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马东文 农民日报·中国农
网记者 鲁明）为着力解决党员教育管理
薄弱环节和难点问题，日前，甘肃省酒泉
市按照“管理安家是基础、服务安业是关
键、关怀安心是保障”的工作思路，重点
针对流动党员、下岗失业党员、生活困难
党员、年老体弱党员 4 类党员群体，在全
市党员中部署开展“管理安家、服务安
业、关怀安心”行动，全力推动党员教育
管理工作上台阶、上水平。

据酒泉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针对流动党员去向难掌握、活动难开
展等问题，酒泉采取以居住地找人、以工
作地找人、以组织关系找人等办法，全面
摸清各领域各行业党员底数，分类建好
信息台账，及时掌握动态信息。依托乡
镇、街道、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便民
服务站设立专门服务窗口，及时为流动
党员接转理顺组织关系，做到“应转尽
转、应接尽接”，确保每一名流动党员都
能够纳入党组织管理、过上组织生活，找
到“家”的归属。针对下岗失业党员、生
活困难党员就业难的问题，酒泉坚持多
部门联动，协调人社、农业农村、工会、妇

联、残联等部门，在创业贷款、技能培训、
就业援助等方面为有创业意愿的生活困
难党员、下岗失业党员提供创业扶持，助
其在家门口创业安业，实现自身价值，切
实增强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针对
部分党员荣誉感不强的问题，酒泉坚持
严管与厚爱相结合，通过建立结对帮扶
机制，每名党组织班子成员带头结对帮
扶 1 名流动党员、1 名下岗失业党员、1 名
生活困难党员、1 名年老体弱党员，广泛
开展送就业信息、送农用物资、送文化科
技、送医疗救助、送关爱关心“五送”活
动，让每一名党员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
温暖，激发调动广大党员安心在岗、履职
尽责、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

甘肃酒泉：

向薄弱环节“亮剑”破党员管理难题

综合新闻 32022年5月7日 星期六

编辑：朱一鸣 新闻热线：01084395091 E-mail：zbs2250@263.net

建德市是中国最早发展大棚草莓种
植的县市之一，享有“中国草莓之乡”美
誉。草莓产业已成为该市推进乡村振兴
具有影响力的标杆产业，建德莓农在全
国 27个省种下 7.5万亩草莓田，草莓总
产值超40亿元。

为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多层次的
金融需求，邮储银行杭州市建德市支行结
合当地特色产业，发放专项“草莓贷”。建
德市梅城镇的方建清就是“草莓贷”的受
益群众之一。他家农场占地100多亩，种
着草莓等各类农作物。方建清一直想提
升农场品牌知名度，但这两年受降雨天和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农场面临资金短缺、
扩产转型很困难。邮储银行建德市梅城

镇支行知悉后，立即上门调查评估，很快
为方建清办理了20万元信用贷款，解决
了他的资金之忧。

小草莓打通了建德人的致富路，也
支撑起邮储银行助农支农的金融平台。

近年来，邮储银行杭州市建德市支
行始终把支持乡村振兴作为当前和今
后工作的总抓手、总纲领，持续加大三
农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在践行普惠金
融、支持乡村振兴、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等方面贡献力量。截至2022年3月，邮
储银行杭州市建德市支行已累计为636
户农户发放涉农贷款超 15 亿元，以实
际行动助力建德市绘就乡村振兴的美
丽画卷。 魏朦 ·广告·

邮储银行杭州市建德市支行助力乡村振兴
——金融“沃土”育硕果

□□ 蓝瑜萍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须臾不可放
松的重要政治任务。”近日，福建省福州
市召开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会，福建
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林宝金强调，要
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拿出
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全力推进乡村
振兴。

2021 年，福州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1122.21亿元，稳居全省首位，第一产业增
加值 637亿元，同比增长 6%；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25201元，较2020年增长
11.2%，增速位列全省第一。

一个个亮眼的数字，是福州乡村有
力律动的发展脉搏。望山、看水、记乡
愁，在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拥有
800 多万常住人口的福州，谋在高处，抓
在要处，落在细处，一项项惠农举措让广
袤的美丽乡村与日新月异的现代都市交
相辉映。

