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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江西省遂川县草林镇冠溪村，村民正抢抓晴好天气晾晒稻谷，田间地头处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
肖远泮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子涵 摄

洪泽湖大闸蟹节办到蟹农店门口
本报讯 近日，第十七届中国·洪泽湖大闸

蟹节在江苏淮安市洪泽区洪泽湖水产批发大
市场开幕。“平日每天接100多单，今天200单
没问题。”董继付说完，他便把儿子、儿媳和女
儿们都紧急喊到店里，选蟹、捆蟹、打包、贴
单、装车，10多人忙得头都抬不起来。

跟董继付一样，受益于此次大闸蟹节，当天
洪泽湖水产批发大市场里的100多户蟹农，家
家生意红火，拉货的小车你来我往，非常热闹。

据悉，已连续办了十六届的洪泽湖大闸
蟹节，今年有了新变化，把开幕式搬到了蟹农
的店门口，而开幕式上“洪泽湖大闸蟹最佳生
态养殖基地”授牌、“洪泽湖大闸蟹放心店”授
牌、苏货直播、蟹制品加工企业发布、洪泽湖
美食城“洪泽家宴”菜品发布五个程序，则串
起了养蟹、卖蟹、加工蟹、吃蟹的全产业链，上
台和领牌匾的都是蟹农代表。

洪泽区委书记张冲林介绍，为打通节庆与
产业发展的快捷道，洪泽把大闸蟹节直接办到
了市场、饭店、塘口，让大闸蟹养殖、经营、加工
一条龙产业链的主体“唱主角”，让他们更得利。

今年，洪泽湖大闸蟹节着力转型重构，求
实效、弱形式，压缩现场规模，弱化办节仪式；
注重策划和宣传营销，努力实现节庆小活动、
大宣传，小规模、大影响，小投入、大回报。

叶顺亮 孙玉清

□□ 张鑫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这两年我在村上务工种花就收入了
2.7 万元，在家门口挣钱，做梦都不敢想！
每天瞅着村路两旁的花带，心情别提多舒
畅了。”来到黑龙江省庆安县同庆村，58岁
的村民隋井林高兴地讲述着可喜的变化。

同庆村是传统的农业村，种庄稼收
益基本固定，寻求新的致富门路迫在眉
睫。绥化市委办驻村工作队通过调研了
解到，该村周边城市每年春夏绿化美化

工程对花卉的需要激增，便立即把帮扶
同庆村发展花卉种植列入“我为群众办
实事”任务清单，让“美丽经济”在同庆村

“开花结果”。
在绥化市委办的帮扶下，同庆村积极

发展花卉产业，打造“美丽经济”。村党支
部书记吴清说：“多亏了市委办帮我们搞
起了花卉产业。”村人均收入去年达到
2.07万元；村集体收入由原来的一年不足
十万元，增长到2021年的71.5万元。同庆
村村集体也同农民一起加入发展花卉产
业行列，两年下来，村集体增收16万元。

黑龙江庆安县同庆村：幸福像花一样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十年来，河南粮食总产
量先后迈上1200亿斤、1300亿斤两个百亿
斤新台阶，连续 5 年稳定在 1300 亿斤以
上。用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10
的粮食、1/4的小麦，不仅解决了全省 1亿
人吃饭问题，每年还调出原粮及其制成品
600 亿斤左右。”近日，在河南省委宣传部
召开的“河南这十年”主题系列发布会乡
村振兴专场上，河南省委农办副主任，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万里介
绍，“重点做到‘五个坚持’，着力稳政策、
稳面积、稳产量，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
不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坚持扛稳责任，提升抓粮新站位。一
直以来，河南省坚定不移把抓好粮食生产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建立
粮食安全目标管理制度和工作绩效评价
考核体系并严格执行。河南制定了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规定方案和具体考核
办法，省级和地方政府采取签订耕地保护
目标责任书，作为刚性指标实行严格考
核、一票否决、终身追责。

坚持藏粮于地，挖掘产能新空间。河
南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全省耕
地面积保持在1.12亿亩以上。率先在全国
开展大规模高标准农田建设，已建成7580
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六成以上，同步发展

