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认真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稳步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行动，让7万亩良田回归
粮田。目前，该区共有159个粮食生产功能区，面积达到15.6万亩。图为党湾镇新前村800多亩稻田迎来丰收时刻，一幅村美粮丰画卷映
入眼帘。 孙春芳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摄

黑龙江黑河市爱辉区
玉米田实现“黑色越冬”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伟林）
黑龙江黑河市爱辉区抢抓封冻前有效时间，
对标北大荒集团作业标准，同步推进秋整地
和秸秆综合利用，40.3万亩丰收的玉米田实
现“黑色越冬”。

爱辉区嘉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采用
大垄双行模式种植了逾万亩玉米。今年，
合作社又投入了300余万元，购置大马力拖
拉机和高效翻转犁，抢抓玉米收获的同时，
进行玉米秸秆翻埋，满足高效收割的需求。

玉米抢收快收的同时，秋整地和秸秆
综合利用也在爱辉区同步推进。今年，全
区广泛宣传秋收、秋整地和秸秆综合利用
同步推进的黑土地保护措施，全面组织带
动农户改变以往冻收习惯，抢抓封冻前有
效时间，高质量开展秋整地、秋起垄和秸秆
综合利用工作，有效疏松土层、蓄水保墒，
提高土壤肥力，实现了全域“黑色越冬”。

今年，爱辉区积极对标北大荒集团标
准化种植技术模式，强化良种良法良机运
用。全区玉米种植面积 40.3 万亩，单产达
到1300斤，总产量5.24亿斤。截至目前，爱
辉区玉米秋收工作和秋整地工作已经全部
完成，肥沃的黑土地静待明年的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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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吾兰江·莫明 茹先古丽·阿迪力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道忠

眼下，新疆阿瓦提县 140 余万亩棉花
正值采收高峰期，全县各乡（镇）在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全力推进棉
花采收进度，确保朵絮归仓。

日前，走进阿瓦提县阿依巴格镇托万
克伊来克村村民陈群演的棉田里，一台大
型打包采棉机正在作业，经过一番“吞云
吐雾”，完成采摘、压缩、打包等工序，不一
会儿采棉机就完成了自动打包，“吐”出一
个个棉包。一排排打包好的棉花，在棉田
里显得格外耀眼。

陈群演是阿依巴格镇的种棉大户。
今年，在农业技术人员的精心指导下，通
过科学管理，他种植的 600 多亩棉花茎秆
粗壮，棉桃匀称饱满，喜获丰收。

“以前棉花生产都是依靠人力，现
在机械化种植、无人机打药、采棉机一
体式采收打包，既提高了种植效率，又
节约了生产成本。明年我将继续扩大
棉花种植规模，提高种棉经济效益。”陈
群演说。

近年来，阿瓦提县不断引导棉农走
科学化种植道路，将棉花的精量播种技

术、打顶技术以及机械采收技术集成运
用到棉花生产过程中，实现全程机械化，
全面提升棉花种植户的科学管理水平，
为棉花稳产高产、棉农增收提供有力保
障。目前，阿瓦提县种植的 140 余万亩棉
花采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 11 月中
旬采收完成。

“今年，我们村种了9300亩棉花，其中
长绒棉 1500亩、陆地棉 7800亩。村里有 3
台采棉机，目前已经采了 3500 多亩棉花，
预计再过些日子就能采收完成。”阿瓦提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驻托万克伊来克村“访
惠聚”工作队队员艾力·马木提说，“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对棉花采收环节进行跟踪
服务，督促农机手进行安全操作，在严把
作业质量的同时，严管农机作业安全，确
保棉花采收及时完成。”

新疆阿瓦提县：

棉花丰收 朵絮归仓

□□ 卢先庆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俐

天高云阔，彩林漫山。在重庆市巫山县官阳镇老鹰村，村民代
直贵正在路边采挖中药材独活。“种了 10 亩独活，可收入 3 万多
元。”代直贵直起身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指着旁边的一块地
说，“我这里还种有贝母，要值五六万元呢。”阳光照在他身上，与
身后的光伏电板、农舍和远处的彩林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动人的秋
居山林图。

