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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秋分过后，湖北省襄阳市东津镇后岗
村农民林坤开着小手扶拖拉机，从进门登
记，到扦样、检验、计量、卸车、去皮、收款，
不到10分钟，就在家附近的挺达粮食收购
合作社，完成了卖788斤稻谷的全过程。

1000 元新票子拿在手里，林坤满脸
笑容向记者介绍，种了近20亩田，粮出手，
钱就能到手，心里很踏实，卖粮很方便。

位于东津镇淳河村的挺达合作社由
“85后”余挺、王晓霞两口子经营。“9月 2
日开秤收购以来，已发走几十车玉米、稻
谷，全部现款跟粮农结账。”王晓霞戴着口
罩，抱着一个鼓鼓的挎包，坐在开票室里，
看秤、记账、点钱、付款好不利索。

余挺负责验粮，引导农户卸粮。据他
介绍，秋季收粮 2个月，高峰期一天要付
出去60多万元现金。

“收购资金得提前准备充足了，乡里
乡亲的都是熟客，要‘钱等粮’。”王晓霞
补充说，农村粮食贸易现金流水看起来
不小，但资金压力很大，又不好贷款。去
年中国农业银行工作人员到村里走访，
给农户信息建档，试了一下，信用贷 30
万元，利率低，手机上点一点，随用随还。

农行襄阳分行东津支行是农行襄州支行二级网
点，只有 8 个员工，王舜既当行长也是业务员，走遍全
镇50个村，采集录入2.4万户农民的金融档案。

“由村委会和村‘五老’推荐，才有信用贷的入围资
格。”王舜说，挺达合作社这笔贷款是襄阳分行自主创
新的“收购贷”，属农行面向广大农户发放的“惠农e贷”
纯信用贷款产品。农行襄阳分行负责人介绍，今后将立
足农业特色，重点支持乡村振兴带头人，协助秋粮收购。
目前已发放“收购贷”3000余笔，近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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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记者从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了解到，截至目前，垦区秋收已
完成九成，预计粮食总产将突破 460亿斤，比上年增加
约30亿斤。

北大荒集团 2021 年实现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
4457.8万亩，比上年增加117.7万亩。集团强化智慧农业
装备引领，全面启动10个数字农场建设，旱田3S技术实
现全覆盖，监测精度超85%。集卫星定位、自动导航、精
量播种、变量施肥于一体的智慧农机，一次可完成深松、
浅翻、整地、播种、合墒、镇压六项作业。建立科学轮作
休耕制度，大力实施秸秆还田培肥地力4200万亩以上，
还田率达95%。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用地表水替代地下水657万亩。全面实施测土配方
施肥，应用侧深施肥，年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4200万亩。
黑土保护成效显著，三年内耕地地力提升0.3个等级。

集团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防灾就是增产、减损就
是增产”的思想，加强气象监测、做好肥水调控、统一规
范管理，全年健身防病促早熟1.1亿亩次。

秋收坚持标准和质量，确保颗粒归仓。垦区充分
发挥机械化优势，投入秋收机具37.4万台套，加快了秋
涝地块的收获进度；改装割台扶倒装置5346台套，加装
强制喂入装置 1420 台套，提高倒伏地块收获质量；
4633万平方米晒场，923座检修好的烘干塔，使直收的
粮食能及时晾晒和烘干，确保安全储存。

北大荒集团秋粮总产预计突破460亿斤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颖

一大早，来自开鲁、奈曼、扎旗等8个旗县区的玉米
种植大户陆续到达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镇前
西艾力村汇民聚丰合作社的地头，听说北京的老师来
培训，来了有近 400 人。“这个田间课堂可是越来越火
了。”玉米种植户感叹：“我都来这儿听了4回课了，老师
咋说咱回去咋干，这里讲的技术就是管用。”

通辽市位于黄金玉米带，全市 2000 多万亩耕地，
90%以上都种植了玉米。但是多年来形成的传统生产
方式，田间管理粗放、产量提升困难。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科学研究所作物栽培与生理创新团队2018年开始
在通辽科尔沁区试验示范玉米密植高产全程机械化绿
色生产技术，在常规水肥投入条件下，2020年实收测产
最高亩产达1234.88公斤，千亩示范田机械粒收实收亩

产超 1000公斤。今年以来，团队在通辽全市开展大规
模田间课堂13次，培训规模化种植户2100余人次。

团队研究员李少昆及其他成员一到地头，就被人
群围了起来，当地工作人员赶紧维持秩序，“先让老师
讲这次的培训内容，再回答你们的问题。”

“我们推广的这项技术，目标是要达到高产高效，
技术途径是合理密植，具体的操作是全程机械化，特别
是实现机械籽粒收获，全场不落地……”和以往一样，
李少昆带领学员，在地里的各个不同的试验处理前一
边讲解，一边回复学员问题。正在地里调查数据的团
队研究生们也被学员们围住开展技术咨询。