凝心聚力图振兴

“2021年集体经济收入达55万元，较
2020年翻了近一番。”永泰县梧桐镇坵演
村党支部书记陈掌平说，联合福州城投、
相关乡镇村，在坵演村成立福州市首个
乡村振兴联合党支部的做法，凝聚了多
方力量，破解了资源少、力量弱的发展难
题，推动了乡村振兴示范馆等 10 个项目
加速建成。

乡村的变化，凝聚着福州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精心谋划——在党建引领
下，串联相关内容，变成环环相扣的链
条，形成乡村发展合力，实现工作成效
叠加。

“加快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一
级一级抓落实。”福州市委乡村振兴办有
关负责人说，近年来，福州实行“领导小
组+办公室+专项小组（服务团）”组织架

构模式，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强化
“一把手”责任担当，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12 个专项小组和 4 个服务团，形成强
大工作合力。

做好顶层规划设计强布局。围绕乡
村振兴战略 20 字总要求，科学合理设定
年度目标、短期目标、中长期目标，编制
五年规划、及时分解任务清单，形成福州
乡村振兴“路线图”“工作表”。

抓实乡村振兴专题现场会。到现
场、到一线去，通过现场观摩、经验分享，
进行总结推广。2021 年，福州市举办 17
场乡村振兴专题现场会，围绕农村污水
处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等细分主题，掀
起全市互学互鉴新热潮。

小村兴业有大计

鳗鱼是福清市上迳镇南湾村的“金
鱼”，全村鳗鱼养殖场有 20 多家，年产值
稳定在20多亿元。随着鳗鱼养殖业的蓬
勃发展，南湾已形成集鳗苗培育、鳗鱼养
殖、烤鳗加工和出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
链。产业带好路，乡村有出路。2021 年
福清市鳗鱼产量达3.5万吨，实现产值71
亿元。

为带动乡村发展特色产业，福州给
出“一揽子”政策，出台“特色现代农业发
展十条”“茉莉花茶九条”“远洋渔业十
条”举措，全方位支持乡村特色优势产业
加快发展。

坚持龙头带动，扶优做强龙头企
业。实施“双百双千”增产增效行动、“扶
持龙头壮大产业”专项行动。去年新增
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4
家，新入选中国农业企业 500 强 2 家，截
至目前，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累计达327家。

坚持三产融合，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农
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累计建成 6 个全

国农业产业强镇、12 个省级现代农业智
慧园和 27 个省级农业物联网基地，建设
和改造65个农产品产地初加工中心。

坚持品牌强农，提升特色农产品品
牌影响力。成功举办“渔博会”、首届

“菌博会”、农民丰收节、福清枇杷节、闽
清橄榄节等农业节庆活动。推进“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畅通农产品
销售。

人居环境更美丽

走进罗源县白塔乡南洋村，村道平
坦开阔，广场干净敞亮，一栋栋充满畲族
风情的小楼矗立在村道两旁，房前屋后
花草飘香。趁着春光正好，村民兰学晃
打算在院子里多种些盆栽，让环境变得
更漂亮。

从过去旱厕遍布，临搭和违建随处
可见，到如今清新美景扑面，南洋村通过
引入以“可回收垃圾积分+农户文明分”
为核心的人居环境整治“双积分制”，走
出一条接地气、惠民生的乡村环境治理
新路。

在福州，像南洋村这样发生蝶变的
村庄并非个例。而这一变化的背后，是
福州坚持把打造优美人居环境作为乡村
振兴的关键之举，探索长效机制，力求全
域美丽。

福州已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行政
村全覆盖，农村垃圾治理率达100%；生活
污水治理提质升级，全市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设施覆盖率达85%；农村厕所革命加
速推进，全市农村无害化户厕普及率达
99.5%。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
的首场硬仗，福州找准“切入口”，从细节
处破题，处处见实效。

