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即日起，本报“脉动”每周一、周三连续刊
出“我和我的村庄”系列报道。今日推出——

“这个村像影子一样，跟着我”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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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东岸，宁夏盐池农民人均收入的一
半来自滩羊产业，“盐池滩羊”对全县增收的
贡献率超过 80%；武夷山峦，“永顺莓茶”历
经千年不衰，如今成为年产量 2200 余吨，年
产值近 6.2 亿元的“富民茶”；滇南古城，“蒙
自石榴”远销泰国、新加坡、俄罗斯等多个国
家，年出口量 8 万吨，出口额 2.5 亿元……这
些富有地方传统特色、品种品质优良、文化
底蕴深厚的地理标志农产品正不断在国内
甚至国际市场大放异彩。

保护和发展地理标志农产品是推进农
产品“三品一标”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加绿色
优质农产品供给、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2019 年起，农业农村部会同财政部
等有关部门启动实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
工程，计划在全国范围培育和打造一批地理
标志农产品示范样板。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篇章里，保护工程围
绕独特地域、独特生产方式、独特品质和独
特历史文化，全面实施“六个一”建设标准，
推动生产标准化、产品特色化、身份标识化、
全程数字化，培优了一批区域特色品种，建
立了一套质量品质保障体系，唱响了一批乡
土区域品牌，壮大了一批乡村特色产业，带
动了一方农民增收致富，形成了一套持续发
展机制，全面提升地理标志农产品知名度、
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为振兴乡村特色产
业、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司
长肖放介绍，保护工程实施 3 年以来，各级
农业农村部门共落实中央财政资金 22.7 亿
元，支持 634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支持
产品年产值超过 5000亿元。

优品种 建基地 夯实地标农
产品保护之基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特色的产地生态与纯正的“血统”是地理标
志农产品独特的价值源泉。建好繁育基地，品种培优更有保
障；提升生产基地，地标保护才更夯实。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
关键是要抓好这两类基地建设。

多年来，保护工程坚持种质保护与品种
培优并举，组织开展特色农产品资源普查，
制定相关保护资源名录，开展区域特色品种
提纯、复壮和改良，推动品种繁育基地建设。

金华两头乌猪是金华火腿的品质来源，
因其珍稀的血统和极佳的肉质，被誉为“中
华熊猫猪”，是我国首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地方猪种之一。但由于生长速度慢、养殖成
本高，存栏量有限，一直以来，金华两头乌猪
的种质状况并不乐观。

自 2021 年实施金华两头乌猪地理标志
农产品保护工程项目以来，金华市大力加强
金华两头乌猪种质资源保护和科学研究。
截至今年 6 月底，全市金华两头乌能繁母猪
存栏 4200 头，金华两头乌猪及配套系存栏
超过 5 万头，比项目实施前分别翻了一番。
金华两头乌猪的品质、产量、价格和竞争力
得到进一步提升。

据介绍，保护工程实施 3 年来，全国共
收录特色资源 6839 个，建设提升地理标志
农产品特色品种繁育基地 892 个，稀有种质
资源得以发掘，一系列地方特色品种得到拯
救保护。

保护工程同样将核心生产基地建设放
在突出位置，通过明确特色产品的核心地理
区域，加强核心生产基地建设，改善生产设
施，推行清洁生产，强化仓储保鲜，提升特色
产品供给能力。目前，共建成核心生产基地
1672个。

如今，地理标志农产品核心生产基地的
建设如火如荼。“北京油鸡”养殖基地广泛运
用“林-草-鸡”生态种养循环模式，保护范
围遍布京郊 9 区 27 个乡镇；陕西眉县建立

“眉县猕猴桃”地理标志生产核心区 1 万亩，
全县猕猴桃综合产值达 58.5 亿元。

优标准 提品质 擦亮地标农
产品“金字招牌”

在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西营村的平谷
大桃种植标准示范基地，浓郁的桃味让很多
人感受到“儿时的味道”。基地负责人介绍，
经过 10 多年的探索，已形成了一套具有平
谷特色的生产技术规程，通过严格按标生产
和土壤改良，基地土壤的有机质含量达到
3.3%，确保了平谷大桃的好品质。

保护工程始终突出标准化生产和品质提升。保护工程实施
以来，共完善了 634个产品的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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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鸿钧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昊

在内蒙古科右中旗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示范点，农作物舒展着翠绿
的枝叶，长势正旺。玉米叶下，株株豆
苗规整排列。农户穿行于绿色的田垄
中，察看着农作物的长势。