汇民聚丰合作社的负责人马忠臣介绍，来的不仅
有玉米种植户，还有当地农业生产公司组织的员工。
据了解，通辽全市玉米密植高产全程机械化绿色生产
技术示范应用面积2022年将推广至100万亩。

技术管用，田间课堂越来越火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在中国传
统节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老龄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代表党中央祝全国老年
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

重视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贯彻落实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
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
度，健全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
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

系、健康支撑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

传统美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好
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作用，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
晚年。

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向全国老年人致以节日祝福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记者 杨依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 13 日同德国总理
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在友好的氛围
中回顾近年中德、中欧关系发展并就相关
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推动中
德、中欧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习近平指
出，“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
知心”。这句话，既是对我们多年深入交往
的很好诠释，也是过去 16年来中德关系保
持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经验。中国人重情
重义，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中国的大门随
时向你敞开。希望你继续关心和支持中
德、中欧关系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多次就双边关系、重
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治国理政经验等深入
交流，共同推动了双边关系向前发展，推动
了中德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中德本着互利
合作精神，发挥两国经济互补性，实现了共
赢。中国和德国自身发展得好，对世界经

济的贡献也更大。这证明，国与国之间完
全可以避免零和博弈，实现互利共赢，这是
中德关系应该牢牢把握的主基调。明年是
中德建交 50 周年。双方关系发展何去何
从，保持正确方向至关重要。中方始终从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德关系，愿同
德方保持高层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人民
友谊，深挖传统领域合作潜力，积极开拓能
源转型、绿色和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新领
域，推动中德合作走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中欧
双方的共同心愿。中欧都主张维护多边主
义，都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都认
为中欧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分歧。当前全
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推进世界经济复苏
正处于关键时期，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
问题和不断上升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中
欧作为全球两大重要力量，有责任加强合
作，团结应对。双方应该从更广阔维度看
待中欧关系，客观全面地相互认知，理性平

和、建设性地处理差异分歧。希望欧方坚
持独立自主，真正维护欧盟自身利益和国
际社会团结，同中方和其他各国一道，共同
致力于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世纪难题。

默克尔表示，我对我们十多年来的每
次交往都记忆犹新。我们就共同关心的问
题坦诚深入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促进了
德中关系和欧中合作的良好发展。我任德
国总理期间，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国力今
非昔比，并且展现出巨大潜力。我一贯主
张，欧盟应独立自主地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双方可以就彼此存在差异和分歧的问题加
强对话交流，相信欧中关系能够克服各种
复杂因素继续发展。德方赞赏中方为应对
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作努力，愿
同中方共同办好庆祝德中建交 50 周年活
动，继续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应对全
球性挑战。我将继续为促进德中、欧中理
解与合作作出积极努力。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10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新华社记者 刘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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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出席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出版发行
（均据新华社电）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程天赐 周涵维

金秋时节，伴着丰收的喜悦，第二批全
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于日前正
式发布，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启动了第二批全
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征集活动。
在广泛征集的基础上，经过申报、审核、评审
等程序，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石家营村、天津
市滨海新区小王庄镇渡口村、河北省邢台市
威县方家营镇孙家寨村、辽宁省本溪市本溪
县高官镇肖家河村等25个村入选第二批全
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

这些优秀典型案例，植根乡土，亮点突
出，特色鲜明，生动展现了各地乡风文明建

设的新成果，诠释着文明乡风浸润人心、引
领向善、规范行为、凝聚力量、培根铸魂的重
要作用，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中将发挥积极的示范带动效应。

智慧巧思推动移风易俗

文明乡风是一方百姓共同参与营造的
美好生活环境和精神家园。建设文明乡风
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主体性、积极性，通
过接地气、有感召力的文明创建活动，让群
众在参与实践、潜移默化中成风化俗。一
些入选案例村庄的党组织充分发挥他们的
智慧和巧思，创新激励机制，正向引导，让
群众在一件件文明生活小事中，对移风易
俗产生认同感、获得成就感。

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石家营村以“婆
媳澡堂”扬孝。该村建立了 200 平方米的

“阳光浴室”，澡堂面向全村免费开放，但前
提是年轻人必须陪着老人一起来，即儿媳
妇陪着婆婆、孙女陪着奶奶、儿子陪着爹、
孙子陪着爷爷，家里没有老人的，可以陪着
邻居的大爷大妈、大叔大婶一起来。一个
巧思，不仅让村里的“婆媳”关系变得更亲
密，更带动了全村的和谐。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香兰镇新建
村建立了“道德银行”，研究制定了道德评
比制度，群众可以通过参与文体活动、志愿
服务，评选孝老敬亲、致富能手等途径获取

