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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防汛抢险救灾

□□ 龙珍霓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久锋

入汛以来，贵州省从江县遭遇持续性
降雨。6月 17日夜，受强降雨影响，全县
多地山洪暴发、房屋受损、道路冲毁、水电
和通讯中断，部分乡镇降雨量超过 200
毫米。

灾情发生后，从江县委、县政府紧急启
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并于6月18日6时
提升至Ⅲ级，第一时间号召全县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
范作用，视汛期为战时，视雨情为命令，及
时组建“党员突击队”295支、“抗洪抢险救
援队”332支，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以最严
态度、最实作风、最硬担当抓好防汛救灾各
项工作，筑起一道道“红色堤坝”。

转移安置群众打头阵

哪里有危险、哪里群众最需要，党员
就出现在哪里、战斗在哪里。

面对汛情，从江县严格落实“领导包
片、干部驻村、党员联户”责任制，组织全县
党员干部全力转移群众1610户6462人。

“马上组织所有在村干部与党员分
组挨家挨户敲门，首先把地质隐患点还
有居住河边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把在家中青年组织起来，成立突击

队，首先照顾好老人、儿童。”
6 月 18 日凌晨，收到汛情的从江县

丙妹镇纪委书记贾仕先立即动身赶往自
己包片联系、且位于河谷最易受到洪涝
灾害影响的龙江村。因当晚降雨量过
大，镇区前往龙江村道路多处塌方，道路
受阻，他率领应急分队绕路急行3个多小
时赶到村里，一边安抚受灾村民，一边组
织干部群众开展抢险搜救。

救援中，贾仕先的脚被房屋铁钉扎
伤，鲜血直流，大家劝他先处理伤口，以
防感染。但他强忍疼痛一声不吭，带头
往深水区搜救。“作为党员，在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面前，我们任何的伤痛都不
值一提。”直到 6 月 19 日中午，龙江村进
村主通道打通，通讯恢复，应转移群众
315 人全部安全转移，加上脚部化脓严
重，行走困难，贾仕先才到从江县医院处
理伤口。

处理重大险情冲在前

面对险情，广大党员越是艰险越
向前，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带给
他人。

6月18日9时，从江县公安局特巡警
大队长吴展仪率队在城区组织沿河群众
紧急转移时，忽然听到群众惊呼：“那边
发生了山体滑坡，有民房坍塌。”吴展仪

感觉不妙，马上带队往民房坍塌点奔去。
“先别上去，现在雨太大了，上面整

个坡体随时可能滑下来。”周边群众一边
撤退一边惊魂未定地喊道。

“里面很可能有群众被困，不确定生
死，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必须逆流而上。”吴
展仪一面查找坍塌房屋屋主，一面鼓励队
员跟在自己身后。了解到屋主吴某60多
岁的父亲被困，他镇定指挥，安排两名同
志观察坡面下滑情况，及时报告预警，自
己与另外两名同志冒着随时可能发生的
危险，从坍塌房屋空隙中钻入，查找被困
老人。

“老人被压在这里，没有皮外伤，大
家快一起挖。”为第一时间救出被困老
人，吴展仪来不及寻找工具，与赶来支援
的特警与消防救援人员一起徒手刨泥，
拆搬房梁，合力将老人从废墟中背出，送
上救护车。随后，吴展仪与救援部队便
匆忙赶往下一个险情点。

恢复灾后秩序勇作为

党心连着民心，暖流胜过洪流，党员
干部要当好群众主心骨。

“不管多远，我们都要走回去，要和大
家在一起。”6月17日，下江镇分佐村文书
王正强、纪检监督员廖老生被安排到从江
县城进行村级采购。汛情发生后，全县多

处道路塌方严重，车辆无法通行，为赶回
村里参与防汛救灾工作，两人从县城冒雨
徒步90余公里，从6月18日9时一直走到
次日4时，只为受灾后第一时间出现在群
众面前，让大家安心。

到村后，乡亲们说他俩太傻，一路上
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到处滑坡，出了意外
可怎么办？他们只是说：“身为党员这个
时候一定要在，不回来揪着心更难受。”简
单休整后，王正强与廖老生便与驻村工作
队、村“两委”成员以及党员志愿队迅速投
入到了道路抢修等灾后恢复工作中。

