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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全文见中国农网）

农业农村部开通热线电话和网上留言
扫描二维码查看详情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艳玲

实习生 李烨

近期，四川省梓潼县的农户刘正德
因新冠肺炎疫情决定留在家中，但却没
闲着。在县农民工服务中心及镇农民工
服务平台的协调组织下，他和村里的壮
劳力投入到当地茶叶采摘、蔬菜收割等
农事劳动中，既增加了务工收入，又缓解
了当地农业生产劳动力紧缺的压力。

眼下，四川省各地各部门全力统筹

好疫情防控和农业
生产工作，发力关
键环节，为农业生
产开好头、起好步。

近期四川省供销农资集团在川内的
20 余家公司的 100 多台农资配送车奔忙
在各条化肥保供配送的路上。峨边县创
新疫情期间服务模式，协调农资经销商
配送农用物资到户，开展为民服务“送到
家”行动，组织各村党员干部、村民小组
组长等组成“代办服务志愿者”，采取“微
信、电话点单，党员干部跑腿”的方式，主
动为群众“代买代送”，坚决打通农资配
送“最后一公里”。

为防止假劣农资坑农害农，内江市

威远县农业农村局执法队逐一检查农资
销售点，杜绝假冒种子、化肥和伪劣农药
进入销售点，严厉打击销售假劣农资、哄
抬价格的不法行为，确保种子等农资价
格稳定、质量过关，保障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

为加强小春作物田间管理指导，简
阳市采用“专家+技术人员+种植大户”
农技推广新模式，通过微信群、QQ 群、政
务平台等途径开展在线培训、在线指导、
在线答疑，加强农业技术服务，既抓防疫
又抓生产，提高田管措施关键技术到位
率和覆盖面；遂宁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
专家、技术人员开展苗情调查和病虫害
防治工作，强化农业生产管理。

四川：农资农技送下乡，疫情期间服务忙

最近在浙江省武义县新宅镇，往返于城乡
间的公交车兼职当上了“运蔬车”，受到当地村
民欢迎。村民早上将农产品寄放在家附近的
指定商家或单位，路过的公交车就会将农产品
捎带到城区客运站，集配服务中心再将农产品
配送到客户手中。当天，村民就能收到货款。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农村地区农产
品销售渠道受阻，运输成本上升。有老乡担心

“来回奔波还赔本”，只能眼睁睁看着蔬菜烂在
地里。而武义县创新思路，让公交车兼职“运
蔬车”，巧妙利用公交车的富余装载空间，既让
老乡少了奔波劳碌之苦，又帮他们破解了“运
输贵”“卖菜难”等难题，充分彰显了“小切口有
大民生”的服务理念，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借鉴。

除了打通运销堵点，接下来各方不妨在供
需对接、产品分级、统一包装和品牌打造等方
面下功夫，进一步拓展销售市场、增强农产品
竞争力，让农产品质量更优、卖出好价。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公交车兼职“运蔬车”，不妨一试
胡聪

▲

近年来，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不断探索撂
荒地整治新模式，将撂荒地整治与新型经营主体
培育、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壮大村集体经济相结
合。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成了撂荒地的“新
主人”。截至目前，秦州区已累计复垦撂荒地7.3
万亩。图为日前秦州区天水镇复垦耕地景象。

新华社记者 杜哲宇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高飞 陈兵

农垦是国有农业经济的骨干和代
表 ，是 推 进 中 国 农 业 现 代 化 的 重 要 力
量。江苏位于我国大陆东部沿海中段、黄
海之滨，地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河湖密
布，滩涂辽阔，是近代农垦事业的发祥地，
也是党领导农垦事业的重要发源地。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百废待
兴，迫切需要加快经济恢复发展。1952
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 102 师按照上
级命令就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
建设第四师。军令如山，万名官兵人解
征衣马解鞍，铸剑为犁，进驻苏北沿海屯
垦戍边。“五岸六垛黄海边，荒凉无人烟；
青天盖芦花，一望无人家；嘴干想喝茶，
咸水难靠牙……”一首流传至今的民谣，
生动地诉说着江苏农垦建立之初的艰苦
创业史。

70 年风雨考验，70 年探索实践。昔
日“一把大锹一杆枪，一张芦席作营房”，
农建四师官兵把荒芜的盐碱荒滩当作生
产建设的“新战场”，从“苏垦第一犁”到
良田百万亩，从产粮百万斤到供养百万
人，从“集体化的火车头”到现代化的探
路者，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盐碱地上
建起了鱼米之乡，实现了历史性转变，成
为江苏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商
品粮生产基地和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