“道德币”。用“道德币”可以兑换日用品等
奖品。一枚“道德币”激发了村民弘扬新风

正气的正能量，他们通过积极参加“讲、树、
治、助、乐、庆”活动及典型评比方式积攒

“道德币”，获得更多的精神和物质鼓励，进
一步弘扬了志愿精神，增强了群众的公益
意识，形成了团结、友善、互助的社会风气。

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建农村在生
活垃圾分类试点中，探索推行“鸡毛换糖”
的做法。该村在村组设置垃圾分类回收
点，制定“回收清单”，小到废旧电池，大到
铁锅、金属制品，都“明码标价”。每月 15
日、30 日，村民可至兑换点用分类好的生
活垃圾兑换筷子、酱油、食盐等生活物
品。通过“鸡毛换糖”，小激励、大动力，村
民变被动为主动，“换”出了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新时尚。 （下转第二版）

文明生沃野 新风沁心田
——第二批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综述

近日，关于京郊民宿的一则报道引起
广泛关注：在较为缺水的地区，几乎家家
都有游泳池，户户都有榻榻米，院墙统一粉
刷……如此装修设计引发争议。有人认
为，这不仅破坏了乡村原有风貌，也造成了
水资源的浪费。人们不禁发问，没有乡土
味道的民宿能长久吗？

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里待久了，人
们自然渴望到乡村去，回归天性、寻觅乡
愁。在乡村，游客既能体会乡土原味，又
能享受现代化的设施和服务，乡村民宿的
价值正在于此。但如果一味在现代化改
造上不惜血本，忘了发掘原汁原味的乡土
文化，怕是舍本逐末，能否行之久远也要

打个问号。
事实上，游泳池和榻榻米未必是游客

刚需和民宿标配。一些地区的乡村民宿，
凭借种瓜摘果等农事活动，以及剪纸、纺车
等民俗体验，同样赢得了市场。面对乡村
民宿的快速涌现，各地相关部门应及时制
定相应政策与行业规范，引导民宿建设保
留乡土风貌、健康有序发展，为乡村留住乡
愁，更好助力乡村振兴。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民宿改造不能丢了乡土味
杨瑞雪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

丰收时节，在安徽天长市永丰镇内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万亩
连片的高标准农田每天都要迎来一拨又一拨的市民来“打卡”观光：一
畦畦水田交错，白鹭飞舞其间，稻田边五颜六色的百日菊映衬着路边整
齐挺拔的水杉构成了一幅优美的油画。站在观光台上，便可以远眺不
同颜色水稻描绘的“大美天长”主题稻田画。在安徽，像这样吸引城里
人下乡的高标准农田精品示范区层出不穷，正拉近着城乡距离。从粮
食安全的保障“长城”再到唤起乡愁的美丽田园，安徽省的高标准农田
建设正在向更高的升级换代版本迈进。

保障粮食安全是第一要务

高标准农田将以前的低产田进行改造，实现了田成方、渠相连、
路成网，种地从看天吃饭变成旱涝保收。农业大省安徽高度重视高
标准农田建设，始终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提升粮食产能的重要抓
手。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106万亩，有效扛起了粮食
安全的政治责任。

走进明光市苏巷镇戴巷村陆郢组，种粮大户周学华告诉记者，看
今年的水稻长势，肯定又是一个好收成。“我是从江苏连云港来到这
里流转土地种粮食，每亩地 490 元的租金，一共流转了 400 亩地。当
时选择这里就是看中了高标准农田，基础配套设施好。自从在这里
种水稻以来，就没有低过亩产1200斤。”周学华说。

“陆郢组高标准农田项目改造建设了高标准农田 3000亩。”明光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府副市长徐礼锋介绍，除了改善水利路
网等基础设施条件以外，还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对村庄村容
村貌进行了提升，把农耕文化、生态涵养、休闲观光、乡村旅游渐渐融
入整个村庄。

“高标准”延伸内涵与功能

安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亩均财政投资标准已达到 2250元，走在
全国前列。高标准农田已经不仅仅是提高地力、实现旱涝保收的功
能，绿色、生态、科技、智能、产业等诸多因素的叠加让“高标准”变得
愈加丰满。

在定远县蒋集镇，1.5万亩高标准农田上种植的水稻一望无际，39
座古色古香的桥梁、凉亭穿插在绿色的水稻田间颇有诗情画意。“四
川广元农发集团一眼相中这块农田，高价竞标成片流转种植粮食。
等这一季的水稻成熟收割后将全部种上油菜，与周边的水系形成一
派农旅风光。当时规划建设高标准农田时就定位开发农旅功能，要
将它打造成稻田风景。”定远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刘会明介绍。

芜湖市三山经开区峨峤镇的2000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是中联重
科数字农业的示范区。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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