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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陕西篇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

“我现在的理想就是将家乡的大黄
等中药材卖到全国市场，带领父老乡亲
一起发家致富。”日前，湖北省恩施州“听
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乡村宣讲活动在
利川市南坪乡举行，利川勤隆中药材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龙祥云分享了她在党的
领导下发展大黄产业的历程。十多年

来，她带领的合作社已成为国家级示范
合作社。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者，她表
示，要常怀感恩之心，感念党的恩情，听
党话、跟党走，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助力乡
村振兴。

2010 年，心系故乡的龙祥云在当地
党委、政府引导下，回到家乡利川元堡乡
创办中药材合作社，现已建设马蹄大黄
种源、样板基地 1960 亩，示范带动周边农

户发展 3.8 万余亩，建成全国行业知名的
大黄产业基地。“我们农民做产业，必须
清楚国家政策，只有符合国家政策的产
业，才是做得起来的好产业、好路子。”龙
祥云说。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医药工作被摆在了更加突
出的位置。这些年，各级政府相继制定
出台了发展中医药产业的系列规划和政
策措施，恩施州更是将中药材产业作为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来发展。

中药材种得好，也要卖得好。
（下转第四版）

怀感恩之心 走共富之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于险峰 张仁军

辽河两岸，沃野千里，水稻田、玉米
地、设施大棚连绵不绝，这里就是素有辽
宁“粮仓”“菜篮”“肉库”美誉的铁岭市。

铁岭地处辽河上游，在农作物黄金
种植带北纬 42 度线上，位于全世界仅有
的四大块黑土区之一——东北平原中南
部，黑土层深厚，粮食种植面积和总量保
持全省第二。

多年来，铁岭市以党建为引领，创新
思路举措，完善体制机制，推动产业提升
工程、村屯环境整治工程、乡风文明建设
工程、农村基层基础建设工程、农村民生
保障工程、脱贫攻坚工程、农村改革工程

“七大工程”建设同频共振、齐头并进，使
得乡村振兴底色更亮、成色更足、特色更
鲜明，努力把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做深做
实做精彩。

铁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俊伟
表示，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党组织，关
键在各级党组织书记。要着眼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建强党的各级组织，选优配强
县乡村三级党组织书记，认真落实主体
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职责，凝聚各方面力
量，以强大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保障乡
村振兴战略顺利推进。

打造“头雁联盟”，选优配强班子

“考进事业编之后，觉得自己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身份变了，村里带头人的
职责和担当也要上新层次，我要以更好
的状态、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抓班子、
带队伍，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好事、做实
事，不负组织的信任和培养，不负父老乡
亲的殷切期盼。”开原市城东镇冯家屯村
党总支书记石铸，参加了 2021 年铁岭市
优秀村党支部书记招录事业编考试，成
了一名事业编制人员。

2016 年至今，石铸一直担任冯家屯村
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考入事业编
后，他工作积极性更高了，带领村“两委”
成员逐步改善村屯环境，安装了视频监控
设备，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积极
争取光伏项目、开发利用废弃坑塘，发展

壮大村集体经济；组建秧歌队，制定村规
民约，弘扬正能量，村民的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党旗始终在冯家屯村高高飘扬。

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是推动乡村
振兴的有力保障。开原市坚持用好用活
村党组织书记、驻村第一书记和毕业返乡
大学生“三支队伍”，不断凝聚干事创业骨
干力量。在全市选树 35 名“头雁”村党组
织书记，围绕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加强
基层治理等内容开展“擂台比武”活动，晒
出成果、比出经验、比出境界。

开原市委书记谭会波认为，乡村两级
党组织带头人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至关
重要：“一个好的村离不开好的带头人，村
党支部书记选得好，工作干得好，支部班
子才会好。要让年轻有为、懂农业、能创
业、爱家乡的优秀党员带着大家共同致
富。乡村振兴离不开乡镇党委的支持，需
要一个好的乡镇党委书记领着村党组织
书记一块儿干、一起往前冲。县乡两级带
头人选好了、班子建强了，乡村振兴的组
织保证就有了，新局面就会很快打开。”

铁岭市开展“富民强村头雁领航”行
动。坚持“选、育、管、用”一体推进，着力
培养新时代农村致富带头人。

在“选”上，优选 298 名带富本领强、
有情怀、有本事、有业绩、有认同、有活力
的“一强五有”村党组织书记组建市县两

级“头雁联盟”，形成“雁阵效应”。
在“育”上，搭建乡村“比武大擂台”，

开展“头雁联盟”培训班 14 期、“头雁沙
龙 ”研 讨 会 11 次 、现 场 拉 练“ 比 武 ”13
次。为开阔视野，组织优秀村党组织书
记赴河南濮阳、山东临沂考察学习，对照
先进找差距，明确思路再出发。