佟瑞金是科右中旗巴仁哲里木镇
禾日木嘎查种粮大户，他今年承包了
1000 亩地，一半自己种，另一半托管给
当地企业。“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
式今年是第一年，目前看长势非常好，
丰收不成问题。”佟瑞金告诉记者。

惠农补贴的不断加大、农田水利
设施的不断完善、良种良技的高效应
用、经营体制的不断革新……各种利
好因素综合起来，使得许多像佟瑞金
一样的农户靠种地富裕起来，也使得
内蒙古的粮仓丰盈起来，内蒙古已成
为全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和 8 个粮食规
模调出省区之一。

十年来，内蒙古粮食产量相继突破
500亿斤、600亿斤、700亿斤大关。2021
年，粮食产量达 768 亿斤，跃居全国第
六，成为名副其实的“塞外粮仓”。

内蒙古粮食连年丰收归功于有利
的惠农政策、增加的粮食面积、持续提
升的产能、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粮食安
全战略，认真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国家收储制度改革、玉米大豆生产者
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并及时下达
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全区各地
重农抓粮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得到了
充分调动。

内蒙古是全国 5 个耕地保有量过
亿亩的省区之一，这是发展粮食生产
的最大优势。2021 年全区粮播面积
10327 万亩，较 2012 年增加 1141 万亩，
增加 12%。增产粮食 68 亿斤，占到增
产总量的 31%。全区千方百计稳定粮
播面积，挖掘潜力扩大农作物种植面

积，为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内蒙古坚持藏粮于地，大力开展

以高效节水为重点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2021 年底，全区已建成高标准农
田 4589 万亩，较 2012 年增加 4154 万
亩，增加粮食产能约 83 亿斤，增产贡
献率约 38%。

稳产增产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良
种加良技的组合使内蒙古粮食产量又
向前迈了一大步。2021 年较 2012 年
通过种子更新换代粮食产量增加约
35 亿斤，贡献率达 16%。十年来，水肥
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增产技术和主要
粮食作物上玉米浅埋滴灌密植、大豆
大垄高台等技术模式的大面积推广应
用，带动全区粮食增产约 34 亿斤，贡
献率达 15%。

在内蒙古的巴彦淖尔河套平原，
金灿灿的小麦已经收获；2000 公里外
的呼伦贝尔市，千里平畴上玉米、大
豆、水稻等农作物长势喜人。一派丰
收景象是对党的二十大的最好献礼！

内蒙古：“塞外粮仓”五谷丰盈

笔者近期在农村走访时注意到，部分
老人特别是独居老人日常使用的药品
（临）过期现象比较突出，有的甚至过了有
效期。过期药功效不稳定，不仅容易贻误
病情，还可能引发不良反应。这一问题应
该引起重视。

在农村，很多患有基础疾病、需长期
服药的老人会有意识地备药，但囿于用药

知识不够、文化水平较低等，容易忽视药
品保质期，鲜少定期清理过期药品。同
时，一些农村老人不舍得丢弃过期物品，
这当中也包括药品。目前，农村独居老人
较多，这种现象较为普遍。

为保障农村地区老人的用药安全，
相关部门可以在农村地区定期组织公益
回收活动，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大安全用

药宣传力度。此前媒体报道，有公益组
织通过用鸡蛋换过期药的方式，帮助农
村老人识别过期药品，村里许多老人都
积极参与，效果很好。这种接地气、易操
作的方式值得借鉴。子女也要筑牢“亲
情防线”，在用药安全上为家里老人多把
一道关。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农村老人用过期药应引起重视
阮雪松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9 月 13 日，
在应托卡耶夫总统邀请对哈萨克斯坦共
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发表题为《推动
中哈关系在继往开来中实现更大发展》
的署名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推动中哈关系在继往开来
中实现更大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在这美丽的金秋时节，应托卡耶夫
总统邀请，我即将对友好的哈萨克斯坦
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时隔 5 年再次访
哈，也是第四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

哈萨克斯坦有广袤辽阔的草原、壮美巍
峨的山河、热情好客的人民，我对这次访
问充满期待。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山水相连、唇
齿相依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两国
人民有着数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共同谱
写了古丝绸之路贯通东西的壮美诗篇。
中国唐代高僧玄奘、明代外交家陈诚等
都曾经到访哈萨克斯坦，“东方亚里士多
德”阿里·法拉比、“诗圣”阿拜·库南巴耶
夫等哈萨克斯坦历史文化名人在中国也
为众人知晓，他们的故事至今在两国民
间广为传颂。

