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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豆扩油实打实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

“要实打实地调整
结构，扩种大豆和油料，
见到可考核的成效。”

2021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专题研究三农工作时强调，要实
打实地调整结构，扩种大豆和油料，见到
可考核的成效。这一要求是基于保障初
级产品供给的战略性思考，是大食物观
指导下的科学考量，是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

扩种大豆和油料，并不意味着现在我
们的油不够吃了，也不是简单地调整种植
结构，“多种一点”“少种一点”的权宜之
计，而是要实打实地提高大豆和油料产
能，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匹配。

大豆和油料事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的需求，事关粮食安全“国之大者”。这
些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用
油的需求在增加，肉蛋奶在食物结构中
的比重也在上升。而这些食物的供给都
离不开大豆和油料。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
略性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

粮。同样道理，中国人的“油瓶子”里也
要尽可能多装中国油。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
国情，大豆和油料的供给需要统筹用好国
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为满足不断
增长的需求，我们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
很高：每年所需的1亿多吨大豆里，八成多
要靠进口；每年所需的3700万吨食用植物
油消费量，自给率仅能保持在30%左右。

俗话说“靠亲靠友不如靠自己，你有
他有不如自己有”，供给有保障，关键是提
高自给率，降低对外依存度，特别是在国
际局势变幻莫测、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加
的背景下，“必须保持自主性，保证一个可
控的自给量、自给率”。习近平总书记切
切叮嘱，“土地现在不种大豆，不种玉米，
不种棉花，到时候国际市场不好了咱们再
种过来，谈何容易啊！没有三五年能转过
来吗？”扩种大豆和油料，时不我待。

扩种要“实打实”地落下去、见成效，
关键有三点：首先，要真实。确保扩种的
目标和要求严格落实到位，不能玩数字
游戏，不能搞花活，既要扩面积，也要增
产量，把我国大豆和食用植物油的自给
率实实在在地提上去。

其次，要务实。扩种大豆和油料不
容易，还要避免与粮争地，更是两难。所
以必须要立足客观实际，因地制宜想办

法、出政策。要从现有的耕地资源中挖潜
力，推广能实现粮油统筹协调发展的种植
模式；要在健全激励机制上做文章，让农
民扩种大豆和油料不吃亏、能获利；还要
加快种业创新，下大力气提高大豆和油料
的单产水平，这些工作是基础、是关键。

最后，要扎实。扩种大豆和油料，要
见到可考核的成效。这就意味着，得用
好“考核”这把尺子，精准锁定责任主体，
科学设定指标体系，将任务分解到市县、
落实到地块，综合运用现有的各项政策，
更好调动地方重农抓“油”的积极性，确
保每年都能有成效，几年实现一跨越。

我们要按照中央提出的稳口粮、稳
玉米、扩大豆、扩油料的要求，统筹兼顾，
协同并进，把提升大豆和油料产能的任
务落实落细，在扩面积上，能多种一亩是
一亩，在提产量上，能多收一斤是一斤，
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尽可能实现“油瓶
子”里多装中国油。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山东篇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6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专项督查情
况汇报，要求打通堵点、完善配套，充分发
挥政策效应；部署进一步稳外贸稳外资举
措，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会议指出，近期国务院派出督查组，
对 12 个省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开展
专项督查。从督查情况看，各地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加快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稳经
济一揽子措施，多数地方出台了配套举
措，助推经济运行向好因素增多、市场信
心增强。同时也发现有的地方存在政策
落实不到位不精准、工作简单化“一刀
切”、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会议强调，经
济下行压力依然突出，要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地要切实负起保一
方民生福祉的责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推动稳经济政策再细化再落实，进一步释
放政策效应，确保二季度经济合理增长，
稳住经济大盘。一是督促抓紧整改。国
办要把督查发现的问题反馈地方和部门，
对典型问题予以通报。各方面要举一反
三梳理存在的问题，尽快整改到位。国办
要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并运用“互联网+
督查”持续跟踪政策落实、推动解决新问
题。对未纳入此次督查的省份，结合国务
院年度大督查对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
业进行督查。二是地方要结合实际抓落
实。聚焦保市场主体、稳岗保就业强化
政策支持。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和夏种顺
利开展，保障煤炭电力稳定供应，支撑物
价稳定。进一步畅通交通物流，解决好

复工不达产、产业链复产不协同问题。
清理不利于恢复市场信心的政策和管理
措施。三是进一步细化实化政策举措。
对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地方尚未出台配套
政策的、部门尚未出台实施细则的，要尽
快推出。对这次督查中有关方面提出的
意见建议，部门要认真研究，政策该完善
的完善。