今年61岁的彭显龙是土生土长的老鹰村人，老鹰村的点滴变化，
他都看在眼里。“以前，我们这里叫老林村。”在他记忆里，老鹰村位于
官阳镇的大山深处，四周都是深山峡谷和原始森林。村民们一抬头，
就能看见老鹰在头上盘旋。他们向往像老鹰一样飞出大山，久而久
之，就叫成了老鹰村。

当时，该村不通路、不通电、不通信号，一年四季，村民的眼中只有
树叶的枯荣和气候的变化。“贫穷”与“落后”曾是老鹰村世世代代村民
难以摆脱的命运，更成了历届村党支部的心病。

要脱贫，先修路。为此，村党支部将修路提上议事日程。“通往老
鹰村的路山高坡陡，地质条件差，施工难度大，大型机械进不来，怎么
办？”“修！就算用钢钎一寸一寸凿出来，我们也修!”

于是，村班子一任接着一任，带领干部群众用铁锤一锤一锤砸、用
钢钎一钎一钎凿，历尽艰辛、坚定不移修路。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2018年5月1日，老鹰村通往官阳镇的18.8公里公路终于全线
修通。

对于饱受大山阻隔的老鹰村村民来说，路通了，幸福就来了。
2018 年，村民彭世春利用国家政策补助的 4 万元修建了新房。他以
前居住的是一间用土坯烤烟房改成的房子，墙上四处开裂，灶门就
是进出的大门。搬进新房后，他也第一次走出大山，看到了村外的
世界。

村里还在打杵沟、风庄、杨家槽修建了3个集中居住点，配套解决
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将居住在危旧房的村民集中安置下来。如今，
老鹰村已有 70余户人家住进了新建的砖房，以前搬离老鹰村的村民
也渐渐搬回了村里。

在杨家槽安置点，村民马灼堂正忙前忙后招呼客人。他以前常年在
外地务工，路通后返回家乡，办起了农家乐，接待过往的客人和药材商。

“现在，不仅可以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还能有几万元的收入，可
以说是一举两得。”一家人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就在道路快要修通时，村民代光华到城里考了驾照，并在路通后
花3万元购买了一辆农用车。

“有辆车，自己的中药材运出山就方便了，还能帮村里人拉点东西。”代光华说，现在，
他种了10多亩中药材，一年收入五六万元。

“不通路时，有人来收购中药材，价格只有外面的一半，种多了划不来。”代光华告诉
记者，路通了，中药材的价格也上来了，村民们都想多种些。

村党支部书记王远太介绍，老鹰村平均海拔1300米至1700米，年平均气温仅10.5℃，
有种植中药材传统。为解决发展的问题，村支“两委”结合实际，形成以种植独活、贝母为
主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思路。

为此，他们成立了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形成了“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格
局，发展种植了1000亩中药材。2021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了8128元。

这条路，改变了老鹰村和村民们的命运。如今的老鹰村，道路硬化了，产业发展了，
群众脱贫了，村民的幸福指数直线上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莫志超

古民居错落有致，桂花香扑鼻而来，
每到节假日和周末，有着“山中理窟”“云
霞仙境”等诸多美誉的桂峰村里便游人
如织；万亩梯田镶嵌山地之间，掩映于竹
海和云雾之中，“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尤溪联合梯田的保护和开发正在提
质升级。

山高岭多，村落分散，“八山一水一
分田”的尤溪县地处闽中，山区面积 3463
平方公里、居全省第二位，与省内沿海县
市相比，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交通条件相
对不足，乡村发展一度相对滞后。

“我们紧盯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乡
村治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全县乡
村旧貌换新颜，迎来了全新发展阶段。”
尤溪县委书记周庆裕说。2021 年，尤溪
县农林牧渔总产值 89.5 亿元，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2294元。

这个森林覆盖率达 78%的“千年古
县”，正在闽中山区熠熠生辉。

聚焦乡村建设，打造“有颜
值”的新乡村

“历史文化意味‘浓’，历史建筑保留
‘全’，历史名人影响‘广’，历史自然景观
‘多’。”日前，记者来到历史文化名村桂
峰村，土生土长的讲解员操着浓重的“尤
溪腔”向游客们专业地讲解桂峰的过去
和现在。