高效节水灌溉2426万亩，河南省高标准农
田建设工作连续3年受到国务院督查激励，
粮食抗灾减灾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坚持藏粮于技，开辟增产新途径。河南
积极打造国家农业科技创新高地，着力建设
现代种业强省，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种
业创新平台建设、种业创新攻关、种业企业
扶优、良种繁育能力提升、种业市场净化六
大行动，小麦良种覆盖率超过98%。推进农
业科技应用，全省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超过
9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4.1%，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约2.6个百分点。

坚持优化结构，培育发展新优势。
2016年以来，河南省大力发展市场需求旺
盛的优质强筋、弱筋专用小麦，突出抓好
40个示范县建设，推行单品种规模连片种
植、标准化生产和订单生产，全省优质专
用小麦由 600万亩发展到 1628万亩，占小
麦种植面积的19%。

坚持政策激励，增强种粮新动力。河
南省严格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
置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支持政策，推
进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政策全覆盖，加
大对产粮大县政策资金倾斜支持力度。
特别是近 5 年来，全省土地出让收入用于
三农支出达 1435.7亿元，落实粮油大县奖
励资金 292.46 亿元，耕地地力保护、农机
购置补贴资金739.92亿元。

河南：“五个坚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走进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竹塘乡蒿
枝坝杂交稻旱种基地，一派生机勃勃之
景。不过，几年前，这里却是另外一番景
象。竹塘乡地处山区、半山区，中低产田
多，高产水田少，优质口粮长期以来难以
自给。

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工程院朱有
勇院士团队立足实际，选择生育期短、抗
性好、抗旱优良的“滇禾615”“滇优37”等
品种，开展杂交稻旱种，采取统一水肥管
理、统一病虫防治、统一机械作业的方
式，通过手把手教农民种植技术，让当地
中低产田变成了“小粮仓”。

目前，竹塘乡已累计推广杂交稻旱
种7800余亩，覆盖了10个村委会98个村
民小组，惠及农户1900余户。

解种植难题在田间地头

朱有勇院士团队成员、云南农业大
学水稻所所长文建成介绍，杂交稻旱种
是针对云南山地多水田少、工程性缺水
严重、雨热同季的客观实际，而研发的一
种水稻旱地种植技术，将成为农民群众
口粮增加的新途径。今年，云南在全省
推广种植50万亩。

再好的水稻品种，再先进的种植技
术，面对农民的时候，也会遇到不少问题。

朱有勇院士告诉记者：“我们给农民
推广新型除草剂，可是大家一看到田里

有杂草就去喷，却不知道喷多了也会抑
制水稻生长，直接影响产量。所以，什么
时间喷、怎么喷、喷多大量，只能靠技术
人员手把手教。现在看，大家伙儿都掌
握了，效果也不错。”

水稻种植的问题解决了，朱有勇院
士团队又积极探索耕地轮作种植冬季马
铃薯，让冬天旱季环境与马铃薯生物学
特点实现耦合，把澜沧县热区冬闲田资
源优势发挥到最大化。目前，这里的马
铃薯平均亩产量保持在3.5吨，冬闲田真
正变成了农民群众的致富田。

聊起这些变化，竹塘乡大塘子村致
富带头人李娜感慨地说：“在我的心里，
朱院士和他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村
子的恩人。从摆脱贫困到实现小康，村
里人的日子是越来越好，越过越幸福。”

发生在澜沧县竹塘乡的故事，记录
着云南省以及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科技特派团为乡村产业振兴、助力农民
持续稳定增收付出的点点滴滴，更是万
千科技工作者满腔为农情，献计云南田
野间缩影。

正如朱有勇所言，“作为一个农业科
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是自己
的本分。”而今，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
者已经或者正在将论文写在云南这片热
土上。

据了解，云南已经建立了省、市、县、
乡四级科技特派员队伍，并实现了 16 个
州（市）全覆盖。今年3月，中组部又向云

南27个国家乡村振兴帮扶重点县派出了
27 个科技特派团，让这支庞大的科技助
农队伍真正为成为了“振兴力量”。

聚科技力量在产业一线

围绕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服务，推广
引进新品种、新技术，集中攻关技术瓶
颈……短短几个月，27 个科技特派团已
完成实地调研 211次，解决技术问题 243
个，推广新技术 200 余项，指导建立科技
示范基地191个，对接服务企业、农户、合
作社8206家。