为尽快恢复灾后生产生活秩序，从
江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队靠前指挥，
各级党组织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党员
干部担当作为，带动群众同心协力，开展
灾后抢修和生产自救。截至6月20日18
时，全县参与抢险救援与灾后恢复的党
员 4427 名，带动组织参与自救与抢险救
灾群众超过 5 万人次，清理淤泥近 120
吨，疏通公路16条，恢复供电线路21条，
恢复通信基站586个，供水管道等正在陆
续抢修并逐步恢复。

洪灾冲毁了家园，但冲不垮重建家
园的斗志。如今，洪水已逐渐退去，但洪
水中擎起的党旗必然高高飘扬，洪水中
凝聚的力量定能振奋人心，一幕幕动人
场景会永远留在群众心中。

无惧风雨 冲锋在前
——贵州省从江县党员干部全力防汛救灾

本报讯（王天巍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曹成毅）日前，广东大范围出现暴雨、
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从 6 月中旬
至今，珠江流域遭遇一轮持续性、大范围强
降雨，117 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西江、北
江、韩江均发生编号洪水，形成流域性较大
洪水；西江、北江上游来水与珠江三角洲天
文大潮相遇，珠江三角洲多个潮位站潮位
超警……从上游到下游，珠江流域全线告
急，影响流域沿线近 3 亿人的生命财产
安全。

6 月 21 日，粤北地区出现持续强降
雨，珠江水系北江流域已形成大洪水。当
日 19 时，广东省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提升
为Ⅰ级。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轮强降水灾害主要表现为农作物被水淹水浸
和次生灾害。受灾地区早稻正处于抽穗期，
抵御灾害能力较弱，强降水对早稻造成机械
损伤，局部水稻雨打禾花，低洼田块受淹而造
成损失；蔬菜等作物出现烂叶、倒伏或被水冲
毁荔枝等出现裂果、落果现象；部分养殖鱼塘
遭大水漫顶，水产品逃逸；畜禽养殖栏舍遭山
洪冲毁。

目前，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连续调度全省
各地物资需求情况，特别是受强降雨影响较
大的阳江、韶关等市，派出农业防御灾害天
气专家指导小组，分赴粤西（湛江、茂名）、粤
东（汕头、揭阳）、粤北（清远、韶关）等降水集
中区域开展技术指导服务。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阮蓓）6 月以来，广西遭遇持续性高强度
暴雨袭击，多地发生洪涝灾害。据农情
统计，自灾情发生以来，累计共 55 个县
（区）315 个乡镇 2573 个村屯受灾，种植
业、畜牧业、渔业等均损失严重。面对灾
情，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第一时
间迅速反应，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应急
预案，主动担当作为，落实落细防灾减
灾具体措施，尽力把灾害影响和损失降
至最低。

“一是适时启动农业重大自然灾害
应急响应工作，加强应急措施的落实；二
是进一步加强对极端天气的预警预报；
三是督促指导全面抓好灾后恢复生产，
严防生物灾害，奋力‘虫口夺粮’促丰

收。”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6月初启动农业重大自然灾害Ⅲ级应
急响应，要求各地根据预案抓好防御措
施的落实，并就加强预警预报、灾情报
送、灾后恢复生产等提出明确要求。18
日，该厅重大自然灾害应急行动领导小
组将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应急响应提升到
Ⅱ级并保持至今。“前期已派出粮食、水
果、病虫害等组赴受灾较重的桂林、柳州
等市开展减灾救灾指导工作。将防汛工
作纳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领导干部挂点
联系服务设区市近期工作重点，目前各
个工作组都已相继到达联系点开展抗灾

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指导等工作。”该负
责人说。

据了解，自治区启动洪涝灾害应急
响应期间，各地级市、县（县级市、区）防
灾减灾救灾情况实行每日一报、突发即
报制度。农业农村厅重大自然灾害应
急小分队随时待命，将根据各地受灾情
况第一时间分赴灾区一线指导开展防
灾救灾工作。同时，加强与水利、气象、
应急等部门沟通会商，就健全合作机
制、加强信息共享，联合开展业务技术
攻关，明确风险预警产品制作流程，做
好预警发布等方面细化权责范围，第一