在“管”上，大力推行村（社区）“两
委”班子及成员任期目标承诺制，全市村
（社区）“两委”班子及成员承诺实事项目
1.45 万件。主动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
与沈阳市全方位对接，开展“手拉手”共
建活动，选派 40 名优秀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300 余名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与沈
阳市结对共联，实现相互促进、错位发展
和优势互补。

在“用”上，连续 3 年面向优秀村党组
织书记考录事业编制人员，34 名“头雁”
村党组织书记考试录用事业编制，14 名

“头雁”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换届选举进入
乡镇党政班子，逐步形成了“头雁”村党
组织书记奋力领航，其他村党组织书记
全速跟进、“雁阵式”前行的良好态势。

在选优配强班子、打造过硬带头人队
伍上，铁岭市超前谋划，坚持好中选优、优
中选强，高质量完成村（社区）“两委”换
届，全市村党组织书记中致富能手 1003
人，占 85.3%； （下转第二版）

党 建 领 航 振 兴 路
——辽宁省铁岭市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观察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刘趁

曾记否？烈日下，农民背着农药喷桶打药，声音吱呀
作响；丰收时刻，人们在田间弯腰收割，时不时起身捶捶
腰板……

看今朝，农用无人植保机从农田上空轻灵飞过，每小
时均匀喷防上百亩；大型收割机一字排开，齐刷刷驰骋在
田野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取得重大
突破，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绿色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 2012 年的
54.5%提高到 2021 年的 61.5%，增长了 7 个百分点。

这 7 个百分点沉甸甸的，分量十足。它意味着我国
农业科技整体水平在世界上已经从第二方阵跨入第一方
阵，意味着我们度过了不寻常的十年。这十年，是我国农
业发展的金色十年，也是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收获满仓的
十年。从山川平原到江河湖泊，时光流淌中，中国农业的
科技创新印记一笔一画镌刻进农产品的枝叶纹理，创新
成果在辽阔土地上开花结果。

生物育种取得实质性突破，“中国饭碗”
端得更稳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标志性、先
导性工程，也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产业。近年来，我国
全面实施种业振兴，着力夯实种质资源这个育种的战略
性基础，农作物、畜禽、水产和农业微生物等农业种质资
源家底日趋丰厚。

十年来，我国现代种业创新体系不断完善提升，农业用
种得到有力保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 96%，自主选育品种
面积占比超95%，粮食产量连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超优千号”超级稻——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指导的第五期超级杂交稻，多次
创造水稻高产世界纪录，闻名遐迩。它创造了中国水稻的超级神话，让我们的“中国
饭碗”端得更稳，还有助于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济麦 22”“新麦 26”等一批优质小
麦品种近 20 年平均单产增幅全球领先。此外，节水抗旱小麦、机收籽粒玉米、耐除草
剂大豆等一大批优良品种陆续涌现，大幅提升了我国种业科技竞争力；“两系法杂交
水稻技术研究与应用”解决了杂交水稻高产与优质、早熟难协调的技术难题，突破了
两系杂交粳稻育种与种子生产技术瓶颈……一颗颗中国好种子，从根本上保障了中国
粮食安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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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这十年”系列报道①

开栏的话：“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
在科技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在三农工作
中的重要作用，要求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科技实现大发展、大跨越，整体水
平进入世界前列。即日起，本报推出“农业科技这十
年”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示农业科技在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支撑稳粮保供和产业振兴、引领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胡明宝文/图

三秦大地，日新月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先后 3 次到陕西考察调研，对陕西三
农工作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从“扎实推
进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到“做好乡村振
兴这篇大文章”，为陕西三农改革发展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十年间，陕西三农战线牢记总书记
殷殷嘱托，坚持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定
位，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立足
追赶超越，整合行业资源，聚力打赢脱
贫攻坚，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发展

“3+X”特色产业，积极培育九大农业
全产业链，不断深化农村改革，稳步推
进乡村建设，持续促进农民增收，奋力
谱写三秦大地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非 凡 十 年 ，三 秦 大 地 实 现 历 史
巨变！