70 年沧桑巨变，70 年顽强拼搏。江
苏农垦在开拓进取中收获了弥足珍贵的
经 验 ，也 树 立 了 更 高 更 远 的 现 代 化 目
标。进入新时代，江苏农垦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
大产业”“努力形成农业领域的航母”的
殷殷嘱托，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江苏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实省国资委工作
要求，坚守“农为根本、垦为基因”，乘着新
一轮农垦改革的东风，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以江苏农垦高质量发展“三个一”体系
建设为抓手，大力实施“强核”战略，坚决
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
光荣使命，朝着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一流现代农业企业集团的目标迈进。

高质量发展有量的变化，更有质的
飞跃；有形式的转变，更有内涵的更迭。
正如江苏农垦党委书记、董事长魏红军
所说：“江苏农垦提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一流现代农业企业集团，其内涵实
质就是坚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打造中
国现代农业航母‘江苏号’，在‘强富美
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谱

写江苏农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面对机
遇与挑战并存，动力和压力共生，江苏农
垦通过科学布局、优化机制，不断总结新
经验，形成新共识，探索新办法，高质量
发展迈出新路。

聚焦主责主业——
当好国家队示范区排头兵

穿越市场的考验、历史的节点和时
代的变换，在历史的峰回路转中，总有一
些东西一脉相承。不管时代场景如何转
换，江苏农垦的历史使命与担当始终如
一。纵观江苏农垦 70 年改革发展史，有
一个主题格外突出：始终把农业当作立
身之本、发展之基和恒久遵循的圭臬，建
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路
径相当鲜明：促进大基地、大粮仓向大工
厂、大粮商的产业化升级，不断扩展“米
袋子”“油罐子”“面盆子”“菜篮子”供给
能力。

然而，飞速跨越的历程，必然是一个
机遇不断涌现、挑战层出不穷的过程，叠
加交织着疑问与不解。曾经，江苏农垦内
部也有人认为农业是弱质产业、微利行
业，发展农业不如发展其他产业，还有人
说只要把农业这一核心产业搞上去，有没
有其他产业支撑无所谓。站在不同的视
角，秉持不同的观念，截取不同的断面，自
然会有不同的感受、评价和结论。

思想没有统一，观念受到束缚，于
是关于农垦管理关系不顺、经营效率不
高 、管 理 机 制 不 活 的 争 论 一 度 小 有 市
场，“吐槽”也不绝于耳。多元、多变的
诉求，转变、转型的压力，突围、突破的
挑战，给江苏农垦人出了一份难度不小
的时代考卷。

“怎么看”决定“怎么干”！登高望
远、提高站位，拨开时代的层层帷幕，通
过微观角度的见微知著，宏观层面的审
时度势，克服思想观念的僵化，超越认识
水平的局限，江苏农垦用全面、历史、发
展的眼光来审视自身：农垦的生命力足
够强大，完全能够有力、有序、有效践行
自身使命。农垦体制优势主要体现为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体现为总揽
全局、同向发力的效率，体现为高度的组
织、动员能力，体现为长远的规划、决策
和执行能力。

现实的逻辑往往蕴藏着历史的本
质。稳定局面、凝聚力量必须先在思想
上认同，逐步形成理性认同，最终达成
情感认同。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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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 13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5 月 13 日同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
米拉诺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30
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克建交 30 年来，双
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关系
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中克政治互信牢固，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取得积极成果，给两国人
民带来了福祉。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挑
战，中克携手抗疫，谱写了两国友谊新

佳话。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克关系

发展，愿同米拉诺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
建交 30 周年为契机，巩固两国政治互信，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共同引领中克关系
实现更大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米拉诺维奇表示，克中建交以来，
两国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效显著。相信
双方将继续携手努力，深化伙伴关系，
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
新成果。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克罗地
亚总理普连科维奇互致贺电。李克强表
示，中克务实合作富有成效，佩列沙茨大
桥、塞尼风电等互利共赢项目树立了中
克、中欧合作的典范。中方愿同克方加
强沟通交流，巩固传统友好关系，拓展务
实合作领域，不断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
实。普连科维奇表示，30 年来，克中关系
深入发展。克方将进一步发挥积极作
用，推动克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就，造福
两国人民和子孙后代。