会议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
策，稳外贸稳外资事关经济全局、就业大
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落实已出
台稳外贸稳外资政策同时，进一步加大支
持。一是充分发挥各级稳外贸稳外资、物
流保通保畅等机制作用，及时协调解决外
贸外资企业复工达产、项目建设等方面困
难。指导地方创新稳外贸稳外资措施。

（下转第二版）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专项督查情况汇报 要求打通堵点完善

配套充分发挥政策效应 部署进一步稳外贸稳外资举措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10 年前，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大梨树
村还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小村子。当时，新
上任的村干部，准备花 3 万块钱改善村里
小学的办学条件。可是，查完村里的账
本，却发现账面上只有 1.8万元。

6 年前，腾冲市中和镇樊家营社区是
个要土地没土地、要资源没资源的集体经
济“空壳村”。村委会办公室的房子破破
旧旧，跳起来都能摸得到房檐，更别说这
里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了。

而如今，大梨树村已经发生了翻天
覆 地 的 变 化 ，成 为 曲 靖 市 远 近 闻 名 的

“蓝莓村”，2021 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近 300 万元；樊家营也成了腾冲市村庄
发展的佼佼者，是全市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壮大的典型村，2021 年，村级集体经
济收入近 50 万元。

几年间，在云岭大地上，像大梨树、
樊家营这样的村庄（社区）如雨后春笋
一般，它们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之路。这巨大的变
化，得益于云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
对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视与真
金白银的投入。

2019 年，云南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坚持和加强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深化村级集体经济
强村工程的通知》，从此拉开了全省范围
内 5000 余个行政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的序幕。

到 2022 年 5 月，云南省共筹措中央和
省级财政资金 25.5 亿元，用于支持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目前，云南全省已有
13034 个行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超过 5 万
元，基本实现了村村都有稳定的集体经济
收入。

云南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
厅长谢晖表示：“这是在云岭大地一场
波澜壮阔的‘战斗’，借助政策支持、资
金 扶 持 等 硬 措 施 ，实 现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空壳村’基本消除的目标，以进一步增
强村级自我保障和服务群众能力，提升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蓄能。”

日前，记者进乡村，访农户，切身感受
这一场波澜壮阔的“战斗”。

党建引领，燃动“内部大引擎”

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农民富不
富，关键靠支部。

对这一认识，曲靖市沾益区西平街道
九龙社区党总支书记董乔德感受深刻。
先前，董乔德在西平街道农业中心工作，
是一位有着 20 多年基层农业工作经验的

“老农口”。2019 年，他被派至九龙社区，
担任党总支书记。

说起为什么会被派到社区，董乔德打
开了话匣子。他告诉记者：“当时，九龙社
区党总支被评定为区里的软弱涣散党组
织，严重束缚了社区的发展。我的首要任
务就是改变现状，把堡垒建强，重塑‘两
委’班子在群众中的威信，为社区下一步
发展打好基础。”

（下转第二版）

激活发展潜力 蓄能乡村振兴
——云南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纪实

良种良法配套，一亩打了 658 公斤

河南省遂平县常庄镇大兴村

2022年6月7日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硕颖

姚新领 绿野种植合作社理事长

科学种田

我 叫 姚 新 领 ，今 年 59 岁 。
2013 年，我开始规模化种粮。刚
开始我种了 200 亩小麦，到现在已
经有近 3000 亩了。去年，我种下
2900 亩冬小麦，今年实打称重 191
万公斤，平均亩产 658.98公斤！

品种的选择是小麦高产的基
础，在对过去几年种植经验的总
结中，我发现“郑麦 158”这个品
种更加强筋、高产、抗病虫害能
力强。于是今年我把这 2900 亩
地都种上了“郑麦 158”。

今年小麦长势良好最关键
的原因在于采用了全新的播种
方式。往年我都使用平播方式，
也就是等距播种。今年我使用
了省农业科学院最新研究出来
的新型播种方式——宽幅条状
播种。这种方式使用小麦带状
播种机来实现播种机和四轮拖
拉 机 配 套 作 业 ，跑 一 遍 就 能 完
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
等工序。这种播种方式非常科
学，能让种子均匀分布在 8 厘米
宽的土壤范围里，每 3 个播种开
沟器又组成一个宽幅苗带，苗带
39 厘米，行间距 26 厘米，可以实
现宽窄行播种。这样一来，就能
利用边行优势，达到通风、透光、
促进光合作用的目的，增强小麦
防 病 虫 害 能 力 和 抗 倒 伏 能 力 。
这种播种方式种下的小麦秸秆
粗大、麦穗重、千粒穗重，能增产
10%到 15%。

