增加到 2021年的 261.8
万亩，超额完成目标任务，3年来建设资金
投入累计达到7.24亿元。

白酒产业是四川省传统优势产业，白
酒产量全国第一。高粱作为酿酒的主要原
料之一，四川省内产量无法满足需求，每年
还需从省外进行采购。近年来，四川加强

酿酒专用粮生产基地建设，既是为了补上
本省酒企的原料缺口，更是为当地农民开
辟了增收渠道。四川省作为我国高粱优势
产区，采用四川本地高粱酿酒，可提高出酒
率1.5%，提高优酒率6%。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酿酒专用粮生产基地建设要与乡村振兴示
范区、现代农业园区协同创建实行“同规
划、同部署、同落实、同验收、同奖补”，进一
步提升基地建设标准化水平。据统计，到
今年已有主导产业中包括酿酒专用粮的现
代农业园区 30个，其中省级园区 5个、市级

园区4个、县级园区21个。
近年来，四川不断优化酿酒专用粮品种

选育。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宜宾
市农科院等科研单位选育的“国窖红”“宜糯
红”等常规、杂交专用高粱新品种被大力推
广，示范区优质专用品种覆盖率达到100%。

据了解，四川各地酿酒专用粮基地通
过“公司+基地+专业合作社（农场）+农户”
等运行模式，由白酒企业、专用粮购销公司
等与生产经营主体签订订单，指导专合社、
农户等进行绿色有机标准化生产。“五粮
液”“泸州老窖”“郎酒”等大中型白酒企业

积极参与酿酒专用粮基地建设，进一步提
高酿酒专用粮生产组织化水平。以酿酒高
粱为主的酿酒专用粮订单收购量从 28.7万
吨增加到今年预计的35.3万吨。

下一步，四川将围绕“六朵金花”“十朵
小金花”白酒企业，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
持续扩大酿酒专用粮基地建设规模；进一
步增强科技支持，不断提高酿酒专用粮基
地建设水平；进一步创新机制模式，不断强
化酿酒专用粮基地综合效益发挥，最终实
现基地建设扩面提质和支持酒企、联农带
农富农的目标任务。

四川省酿酒专用粮生产基地连续3年扩面
从2019年的122.3万亩增加到2021年的261.8万亩

（上接第一版）
——社会治理基础夯实。评选“民主

法治村（社区）创建单位”占全省行政村总
数的98.6%。完善驻村法律顾问制度，全省
2100多家律所、近万名律师担任村（社区）
法律顾问。

百花齐放掀起乡村治理的创
新浪潮

久立改革潮头，敢想敢干、勇于探索是
广东人最明显的精神气质。上有决心，下
有热情，两种力量碰撞，迸发出巨大的创新
动能。如今的广东，乡村治理的好经验、好
做法遍地开花。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广东省推进工作
一贯坚持的原则。在广州市从化区，7类队
伍活跃在乡村治理的第一线：“党旗红”先
锋队发挥党员在拆违治乱、经营致富等方
面的带头作用；“红袖章”联防队主抓平安
乡村建设；“连心桥”服务队注重搭建村里

“两代表一委员”的沟通桥梁。此外，还有
“平安哨”“夕阳美”“巾帼”“向阳花”队伍。

从化区乡村振兴促进中心主任叶平介
绍，虽然队伍各有分工，但都是以党员干部
为核心带动社会力量参与，引领治理工
作。目前，全区已有群防共治队伍1925支，
队员 1.16万人。“7类队伍凝聚了基层的力
量，让乡村治理由干部管变为一起管。”叶

平说。
近年来，作为一种乡村治理的新模式，

积分制在广东省迅速铺开。
江门市江海区英南村通过“三步走”让

村规民约为积分制打牢基础。第一步，是
在制订阶段，将“能落地”作为修订村规民
约的根本方针，发动村民大讨论。第二步，
将村规民约改编为顺口溜在村里多处张
贴，并开展多种宣传活动。第三步，在村规
民约入心入脑的基础上，将其作为评分的
主要标准实行积分制。低分者上“黑榜”公
示，高分者不仅可以上“红榜”，还能用积分
换取生活用品。

在积分制激励下，英南村的文明风貌
有了大幅提升，“黑榜”无人问津，“红榜”人
头攒动，村民参与治理的热情空前高涨。

在广东，清单制的推广让基层干部干
事有章法，政策落实更顺畅。

梅州市蕉岭县编制镇、村权责清单，
形成覆盖县、镇、村三级的权责清单体
系。目前，全县镇级权责清单、村级小微
权力清单、村级组织协助政府工作事项准
入清单已全部编制完成。蕉岭县农业农
村局党组书记涂政平告诉记者：“蕉岭县
村村都有权责运行流程图，干部群众能

‘看图说话’‘照单办事’，有效打通了乡
村治理堵点。”

法治建设是乡村治理的重点。在惠

州市惠阳区，“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让
专业律师能走进每个行政村。律师钟君
安每月都会有一天来霞角村提供法律服
务。从过去小矛盾“久病不医”最终酿成
大冲突，到如今村民大事小事都知道诉诸
法律解决，担任法律顾问的十几年来，钟
君安见证了霞角村村民法治意识的点滴
成长。

如今，钟君安的工作比当初“清闲”了
不少，他向记者展示手机：“我建了个微信
群，平时在这里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

提供乡村治理的“广东模式”

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广
东各地经济发展、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存
在相当的差异。通过创建试点示范，鼓励
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成为广东省破解
乡村治理难题的现实所需。

推进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示范试
点；争创一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村；开展
第二批省级乡村治理“百镇千村”示范创建
活动……今年 3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

《2021年省〈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工
方案》，乡村治理被列为一项重点任务，其
中“示范”是出现频次最高的词。

回顾广东的乡村治理历程，示范引领
是贯穿其工作始终的主要方法。5镇、47村
获评全国乡村治理试点单位，97个乡（镇）、

993个村被评为广东省“百镇千村”示范镇、
村。广东打造出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乡村
善治样板。

然而，创建示范并不是终点，如何从典
型中汲取营养并用于实践才是最终目的。
近年来，广东在创建示范的过程中特别注
重总结可复制的经验，打造出乡村治理的

“广东模式”。
去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

二批34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广东省
佛山市三水区“村级重要事权清单”和清
远市“乡村新闻官”榜上有名。加上首批
入选的惠州市“一村一法律顾问”、广州从
化区“仁里集”信息平台、佛山市南海区

“织密三级党建网络”，广东省已有 5 个典
型案例入选，为全国各地的乡村治理提供
了有益借鉴。

探索从未止步。谈到下一步的工作，
梁健表示，今年广东省乡村振兴局把重点
放在探索建立“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机制
上，统筹各方力量组团式、多层次地推进镇
村融合发展，实现镇村同建同治同美。

在顾幸伟看来，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保障，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广东
乡村振兴工作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广东
将在发展中不断总结新经验，丰富内涵，打
造出乡村振兴的‘广东模式’。”对于未来，
顾幸伟信心满满。

做乡村善治的先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