习近平同克罗地亚总统米拉诺维奇
就 中 克 建 交 30 周 年 互 致 贺 电

李克强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互致贺电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莫志超 文/图

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潭头
村村口，一面红旗造型雕塑上的几个大
字——“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让刚一
进入村里的人瞬间振奋起精神。2019 年
5 月 20 日，正是在这面红旗下，潭头村的
老百姓聚在一起，争相与习近平总书记
握手，向总书记汇报幸福生活。

红旗旁就是村民孙观发的家，当时，
他领着儿子、儿媳、孙子、孙女，高兴地把
总书记邀请到家里，总书记同他们拉起
家常。

近日，记者来到潭头村时，孙观发正
微笑着坐在家门口的长椅上。门口仍然
贴着与当时字样相同的“阳光照大地山清
水秀，春色满人间鸟语花香”楹联，不同的
是，门头挂上了“孙观发家”和“孙观发超
市”两块标牌，让人一下就能够肯定：这户
普通农民家一定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收入一步一个台阶

在孙观发家的客厅墙上，挂着这样
一幅照片。照片正中间是习近平总书记，
围坐在四周的正是孙观发一家人。

“总书记来到我家，体现了党对农民
的关心关爱，给我们奋斗美好生活增添
了动力。”与新中国同龄的孙观发告诉记
者，他有 50 多年党龄，总书记的到来让他
更加坚定了“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
决心。

孙观发是一名脱贫户，他告诉总书记，
他家 2018 年的收入为 7 万元。而 2019 年，
孙观发的家庭收入就产生了质的飞跃，达

到19万元，随后两年更是突破20万元。
从贫困到脱贫，孙观发享受到了党

的好政策；而从脱贫到富裕，则是潭头村
以共同奋斗实现共同富裕的真实写照。

总书记视察后，潭头村人并没有停
留在“讲故事”上，而是立马行动起来，成
立了旅游合作社。“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我们自然就要思考，如何避免各家各自
为战，在提升秩序的同时，最大程度创造
效益。”潭头村党支部书记刘连云说。

潭头村决定采取“3-5-2”模式，即合
作社收入的 30%归村集体、50%用于分
红、20%留作扩大生产。

（下转第四版）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

红旗映照奋进路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操戈 邓卫哲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实现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海南省立足全国独特的区
位优势和气候条件，不断探索多种模式
的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破解“谁来种地、
怎么种地”的难题，推动海南农业高质量
发展。

全程托管让农民“钱粮双丰收”

近日，在三亚市崖州区，刚收获完瓜
菜的农田里，耕地机、插秧机来回穿梭，一
垄垄新插的水稻秧苗为沃野再添新绿。

在海南，种植水稻收益要比瓜菜低
得多，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以往，冬春
种完瓜菜后，夏秋季节不少农田都会撂
荒闲置。为了解决耕地“非粮化”和撂荒
地问题，今年以来，三亚市提出“稻菜轮

作”模式，通过科学轮作力争实现 10 万亩
土地耕种不断茬，让农民“钱粮双丰收”。

连日来，海南农乐南繁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农乐公司）技术团队格外
忙碌，奔波在崖州区各村庄插秧，并及
时对已插秧的农田开展水肥管理和无
人机植保。“从发种子到卖稻米，公司的
托管服务贯穿耕、种、管、收全流程，农
民种稻有了全程‘保姆式’服务。”农乐
公司董事长王仕明介绍，目前公司在崖
州区开展了 1000 多亩的水稻种植托管服
务，种植他们自己选育的“九九新香”优
质水稻品种。

王仕明说，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
性，所有参与“稻菜轮作”的农民只需要
提供化肥农药、开展日常巡田管理，公司
承担种子、育秧、机耕、机插和全程植保
等托管服务，并以 2 元一斤的价格保底回
收稻谷。水稻收获后，土地则交还给农

民，继续开展冬季瓜菜种植。
农乐公司助力粮食生产的托管服务

不只在三亚市。在东方市感城镇，农乐
公司还流转了 2 万多亩土地用于杂交水
稻制种。春季制种结束后，为了提高土
地利用率，他们还将 2000 多亩土地以每
亩一两百元的象征性价格反向租给农民
种植晚造水稻。 （下转第二版）

海南：大力推广多元化农业生产大托管服务

潭头村村口潭头村村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