在昆明市东川区，东川区科技特派
团在抵达之后，坚持把帮扶工作落在实
处，针对区内马铃薯、生猪、蔬菜等产业
的堵点、难点，进行深入调研，提出技术
对策，并邀请国内行业顶级专家把脉支
招，共同确定解决方案。

东川区科技特派团团长、云南省农
业科学院研究员隋启君告诉记者：“8 月
中旬，特派团马铃薯产业组对东川区马
铃薯主产区进行了全面调研，发现开展
了马铃薯晚疫病防控的地块，增产效果
非常明显。这是前期开展的马铃薯晚疫
病技术指导与培训的直接效果。”

在怒江州福贡县，科技特派团通过
“调研-座谈交流-再调研”的方式，全面
了解了当地蔬菜、茶叶、草果等产业的发
展情况及技术需求，通过引进新技术，建
设草果丰产核心示范基地，建立茶园绿
色防控技术核心示范基地，推动福贡特

色产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育本土人才在万千乡村

当然，各个科技特派团除了直接瞄
准产业短板发力外，还注重培养帮带本
土人才。乡村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
撑，乡村产业发展要实现可持续，更需要
有一大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田
秀才”“土专家”。

澜沧县科技特派团团长、普洱市茶
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赵远艳认为：“科技
特派团既要当好产业发展的‘规划员’，
还要当好科技服务的‘指导员’，更要做
好人才培养的‘教练员’，坚持下沉一线，
面对面讲、手把手教，为地方培养一支带
不走的乡村产业人才队伍。”

几个月来，澜沧县科技特派团采取
“理论培训+田间作业+现场教学”的培
训方式，依托当地火塘夜校、党群大会、
网络平台扩大帮带效果。目前，澜沧县
已有1000余名党员致富带头人参与乡村
产业发展，并带动 5 万余户农户树立了

“科技兴农”的思想观念。
再过半个月，福贡县的草果就要成

熟了，想象那一串串红彤彤的草果，必定
比去年又沉了些许斤两；再过一个月，竹
塘乡就要迎来水稻收获季，想象那漫野
的金黄，映衬的是一张张洋溢着丰收喜
悦的笑脸……到那时，或许科技特派团
的每一位成员都能自豪地说：“看，这就
是我们写在大地上的论文！”

满腔为农情 田间献良计
——科技特派团助力云南乡村产业发展见闻

本报讯（刘爱访 邢化敏 农民日报·
中国农网记者 刘一明）“如今办事太方便
了！俺妻子得了乳腺癌，家中还有三个女
儿上学。多亏了‘德救助’App，直接在手
机上就能进行救助申请，不出门就能办
完。”今年 8月，山东省宁津县保店镇王吏
目村村民尤来新感慨地说。

尤来新说的“德救助”App让群众申请
救助资金实现了掌上办、网上办，让农村
救助更精准、及时、高效。被救助人输入
自己家庭成员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情况、身
体状况；大救助平台自动研判、精准识别、
提示符合条件的救助项目；乡镇（街道）救
助工作人员接到大救助平台推送的申请
后，立即派人进行入户调查并上传调查材
料，进行居民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原
来核对调查一次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现在

有了“德救助”App不到一周就完成了。宁
津县还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会大救
助资金管理的实施意见》，财政部门根据
系统自动生成的各个救助项目的发放表
单拨付资金，并将平台上的人员数据信息
作为审核预算、分配资金的依据。通过社
会大救助平台，及时共享信息，了解人员
变动情况，做好资金统筹。

宁津县通过打造数字民生，打通了
服务困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目前，该
县将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等涉
及 15 个救助职能部门的 42 项政策全部
纳入社会大救助系统平台，涉及财政资
金 9987 万元，真正实现了政策、项目“一
口进”，政府性资金“一口出”，形成了县
乡统筹、制度衔接、兜牢兜实的社会大救
助体系。

山东宁津县：数字赋能让社会大救助更精准高效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