传承文化，旅游兴村。乡村建设脉
络清晰的桂峰村围绕“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这一金字招牌，不断充实文化旅游内

涵。研学基地二期、农耕文化体验园、
房屋民俗改造提升、蔡襄茶文化展销展
示中心等项目正在有序实施。今年以
来，接待游客超 5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
300万元。

乡村建设怎么抓？尤溪县坚持“原
生态、低成本、有特色”理念，实施“一把
手”推进、规划先导、农房建设管控、共建
共享、党建引领“五项机制”，把全县 250
个行政村分别定位为发展文化传承型、
产业融合型、休闲旅游型、生态保护型、
整村迁建型、保护开发型“六种模式”。
其中，桂峰村等 34 个村被定位为文化传
承型，秀峤村等 91 个村被定位为生态保
护型。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推动水
环境治理、居住环境整治、风貌管控、基
础设施提档、样板工程建设 5 类 17 项建
设任务落实。目前，全县农村卫生厕所
普及率 98.2%，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0%以上，农膜回收率达85.3%，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达93%。

在闲置房整治方面，落实“房长
制”，实现组织机构到位、监督管理到
位、宣传服务到位、督查考核到位“四个
到位”。2022 年，县财政安排闲置房整
治专项资金 500 万元，计划完成闲置房
整治 1600 栋，目前完成整治 1040 栋，占
任务数的 65.8%。

聚焦产业发展，打造“有实
力”的新乡村

“全年产量 3 万公斤，销售额 180 万
元。”洋中镇后楼村宏蓝生态蓝莓园建于
2014年，负责人杨孝柱说，果园通过聚焦

鲜果采摘、深加工并发展农家乐，有了不
错的收益。

“水稻制种基地 2600 亩、烟叶 2400
亩、食用菌 800万袋、茶果 2000亩。”后楼
村党支部书记林城说，全村已形成茶果、
食用菌、烟叶、林业、旅游业五大特色产
业，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104万元。

产业旺、农民富。后楼村是尤溪县
聚集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缩影。

围绕提升1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打造新阳中心片区、食用菌、水果 3 条区
域发展产业带，发展茶叶、食用菌、畜禽、
果蔬、油茶、笋竹 6个产值超 10亿元的特
色产业群，打好建基促农、龙头带农、智
慧提农、质量兴农、品牌强农、科技引农6
套高质高效组合拳，以“1366”为主要内
容的“山区现代农业”样板示范区已初具
雏形。

着力特色和优势，集聚发展“两
茶”、杂交水稻制种、食用菌等产业。目
前，全县共有茶园 9.2 万亩、杂交水稻种
子生产订单 3.1 万亩、食用菌生产 3.8 亿
袋，总产量 28 万吨（鲜品）。2021 年，尤
溪县被列入国家（福建）珍稀食用菌产
业集群建设，2022 年又被列入国家级制
种大县。

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帮扶，全县建档
立卡脱贫户 1857 户 5805 人，2021 年全县
脱贫人口人均收入达17965元，比上年增
长 16.7%。2022 年全县脱贫劳动力就业
稳定在1940人以上；全县设置151个村级
光伏扶贫电站公益性岗位、102个农村公
益性岗位；提高各级衔接资金用于产业
的比重，确保 2022 年产业发展资金占比
达60%以上。

聚焦乡村治理，打造“有秩
序”的新乡村

“抓党建促发展，促改革，促民生。”
2015 年，从某雷达旅旅长任上退休的林
上斗回到梅仙镇半山村，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几年来，林上斗带着村民改村风、
兴产业、上项目，短短几年，这个原本资
源贫瘠、聚赌成风的落后村，发展成了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省文明村。

诚实为人、诚信做事、诚心相待，倡导
“三诚”文化，实现村容村貌、村风民风大变
样的“半山模式”，是尤溪乡村有效治理的
路径之一。近年来，尤溪县还创建了洋中
镇、溪尾乡两个全省第一批乡村治理示范
乡镇，以及下村村等29个全省第一批乡村
治理示范村。目前，当地正申报腾洋村等
42个村成为全省第二批乡村治理示范村。