科学田间管理也是今年小麦
长势良好的重要原因。每年 2
月，我都会及时除草，包括播种
期除草、苗期除草等，每个环节
都马虎不得。

选最好的品种、用最科学的
播种方式、做最精细化的管理，
为了丰收，我把自己能控制的部
分做到最好。但粮食生产很多因
素是人力所无法掌控的。就像今
年小麦灌浆期时墒情不好，雨就
是下不来，那时候地里缺水，把
我急坏了。更愁人的是，那时候
麦穗已经定型，我们这边多采用
喷灌，一喷麦穗就会砸歪，那就
不得了了。即便这样，今年小麦
整体长势也还可以。

农闲的时候，我会在县里的
为农服务中心帮忙。为农服务中
心是为了解决耕、种、管、收、储
等难题，为农民提供培训、农资
直供、智能配肥、农机作业、统防
统治、烘干收储等服务，以确保
粮食颗粒归仓。归根到底，虽然
种粮辛苦，但是跟以前比，现在
的条件真是好太多了。

看着今年这么好的收成，我
打心眼儿里高兴。这离不开国家
的好政策，离不开好天气帮忙，
更离不开我们农民在生产过程中
付出的努力。小麦收割完了，我
准备开始种玉米和花生，计划种
花生 700 亩，其余的都种玉米，近
几年我准备都这样轮作。

姚新领的
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科学种田

VLOG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
艳玲）近日，四川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自然
资源厅、生态环境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农
村厅、省乡村振兴局六部门联合印发《四川
省加快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的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全省各地要遵
循“安全第一、绿色宜居、风貌提升、传承文
化、共建共治”的建设原则，进一步持续巩
固农房安全、提升农房风貌、改善村容村
貌、实施传统村落保护、营造留住“乡愁”环
境，推进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发展。

农房安全被放在第一位。《方案》提
出，要在加强农房选址安全的基础上，严
把新建农房质量管控、规范实施既有农房

改建或扩建、持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农
房抗震改造，持续巩固农村住房安全。深
入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以用
作经营的农村自建房为重点，对排查发现
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进行整治。到“十四
五”末，全省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15 万户的
目标任务。

在持续巩固农房安全的基础上，《方
案》明确大力推进现代宜居型农房建设。
全省各地要结合地域实际，研究制定现代
宜居型农房标准，统筹住房、附属用房、庭
院等功能，鼓励设计无障碍设施，推动水冲
式厕所入室，让现代农房不断满足农村群
众生产生活需求。到 2025年，力争每年新

建的现代宜居型农房占全年新建农房的比
例达到10%。

《方案》积极倡导在农村实施绿色低碳
用能革新。引导农村不断减少燃煤、秸秆、
薪柴直接燃烧等传统能源使用，鼓励使用
适合当地特点和农民需求的清洁能源，推
动村民日常照明、炊事、采暖制冷等用能绿
色低碳转型；因地制宜推广应用户用光伏
和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因地制宜推进燃
气下乡；探索推进低零碳村镇、可再生能源
利用重点村建设。

据了解，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四
川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3620.9 万，全省有
各类农房1400万余户，居全国第四位。

四川加快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

□□ 新华社记者 王念 袁军宝 吴书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
山东考察调研，对山东寄予殷切期望，“努力
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走在前、在增强
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上走在前、在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牢
记总书记嘱托，山东以昂扬的姿态努力开创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有效进展”

作为经济大省，山东在全国发展大局中
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

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山东面临产业结构总
体偏重、新兴产业总量偏小等突出问题。

2018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
察时强调，“要坚持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
思路”“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有效进展”。

山东迅速行动起来——
大力淘汰落后产能。2018 年以来，累

计整合清理地炼产能 2352万吨；累计治理
“散乱污”企业 11 万多家，化工园区由 199
个压减至 84个。

传统动能提档升级。4 年来，实施投
资 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 3.8万个，投资规
模居全国首位。

新动能不断壮大。去年，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增加值占比达到
31.7%，比2017年提高10个百分点；“四新”
经济投资占比超过一半，达到51.2%。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来企业考察时
鼓励我们不断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上取
得新突破。4年来，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
奋力攻关，在高端精细化学品尼龙 12、柠
檬醛、可降解塑料等方面接连获得突破，
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销售收入也从
600 多亿元增长到 1400 多亿元，净利润从
百亿元级跨入 200亿元级。”万华集团董事
长廖增太说。 （下转第二版）

齐鲁大地万象新

这是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分界洲岛海域拍摄的珊瑚（6月8日摄）。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在分界洲岛附近海域，分界洲岛旅游
区工作人员和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专家在海底移植珊瑚。据了解，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自2004年起联合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
开展珊瑚保育工作，实施珊瑚移植等海洋生态修复工程。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 摄

海底“植树造林”，守护一片蔚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