在此基础上，福州扎实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开展村庄清洁“六
清一改”行动、探索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积分制，建立共建共享长效机制。日
前，积分制行动方案出台，村民落实“门

前三包”、实施垃圾分类、整治房前屋后、
参与村庄清洁“六清一改”行动等内容均
纳入积分范畴，并建立有效兑换机制。

乡村治理更有效

“自从村里有了网格员，不用再往镇
里、县里跑，在家门口就能把事办好。”在
闽侯县祥谦镇门口村，通过党员网格员
与村民建立密切联系，返乡人员信息登
记、新农保缴费、危房改建报批申请等业
务，只要找到对应10户一队的网格员“小
队长”，都能及时代办。“小团队、细网格”
的基层治理方式打通服务村民的“最后
一公里”。

迎接新生活，离不开乡村善治。乡
村的治理之“术”，在强基固本，完善基层
党建体系，以“小网格”推动“大治理”。
福州深化“红色领航工程”10 项标准，结
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基层党支部“达标
创星”评星定级工作，开展“整乡推进、整
县提升”创建行动，完成 149 个软弱涣散
村党组织整顿治理。

突出选优培强，优化乡村基层干部
队伍结构。2021 年，福州市在全省率先
高质量完成新一届村“两委”换届选举，
村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比上届下降3岁，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数量占比较上届
提升24.6%。

在长乐区营前街道长安村，全省首
个防控化解矛盾纠纷的在线基层社会治
理平台“乐和解”，让村民老林一趟也不
用跑，就在线上化解一场征地纠纷；漳港
街道百户村的智慧指挥中心，让村民提
前感受“未来式”智慧生活……

让数字乡村从概念设计走进寻常百
姓家，按照“市级建底座、县级搭平台、乡
级造场景、村级选服务”的思路，福州正
着力构建全市一体化数字乡村治理新模
式，推动“互联网+社区”向农村延伸，提
高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精细化、现代化
水平。

现代都市中的乡村发展律动
——福建省福州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纪实

“挂牌认领”
助力樱桃销售

本报讯（鄢怀林 农民日报·中国农
网记者 张艳玲）春光似海，樱桃正红。
时下，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沙河镇的万
亩樱桃陆续成熟，进入销售旺季。沙河
镇白虎村的350棵樱桃树被“挂牌认领”
的事儿在当地传开了。

几天前，数十名游客到白虎村签订
了认领协议，领取了认领证书，并亲自进
入果园挂了牌。“挂上牌，这棵树就是我
的啦！这个周末我可以带上家人来品尝
自己果树上所结出的樱桃。”当天，游客
杜佳艺，在樱桃林中选了中意的樱桃树，
美滋滋地挂了牌。

果园负责人王兴俊介绍，顾客认领
的樱桃树，所结的果实全属于领养人，
游客可以随时入园采摘。果园还承诺
每棵认领果树的保底产量，确保游客
权益。

近年来，沙河镇依托当地气候温
润、水分充沛的环境，大力发展樱桃产
业，让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经济优势，
2.5 万亩小樱桃不仅绿了山头、也甜了
群众心头，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发展
双赢。

连日来，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25万亩大麦等作物陆续成熟，进入收获阶段，群众抓住农时抢收夏粮，确保颗粒归仓。据了解，目前该县
已完成大麦等作物收割15.7万亩，收获面积已过六成，有望实现夏粮总产4900万公斤以上的目标。图为收割机在田间作业。

杨晓华 杨茜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摄

□□ 疏泽民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

齐汪林现任安徽省桐城市唐湾镇农技
推广站大塘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他 26 年
如一日，扎根深山，致力于群众致富，奉献
青春，无怨无悔，先后被评为先进个人、优
秀农技员、农民满意农技员，并获桐城市首
届先进工作者、安徽省农业特色产业扶贫
先进个人等荣誉。

立足本业，传播农技

26年前，齐汪林从农校毕业，毅然选择
了别人不愿去的山区唐湾，并在这里深深
扎下了根。在唐湾工作期间，他翻山越岭，
汗水洒遍了山场、林地和河冲。通过走访
调研，齐汪林发现，唐湾生态环境优越，可
以利用绿色资源，打造特色农业，发展壮大
茶产业，探索有机农作物种植，走生态农业
发展之路。