将乡村治理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紧
密结合，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共创建
县级以上文明村镇160个，在县城建设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乡镇成立 15 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在全县行政村设立25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将乡村治理与农村改革紧密结合，深
化农村医改，实现医共体所有成员单位

“人、财、物、事、绩、管”全部由县总医院负
责，村卫生所乡村医生基本年薪10万元；
深化林业改革，围绕“三权分置”、林业金
融、采伐制度等改革，推进林改再出发，累
计发放“林权按揭贷”等林权抵押贷款16.4
亿元；深化农村产改，做到“确权”“活权”

“用权”。2021年，全县250个行政村全部
实现村级集体经营性年收入10万元以上，
其中70个村达50万元以上。

人居有颜值 产业增实力 乡风更文明
——看福建省尤溪县如何“跳出”山区谋振兴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传君

四川省通江县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该县采取“盯村入
户”，“每月盘点、季度交账、半年验靶”的工
作机制，进一步压实县领导、部门和乡镇责
任，拧紧责任链条。

今年来，通江县探索建立防返贫动态
监测“五级网格”管理服务体系，织密织牢
防止规模性返贫的预警网络。以求探头前
移，精准到位，一网覆盖、一网监测、一网查
尽。“五级网格”分别为：院户级、组级、村
级、乡镇级、县级。每 20-30户为一基础网
格，全县共 7709个基础网格，共覆盖 330个
村（社区）、18.58万户。

定人定责，盯村入户，不落
下一个监测对象

通江县统筹机关职工、村社干部、村民
代表、“五老”乡贤等力量，为每个网格配置
1名网格员。

有了网格，还须明确每个网格员的
责任：县级网格员负责信息推送和数据
核查，以及督促指导部门和乡镇（街道）
的工作；乡镇、村（社区）、村民小组负
责监测对象排查、风险研判、民主评议
和信息上报等工作；院户长则负责防返
贫政策宣传和日常监测等工作。具体

工作则根据时间和任务“两张清单”，细
化“安全饮水、因病返贫”等排查工作 7
项 58 个。

要增收还需调动群众发展产业积极
性。该县制定政策，按照 350 元/亩标准给
予特色产业管护补助，对以经营性收入为
主的脱贫户家庭按照600元/户标准给予产
业发展奖补，对监测户按 800 元/人标准给
予奖补，对易迁户按 600 元/户标准给予奖
补，并发放小额信贷 195 笔 805.81 万元，支
持鼓励发展产业增收，确保年内农户经营
性收入增长10%以上。

同时，通江县坚持“以工代赈吸纳一
批、公益岗位安置一批、对口帮扶输送一
批、扶贫车间雇用一批、点对点返岗一批、
自主创业带动一批”，通过抓好稳岗就业促
增收。

有了网格员，脱贫户、监测
户生活不再难

脱贫户王位身患糖尿病，上有多病的
母亲，下有两个孩子读书，为了防止他家不
返贫，村上为他争取了600元产业发展奖补
金。他用这笔钱买了一批鸡苗，养到3斤多
卖出，共卖了 4000 余元。他自己会铝合金
安装，村上到处给他介绍用工信息，一年也
能挣一两万元。

杨柏镇太平场村的余显志，年初他妻

子患子宫癌在县医院住院，情况经院户网
格员和小组网格员发现后，从村上报到镇、
县，县医保局根据县医院上传的信息，也将
情况发送至杨柏镇，两相对照准确无误后，
余显志遂被确定为监测对象。“我们给予他
家每人800元的产业发展奖补金，他买了头
牛，到明年卖出能赚1.2万元。”村党总支书
记王元斌说。

太平场村为三村合并村，总脱贫人口
有 524 人。今年县上给村上一个以工代赈
项目，涉及场镇污水处理、小二型水库维
修、蓝莓产业园配套工程建设等，总投资
1500 万元。上面明确要求将此项目中 100
万元劳务用工分给太平场村，可解决300人
就业，人均增收3000余元。