时间将气象预警信息传递到农业生产
一线。

针对自然灾害发生后往往会加重农
业有害生物灾害发生的情况，自治区农
业农村厅及时印发了《广西“两增两减”
虫口夺粮促丰收行动方案》等文件，并组
织召开全区“虫口夺粮”保丰收工作视频
调度会，落实落细农业防灾减灾措施，坚
决遏制农作物病虫重发危害，保障粮食
生产安全。“今年以来，我们针对低温冻
害、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分作物品种、
分灾种制定了应对自然灾害技术措施，
指导各市、县从本地实际出发，有针对性
地采取措施，逐步引导农民全面开展种
植业、养殖业灾后生产恢复。”该负责人
表示。

广西：全面抓好灾后恢复生产

近日，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持续强降雨，14个乡镇48995亩土地、56666人受灾，农业损失5968.66万元，基础设施
损失857.1万元。当地县委、县政府全力应对，迅速组织抗洪救灾，转移低洼地势群众和财产，确保安全度汛，现已紧
急转移1587人。图为6月21日道县西洲街道石厨头社区救援人员在转移受困群众。

蒋克青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砾星 摄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婧）公安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
机关紧密结合“昆仑2022”等专项行动，依
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制售假劣农
资等犯罪行为，全力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公安部要求，要坚持重拳出击，依法
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活动。要
结合本地实际，采取有力措施，对非法占
用农用地施工、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进
行非农业建设等毁坏耕地犯罪活动依法
严打，形成强大震慑。要紧盯耕地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等重要区域，深入开展
线索摸排，广泛发动群众举报，主动收集
梳理占用农用地犯罪线索。要加强案件
侦办，凡涉嫌构成犯罪的，及时立案侦办，
依法严厉打击。对涉黑涉恶案件，要深挖
彻查、除恶务尽，绝不姑息。对重大、疑难
案件，要综合运用挂牌督办、提级侦办、异

地用警等措施，一查到底，依法严惩。
公安部要求，要坚持露头就打，依法

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犯罪活动。要按
照“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条、追流
向”的要求，对制售假种子、假农资、假化
肥等涉农资犯罪快侦快办、深挖彻查，依
法严惩。要坚持网上网下结合，及时发现
搜集制售假劣农资犯罪线索。要针对农
资犯罪受害个体分散、单个案值不大的特
点，特别是农资“忽悠团”流窜作案特点，
加强组织协调，统一指挥、集中行动，坚决
斩断犯罪链条。

公安部要求，要加强同自然资源、农
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加
强行刑衔接，推动源头治理，切实形成工
作合力。要加强宣传引导和法治宣传教
育，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提高农民群众防
范意识，警示和震慑犯罪。

公安部：

严厉打击耕地农资领域犯罪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杨丹丹）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种
植业局获悉，该省 590 余万亩油菜全部收
割完毕，预计单产达 169.7 公斤，较去年
162.9公斤增加 6.8公斤，增幅 4.17%；总产
100.12万吨，增幅 9.9%。油菜最高单产实
测 281.8公斤，创安徽油菜单产历史新高，
较国家高产竞赛下达指标高30多公斤。

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下发的2022年
全省粮油作物高产竞赛实施方案要求，组织
省内外专家对全省申报竞赛的4个市5个县
（市、区）7个油菜攻关田进行了现场考察和
实收测产。经实测折水去杂后，7个攻关田
中有5个攻关田块亩产量超过250公斤，平

均亩产为248.8公斤。其中，第一名马鞍山
市当涂县护河镇青山村的450亩攻关田，品
种“浙油杂1510”，亩产281.8公斤；第二名
安庆市望江县漳湖镇大湾村的300亩攻关
田，品种“中油杂19”，亩产278.0公斤；第三
名合肥市肥东县白龙镇双庙乡的120亩攻
关田，品种“宁R101”，亩产267.4公斤。