为做好“茶文章”，齐汪林起早摸晚，披
荆斩棘，在高山丛林中攀爬，引种、试验、推
广优质小花茶，组织茶叶种植大户参加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扶持引导雾聚岭、白云尖
等合作社创建生态茶园基地，全面实施标
准化生产，多次组织本地茶企参加茶博会，
推介本土茶叶，唐湾产小花茶逐渐走出
大山。

在发展茶产业的同时，齐汪林着力发
展优质稻种植。为提高稻田单产，齐汪林
引进优良品种，推广良种良法配套。他的
爱人唐翠萍，在他的影响下，注册成立了翠
萍家庭农场，流转梯田，采用传统耕作模式
和病虫害生态防治技术，种植高品质有机
稻，生产“山親”牌高品质有机米，通过电商
销售，带领山区群众共同富裕。

目前，翠萍农场有机稻种植如燎原之
火，由长岭传播至蒋潭、铜锣，仅蒋潭村有
机稻种植面积就达100多亩，带动村民增收
20多万元。

甘于奉献，助力发展

2018年4月，齐汪林被选派到蒋潭村任
扶贫工作队副队长，当时他的孩子刚满4个
月。一头是工作，一头是家庭，这位当时有
着 19 年党龄的中共党员，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前者。
任职期间，齐汪林骑着电瓶车，对蒋潭

村 26 个村民组全面走访，将全村所有农户
的住房、人口、家庭情况摸得清清楚楚，闭
着眼睛他都能背出来。

驻蒋潭村两年多来，他与村“两委”一
道，在脱贫攻坚“十大工程”上持续发力，在
雾聚岭茶叶、有机稻和中药材等绿色产业
种植上下功夫，在中共桐怀潜“一大”会议
旧址等红色旅游基地打造上下功夫，2019
年，蒋潭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实现了村出
列，蒋潭村获得安徽省产业扶贫十大示
范村。

驻村扶贫结束并不是终点，而是乡村
振兴的起点。2021年6月，齐汪林来到大塘
村，任驻村工作队副队长。大塘村同样是
山区村，没有特色产业，村集体经济薄弱。
齐汪林利用所学的农业科技专长，指导村
民发展产业，助力大塘村乡村振兴。

大塘村脱贫户华石明，在村“两委”和
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利用山场发展养殖
业，注册成立天堂寨家庭农场。农场种植
的水稻、山芋、玉米等作物秸秆喂养 100 多

头牛羊，牛羊粪发酵返田，物尽其用，形成
良性循环。“感谢齐队长对我的关心和指
导，现在通过养羊养牛，生活越来越好了。”
今年4月的一天，养殖大户华石明对上门指
导的齐汪林由衷地感激。

初心不改，促农增收

从农技推广站站长到驻村工作队副
队长，从蒋潭到大塘，驻村地点转移了，
但齐汪林为山区群众服务的初心，一点
没有改变。

为深挖唐湾镇自然资源优势潜力，自
2017 年起，齐汪林每年在翠萍家庭农场
有机稻种植基地举办“桐城唐湾插秧节”，
吸引游客前来体验传统农耕文化，并以此
推 广 有 机 稻 种 植 ，带 动 山 区 群 众 共 同
创富。

目前，齐汪林仍住在唐湾镇农技推广
站宿舍，房子并不宽敞，屋子里摆着粉丝、
薏仁米、苦荞麦、茶叶、有机米等老百姓让
他代销的农产品。多年来，他通过自己的
关系渠道，帮助群众销售农产品两万多斤，
销售额在七八万元左右。