今年是中哈建交 30 周年。三十载风

雨兼程，三十载携手同行。两国交往日
益密切，合作驰而不息，共同走出了一条
不平凡的发展道路。

——30 年来，中哈关系阔步向前，实
现了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关系、再到
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推进，树
立了独一无二的双边关系定位，打造了
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
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双方始终在涉及
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核心问题
上坚定相互支持，始终尊重彼此自主选
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始终乐见
对方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事业不断取得
进步。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9月13日，在
应米尔济约耶夫总统邀请对乌兹别克斯
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

《人民言论报》、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通讯社
等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乌关系更加
美好的明天》的署名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携手开创中乌关系更加美
好的明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土地沃壤，稼穑备植，林树蓊郁，花
果滋茂，多出善马。”这是 1300 多年前中

国唐代玄奘法师笔下描绘的撒马尔罕富
饶美景。在这喜迎丰收的仲秋之月，应
米尔济约耶夫总统的邀请，我即将再次
来到撒马尔罕这座美丽的城市，同米尔
济约耶夫总统共商中乌合作大计，并出
席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

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文明古
国，伟大的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两
千多年的友好交往。中国西汉张骞、唐
代玄奘、明代陈诚都到访过乌兹别克斯
坦，在塔什干、撒马尔罕、纳沃伊等名城
留下了来自东方的足迹。祖籍布哈拉的
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曾担任中国元代
时期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出生于撒马尔

罕的天文历法学家伍儒曾于 14 世纪中期
在南京参与修建天文台。他们是中乌友
好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他们的故事至今
在两国民间传颂。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大国和地缘中
心。独立 31 年来，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建
设和民族振兴事业取得丰硕成果。特别
是近年来，在米尔济约耶夫总统领导下，
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开启了建设“新乌兹
别克斯坦”新征程，各领域改革发展驶入
快车道，国家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蒸
蒸日上，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作为友好
邻邦和全面战略伙伴，我们对此感到由
衷高兴。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莫志超）近日，记者从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了解到，在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下，今年上半
年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持续向好，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1316.5亿元，同比增长6.1%。

近年来，江西不断加强金融支农工
作机制创新和金融支农保险水平提升。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建行
省分行、省农村信用联社、省农业信贷担
保公司等，健全“财政惠农信贷通”工作
机制，开展“地押云贷”试点，探索实施集
体经济组织“农权贷”试点，截至 6 月底，
全省“财政惠农信贷通”累计贷款 843.41

亿元、受益 16.1 余万户，“地押云贷”累计
贷款 9384.9 万元，“农权贷”试点累计贷
款 1.23 亿元。同时，江西还围绕“扩面、
增品、提标”目标，推动开展地方特色农
业保险试点和小农户发展特色农业价格
（收入）保险试点，今年水稻完全成本保
险范围扩大至 44 个产粮大县，实现产粮
大县全覆盖。截至 6 月底，全省特色农业
价格（收入）保险累计为参保农户减少损
失约 1.28 亿元，巨灾保险试点保费 1.1 亿
元、发放赔付资金 3556.5 万元。

近期，江西省农业农村厅对全省当
前农业农村发展领域融资需求开展了摸

底调查，筛选出有一定规模融资需求的
主 体 1005 家 ，融 资 需 求 合 计 达 357 亿
元。江西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加强与金
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协作，推动金融支农
各项政策要求落地落实。

江西还将重点围绕丰富支农手段和
渠道、扩大农业保险覆盖范围等进一步
探索创新。对农业贷款难、要求高、抵押
物少的问题，积极拓宽农业农村抵质押
物范围，推广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加大普惠小微贷款，丰富支小支微
特色化金融产品，持续增加普惠金融贷
款在涉农贷款中的占比。

江西:金融强力支持农业农村持续向好

□□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黄垚

这是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现行标
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我
国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
的突出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气壮山河的脱贫
攻坚人民战争，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
之贫、坚中之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新时代的中国，正在合力描绘更加
美好的时代画卷。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金秋时节，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阜平
一派丰收景象。

成 熟 的 果 子 挂 满 枝 头 ，果 农 们 采
摘、装箱、搬运上车，脸上洋溢着增收的
喜悦。

村里建起一座座崭新民居，水泥路
四通八达，群山之间一排排蘑菇大棚鳞
次栉比。

10 年间，阜平变了个模样。
阜平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

地方扶贫考察的首站。在这里，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
贫困地区。 （下转第二版）

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成就举世瞩目

近日黑龙江省富锦市万亩水稻科技示范园里的稻田画风光。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