同时，安徽省油料作物产业技术体系
各岗位实验站和安徽国豪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开展面上油菜产量调查，16个百亩以
上油菜种植大户平均亩产 183.8 公斤，最
高产田的亩产量达245.1公斤；4个千亩以
上油菜种植大户，油菜平均亩产 239.5 公
斤，最高产田的亩产量达到246.2公斤。

安徽油菜单产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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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庄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李道忠）记者日前从新疆喀什地区农
业农村局了解到，2022年新疆喀什地区棉
花种植面积551.2万亩，比去年同期增加5
万亩，其中机采棉模式节水滴灌 384.39万
亩、种植 320.61 万亩、干播湿出面积 63 万
亩。目前，各县市棉花苗情总体良好。

据了解，喀什地区今年棉花种植大面
积推广应用节水滴灌水肥一体化栽培技
术、机采棉模式栽培技术、棉花“干播湿
出”栽培技术以及棉花优质、高产、抗病新
品种等新技术，为今年棉花丰收打下坚实
的基础。

今年，喀什地区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优化棉花区域化布

局，促进优质棉花产业基地建设，延伸产
业链，促进棉花产业和产品升级，提升棉
花市场竞争力；通过应用节水滴灌水肥一
体化栽培技术，推广棉花专用水溶性肥
料，提高水肥利用率，提升棉花单产水平
和整体质量。同时，充分利用地、县、乡三
级农业部门的种子、植保、土肥专业技术
力量，进行技术跟踪服务，形成了科技人
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
领直接到人的科技成果转化新机制。

据喀什地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6月份以来，天气有利于全地区棉花
生长发育，重点要抓好棉花蕾铃期的管
理，注意做好化调及水肥管理，加强棉花
虫情的调查和防治。

新疆喀什地区551万余亩棉花长势良好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

“去年，我买了最先进的铺膜机、秸秆
打包机，现在共有9台大小机械。今年我加
入‘田保保’后，这些农机就能最大限度发
挥作用，开展作业有组织、有安排，再也不
用四处找活干了。”日前，记者在甘肃省张
掖市临泽县平川镇三二村采访时，该村农
机大户刘文说。

发生在刘文身上的变化，源自今年以
来平川镇的一项创新探索：村集体经济公
司化改革。去年，玉米制种基地市场化配
置试点工作启动后，平川镇成立了玉米制
种产业联合党委，按照“支部领航、一村一
策、市场运作、抱团发展”的发展思路，以增
加农民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为目标，指导
成立临泽县田保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整
合资源，采取“公司+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经

营主体+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的模式，辐
射带动全镇10个村集体经济股份专业合作
社入股田保保农业公司，变“单打独斗”为

“抱团发展”，推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打开
了产业链共富“总开关”。

“我们以玉米制种基地市场化配置为
契机，持续深化农村改革，积极探索推行

‘党委+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发展
链条，按照‘1+3+N’模式，对平川、三一、
三二村 2.04 万亩耕地进行了集中流转。”
平川镇有关负责人介绍，该镇依托田保保
农业公司，整合土地、资金、人才和机械等
各类资源要素，建成了“田保姆”“生产管
家”“共享农机”“植保卫队”“田间卫士”5
支田间生产管理队伍，为经营主体提供
耕、种、防、收等有偿服务，引导农户广泛
接受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农业生产
性服务。

“村集体经济股份专业合作社联合抱
团发展，可有效应对市场变化，规避市场
风险，解决原专业合作社市场竞争力不强
问题。”平川镇平川村党支部书记、临泽县
田保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雷军告
诉记者，他们用玉米制种预付款、村集体
积累资金投入公司实体化运行，让闲置的
资金活起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预
计年底村集体经济收入可增加 50%。同
时，公司按照“固定分红+收益分红”相结
合的方式，实行“基准价格+随亩保效益上
下增浮”的利益联结机制，在保障农户原
有土地流转金的基础上，根据公司亩保效
益进行二次分红。

“如今，深松旋耕、地膜、化肥，我们全
部实行公开竞标、统一购买、统一配置，减
少了中间环节。农机、库房等闲置资源投
入公司运营，提升了利用率；土地平整后，

地块大了，地埂少了，机械化水平大幅提
高，邻里田地纠纷也少了；水量利用率、化
肥利用率也将提升40%。总体上，每亩可节
约生产成本约 468 元，真正实现‘粮田’变