农技员齐汪林：扎根深山26载为民富

□□ 麦吾兰江·莫明 茹先古丽·阿迪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王帅杰 李道忠

在小麦春耕春管时期，植保无人机在
全国多地上演增产“保卫战”。

在新疆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托
万克阿热勒村的一处滴灌小麦田里，无人
机植保团队正在对小麦开展统防统治，使
用植保无人机喷洒药物、水溶肥。在此过
程中，技术人员还就无人机配药、喷药、操
作技术以及田间管理等知识给农户作了
详细解答。托万克阿热勒村村民艾麦尔·
麦提尼亚孜今年种了 100 亩小麦，他告诉
记者，以前打药都是自己背着喷雾器打，
100 亩地需要一个星期才能打完，费时费
力，防治效果还很一般。如今，采用无人
机打药，不到1个小时就全部打完了，这让
他特别高兴。“如今科技的发展大大节省
了人力和物力，我会好好学习无人机的操
作，用科技来助力农业生产，增加我的经
济收入。”艾麦尔·麦提尼亚孜说。

阿瓦提县昌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法
人阿布力克木·麦亥麦提说：“从今年 4 月
至今，公司已经喷洒了800亩地，效率非常

高，计划全年喷洒5万亩地。”
据了解，阿瓦提县有 2 家无人机植保

飞防公司，共有 350 余架无人机可供调
配。目前，全县小麦飞防作业正有序
进行。

利用无人机助力小麦增产的一幕也
在河南省上蔡县上演。

“扬花期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多数
农户抓不准扬花期、使用的农药质量参
差不齐、农药配比缺少专业指导。”上蔡
县农业专家谢卫华告诉记者，上蔡县今
年小麦种植面积约为 144 万亩，涉及 26
个乡镇（街道），病虫害统防统治任务重、
时间紧。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上蔡县通过公开
招标的方式，选择与设备多、经验足的农
业公司合作，共调动近千台无人植保机，
同时开启作业。上蔡县副县长胡焕焕向
记者算了一笔账，农户自己喷洒农药，一
亩地成本在20元以上，并且效果还不能保
证。统防统治费用分摊到每亩地，平均喷
洒成本在 12 元左右，按照去年的经验，亩
产增量在 10%左右，农户既不用担心病虫
害的影响，在节约成本的同时还能实现产
量增长，一举三得。

植保无人机助力小麦增产“保卫战”

本报讯（王凤喜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李杰）“感谢农业农村局干部协调帮
助，让养殖场拉回了‘救命’饲料。”近日，
河北省魏县沙口集乡大庄村汇喆养殖合
作社理事长李艳英听说拉饲料的货车已
下高速公路，正向养殖场驶来，非常激
动。魏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蒿要
领表示，在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
时，全力做好农业生产工作，已出具应急
物资运输通行证11份，为养殖场调运豆粕
130吨、预混料10吨。

为做好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和重要
生产物资的应急生产供应保障，该县疫情
办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创新建立了“抗疫
互助救命文档”，全力以赴做好人员物资
需求信息的汇总上报、配送物资的运输分
发保供工作。“救命文档”设置农业生产、
民生保障、就医用药、物资配送、热线电
话、一线求助等板块，与县疫情办物资供
应、交通管控、医疗救助等各工作小组通
过微信群密切关联，对接全县划分的街道

办、21 个乡镇、3 个重点场所物资保供区，
确保紧急情况下民生需求的供应和协调
解决。

汇喆养殖合作社现有会员养殖场
200 多家，每天需要豆粕等饲料 100 余
吨，全部需要从外地调运。由于受到疫
情风控管理举措的影响，拉有豆粕、预混
料的大卡车暂时下不了高速。合作社理
事长李艳英从微信群登录“救命文档”，
发布求助放行保供信息。随后，县农业
农村局作为粮油肉蛋奶的生产供应主
管部门，立足物资生产保供大局，主动
对接，完善饲料点对点保供机制，出具
新冠疫情防控应急物资运输通行证，在
漳河南、漳河北临时设立饲料供应仓，
各乡镇与合作社共同安排专用车辆将
饲料配送至养殖场。

据了解，几天来该县出台了多项促进
农业生产的相关措施，为群众协调配送生
活物资、送医送药，协调解决有关应急农
业生产资料供应求助200多件。

河北魏县：

确保生产生活物资及时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