“今年，我们又增设了 28 个公益性岗
位，解决了 28 名脱贫人口就业。”王元斌
说，对于剩下的脱贫人口，除了重度残疾
给予政策兜底外，其余全都输送到外面务
工了。

巩固乡村产业园，建立群众
稳定增收长效机制

今年来，通江县结合全县乡村发展现
状，在项目建设、资金投入上重点向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村、合并村、边远村倾斜，实施
乡村道路、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2
个、投资 8080 万元。这些项目不仅创造了

大量劳动就业名额，而且为项目实施村产
业发展筑牢了基础。

要稳定长效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必须进一步巩固脱
贫攻坚期间打造的一些产业园。通江县围
绕优质粮油、通江银耳、青峪猪、巴山牛、茶
叶等特色产业，出台了《加快推进实施种养
业 2+2优势大品种计划的意见》，便于各村
因地制宜地实施。

早在 2018年，太平场村就建起 1200亩
蓝莓产业园，目前已有 500 亩投产。今年，
该村又利用内江市对口帮扶资金60万元建
起一座冻库，加之以工代赈项目中有部分
蓝莓园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更加增强了蓝
莓产业园对该村产业以及群众务工增收的
带动能力。

“产业园可常年带动 300 余人务工，其
中脱贫人口160人以上。”王元斌说，他们年
人均可挣 1.2 万元以上，最高的可挣到 2.2
万元以上。如易地扶贫搬迁户刘远寿，夫
妻俩都在产业园务工，一年可挣 3 万余元。
如今，1000 亩现代农业粮食产业园也在规
划实施中。

“另外，我们利用村小闲置教室引进一
家腌菜企业，发动所有村民种蔬菜，每户种
植半亩以上，以每斤 0.25 元至 0.3 元收购，
又可为每户增收 2500 元至 3000 元。”王元
斌说。

“五级网格”筑牢返贫防线
——四川省通江县探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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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我们充分发挥农村电商作
用，推进实施‘农产品进城’工程，实现了
群众大幅增收，吸引一批批游客来游览美
景的同时，带动了产业发展和集体增收。”
日前，在山东省聊城高新区生态建设的示
范样板区黄河湿地文化基地，顾官屯镇莲
湖新村党总支书记李尚龙介绍，通过电商
平台销售特色苹果、优质蜂蜜等农产品，
并推介当地风土人情发展乡村旅游，莲湖
新村实现年人均收益6000元以上。

近年来，高新区依托资源禀赋和产业
优势，把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作为乡村振兴
和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着力点，走出
一条“造血式”新路子。

“整合完善线上线下一体的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平台，已建成60多个村级电商中
心，推动提升了农村物流服务覆盖面和服
务质量。”聊城高新区农业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李峰介绍。近年来，顾官
屯镇组织开展“电商节”“农货节”等农村
直播电商项目，指导建设完善“网上展厅”

“线上店铺”220余家，量身定制组织“乡村

电商”培训班 12 期，培训农村电商从业者
3000余人，支持参加各类产销对接活动30
余次，让一个个有意愿、有能力的“小散
户”对接网络销售“大市场”，惠及参与群
众5700余人，实现增收350多万元。

宫庄村投资 1.5亿元建设江北国际牡
丹园，形成了 580 亩牡丹和绿化苗木种植
基地。村党支部书记李国庆变身“乡村网
红”，他带领该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绿
色生态村庄建设为抓手发展乡村旅游，使
江北国际牡丹园更加火爆，仅“主播带货”
助农成交额就达50余万元，当地群众人均
年收入增加8000余元。

顾官屯镇通过搭建“电商台”，带动
乡村产业发展和村民增收致富只是高新
区通过电商等现代服务业把地方特色产
品产业化、品牌化的一个缩影。为充分
释放数字化技术对涉农商务领域的赋能
效应，聊城高新区还建设了总投资 2 亿元
的跨境电商产业园，整合“平台-货源-仓
储-物流-售后”全产业链，深度融入全球
贸易。 梁子轩

山东聊城高新区：

搭建“电商台”唱好“振兴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