十年来，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产能
稳定在 1270 万吨左右，肉、禽、蛋、奶
供给充足，百姓舌尖安全更加保障有
力；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累
计建成 1716.8 万亩高标准农田，农机
总动力达到 2451 万千瓦，“靠天吃饭”
成为历史；特色现代农业成效显著，第
一产业增加值由 2012 年的 1370.16 亿
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409.39 亿元，增幅
75.8%；农民持续增收，人均年收入由
2012 年 的 5763 元 迈 步 到 2021 年 的
14745 元，增长了 155.86%。

消除绝对贫困，让老百
姓过上好日子

2019 年 5 月 7 日，革命圣地延安传
出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随着延安市
延川、宜川两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延安
的贫困县全部“摘帽”，从此告别绝对
贫困，226 万老区人民开启奔向全面
小康的新生活。

“土窑洞变成了砖瓦房，荒土山变
成了花果园，穷山沟变成了旅游村，不
出门也能有分红……”延安市安塞区
高桥镇南沟村脱贫户张志莲生动地描
绘了近年来村里的变化。

陕西是革命老区，也是全国贫困
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的省份

之一，107 个县区中 96 个有扶贫任务、
56 个是贫困县，基础条件薄弱脆弱，
摆脱贫困是难啃的“硬骨头”。

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
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始终是习近平
总书记心中的牵挂。在陕西考察时，
他深情地说，要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
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
支持力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陕西上
上下下三军用命、肩担大任；方方面面
协同进击、尽锐出战。以钉钉子的精
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下硬茬、见真
章，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进展之快、成
效之好前所未有。 （下转第二版）

三秦大地谱写壮丽篇章

陕西省延安市现代苹果产业基地一角陕西省延安市现代苹果产业基地一角。。

◀近日，一场降雨过后，位于河北省承
德市滦平县的金山岭长城出现云海景观，
长城周围云雾缭绕，美如仙境。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 摄

雾绕金山岭

云涌古长城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内蒙古一些县乡
地区的农村中小学课后服务中，出现了类
似玉米皮手工课、菜园种菜这样利用手边
资源、就地取材的课堂，还有民间艺人教授
马头琴、蒙古象棋、摔跤等充满民族地域特
色的体育艺术课程，受到学生欢迎。

这些课堂带着“土味”，接地气，用活了
资源，也充分调动起了孩子们的积极性，为

农村中小学生全面素质培养和能力提升作
出了新探索，体现了当地教育者的智慧。
相比城市，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是农村教育
的短板。不过，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内蒙
古这些农村学校探索的特色课外服务，充
分证明了这一点。思路不妨打开一些，只
要能锻炼孩子的动手动脑能力，用玉米皮
做贴画和用各种精致材料做贴画相比，效

果未必不好。而学习马头琴和摔跤，同样
能达到提升孩子音体美素质的效果。

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我们呼吁加大对
农村教育的重视和资源倾斜，同时也期待
更多地方像内蒙古这些农村学校一样，探
索因地制宜、特色浓郁、不拘一格的“土味”
课堂。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这样的“土味”课堂可以多一些
毛晓雅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为支持深化稻谷收储制
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保障农民种粮
基本收益和稻谷生产稳定，近日，河南省
财政下达稻谷补贴资金 4.7 亿余元，支持
22 个稻谷主产县用于促进增加绿色优质
稻谷供给、提升稻谷产业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

稻谷补贴资金主要用于稻谷相关支
出，主要兑付给稻谷实际生产者，可向
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全省稻谷平

均 补 贴 标 准 为 48 元/亩 ，稻 谷 主 产 县
（市、区）可根据本地补贴政策在省下达
补贴标准的基础上进行微调，但上下浮
动不得超过 30%。同时，省级调剂不超
过中央稻谷补贴资金的 10%，用于支持
稻谷主产县（市、区）的一定规模以上稻
谷加工企业发展，培育壮大一批稻谷加
工龙头企业，提升全省大米品牌知名度
和影响力，加快推进全省稻谷产业高质
量发展。

据介绍，通过实施稻谷生产者补贴

政策，有效弥补了种稻农民因生产资料
价格上涨而造成的损失，保障了农民种
粮收益基本稳定，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
性；通过支持稻谷收储企业和加工企业
购置烘干设备、升级改造机械设备、增加
晾晒场地、维修仓储设施等，提高了稻谷
收储加工能力，缓解了农民“卖粮难”问
题；通过支持育秧大户和合作社，鼓励引
导增加绿色优质稻谷供给，加快形成优
质优价的价格体系，推动全省农业高质
量发展。

河南省财政下达4.7亿元稻谷目标价格补贴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