‘良田’。”雷军说，“让沉睡的资源被唤醒，
分散的资金聚起来，增收的渠道多起来，有
效增加村集体收入，我们就有钱办事、有能
力办事，不但能为 60 岁以上老人发放养老
金，让群众享受改革红利，也为今后村级产
业链延伸、基础设施改善、群众幸福指数提
升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

平川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平川
镇将把村集体经济公司化改革作为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引擎”，着力增强村
集体经济造血功能，让各村搭上集体经济
公司化改革快车，让群众享受智慧农业带
来的组织化、规模化的生产红利，推动全镇
农村生产、生活质量整体提升。

甘肃临泽县平川镇：

产业联盟聚合力 打开共富“总开关”

□□卫世新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马玉

“咱的油桃一斤10元，折算下来，一个
能卖到 3 元。”这些日子，山西新绛县万安
镇万安村果农黄有河喜出望外。

在他的大棚里，树上是硕果累累，树下
是客商往来。30多名工人有的摘油桃、有
的分拣装箱、有的在装车，一派繁忙景象。
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新疆伊犁的两辆大
型运输车，在装满油桃后即将发车。

“今天，我这6亩大棚油桃头茬就卖了
12万元。”黄有河说。

“我今天交易了 60 万元的油桃，而且
全部是给桃农现款，我的客户除内蒙古和
新疆外，还有西安、广州、银川等地的。”忙
着指挥装车的本地油桃经纪人陈引辉说。

不远处，青年农民尚俊堂投资30万元
建的8亩大棚油桃今年进入盛果期。尚俊堂
指着挂满枝头的油桃说：“我的投资今年就
能收回，这树上的油桃单个能卖到3块钱。”

万安镇拥有华北地区最大的连片油桃
生产基地，被誉为“中国油桃之乡”。油桃
种植面积达3万亩，年产油桃2万吨，油桃
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国外。从5月份油桃
成熟开始，客商就会从四面八方涌来。

红火的油桃生意点燃了农民种植的
热情。为了使油桃生产不断发展，新绛县
农业农村局每年邀请山西农大和运城农
学院的专家教授，在该镇最大的农民油桃
专业合作社——万安仙果品专业合作社
里开设高素质农民培育班，以果树专业和
电商专业为主，对农民进行培训。

几年时间，种植油桃的果农全部接受相
关技术培训。参加培训的有脱贫户，也有油
桃种植大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
黄有河、尚俊堂等一大批果农在经过多次培
训后成为优秀学员和种植能手。

培训赋能的同时，万安镇成立了油桃
产业协会，以此规范生产和销售，提升果
农与市场的融合度。

万安镇油桃产业协会会长崔振虎说：
“万安仙果品专业合作社在县农业农村局
和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下，与新疆霍尔
果斯峰岐坤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新疆永
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 5 家单位合作，将
新绛油桃出口到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等国家，截至目前已出口油桃2000多
吨。大棚油桃亩收入保持在 3 万元左右，
最高亩收入可达4万元。”

据业内有关专家分析，今年油桃价格
上涨是受供需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去年的
不利天气使水果产量下降，而今年开春后
气温整体偏高，人们对水果的需求量也随
之增大。万安油桃价格的高开让目前的
水果市场行情被看好，果农信心倍增，一
颗颗油桃正在成为果农的“致富果”。

万安油桃：价格高开 增收可待

本报讯（董蕾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
者 莫志超）近日，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研究
制定《江西省疫情期间开展新版兽药
GMP远程视频检查验收实施方案》和《江
西省疫情期间开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现场
审核实施方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试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远程视频评审。

专家检查组线上指导，对企业的生产
车间、检化验室和仓库等进行审核，借助

信息平台对企业关键制度及记录进行把
关；委托企业所在地农业农村局“服务特
派员”到现场协助开展审核，压实属地责
任，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审核，既优化服务
又不降低审批标准，切实解决企业生产的
燃眉之急。今年上半年，通过线下政务服
务窗口及线上“不见面审批”办理兽药生
产许可证核发35件，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
审批17件。

江西试行畜牧管理远程审批服务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