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

一年多来，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
班洪乡班洪村 73 岁的岩翁和几位老
支书几乎一直都在忙碌着，进机关、进
企业、进学校、进村庄，为阿佤群众宣
讲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讲述自己
见证的佤山新变，号召大家感党恩、听
党话，团结一心跟党走。

一年多来，班洪乡积极探索乡村
振兴新路径，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打
造美丽乡村新面貌，让好风景变成了

“好钱景”，群众在家门口吃上了“旅
游饭”。

……
2021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

给沧源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对
脱贫攻坚给阿佤山带来的深刻变化和
阿佤人民心向党、心向国家的真挚感
情表示欣慰，并勉励乡亲们建设好美

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
国土。

近年来，沧源县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以“基础
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
党建强”为主要目标的现代化边境
小康村建设，巩固发展了边民富、边
疆美、边防固的良好局面，将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化为了新时代阿佤人民
的幸福赞歌。

岩翁就是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
老支书之一。回想起收到回信时的情
景，岩翁仍有些激动。他告诉记者：

“佤族人民非常感恩党的好政策，也非
常感谢总书记的关心。我们一定会牢
记嘱托，继续发扬团结奋进的优良传
统，发挥自己的余热，建好家乡，守好
边疆。”

如今，党的二十大又为阿佤人民
的幸福赞歌增添了新的旋律。

党的二十大代表、临沧市临翔区
马台村党总支书记赵跃芳一回到家
乡，班洪乡、班老乡边境村的老支书们
就向她发出了邀请，邀请她为佤族群
众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一起看村庄
变化，话产业发展，让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沧源佤山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班洪村下班坝自然村村民李尼
毛说：“村里的环境变美了，大家不仅
住得舒服，还把这些美景利用起来发
展乡村旅游。每到周末、节假日，从
城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在家
门口就吃上‘旅游饭’，我们的钱包鼓
了起来。”

不仅如此，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
传统的种植、养殖和特色水果焕发出
了新生机，就连不起眼的蜂蜜也成了
抢手货。

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那股劲儿，
阿佤人民一直都鼓得足足的。

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幸福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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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11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联合
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空间探索活动，“嫦娥”揽
月、“天问”探火、“羲和”逐日、空间站巡天，不断深化人类对宇宙的
认知，致力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太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愿同各

国一道，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外空，推动航
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当日在海
南省海口市开幕，主题为“构建新型空间探索伙伴关系”，由国家航
天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共同主办。

习近平向联合国/中国空间探索与
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11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第16届学术大会暨第30届院士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基础科学发展，愿同包括广大发展
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进一步增进国际科技界开放、信任与
合作，以科学繁荣发展造福各国人民，为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实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 16届学术大会暨第 30届院士大会当日

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主题为“基础科学推动发展中国家循证决策
与可持续发展”，由发展中国家科学院主办，浙江大学承办，中国科
协和中国科学院协办。

习近平向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16届
学术大会暨第30届院士大会致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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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牙买加总督艾伦就中牙建交 50 周年
互致贺电
□□习近平致电祝贺托卡耶夫当选哈萨克斯坦总统

（均据新华社电）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金慧英 林单丹

立冬已过，但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
小辛码头村 25 号农家院仍是天天爆满。

“90 后”农家院主李超高兴地说：“我这里
360 平方米的饭店，再加上 30 人住宿，每
月纯收入能达到 3 万元。”10 年前，他只
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娃，干过农活，外出打
过工，而今他已经成长为新时代的乡村
青年人才。在他的示范引领下，全村 33
个农家院都经营得红红火火。家住市里
的游客周影松告诉记者，他这次是专门
为吃这里的鱼来的，这里有潮白河的鲫
鱼，还有稻田混养的鱼，有很多回头客。
这个村的农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
单种植，稻蟹混养、稻鱼混养的生态种养
已经成为常态。李超说，过去村里猪牛
羊粪填满了两个荷花池，整村臭气熏天，
现在通过人居环境整治，村里稻海渔歌、
美景如画，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农业、农村、
农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农鸿
任在肩，津沽踏歌而行。“近十年来，天津
三农工作着眼于统筹发展与安全，保障
粮食安全、产销区共担重任；着眼于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三农全
面发展；着眼于农民富裕富足，有效提高
农民收入、自我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党委书记、主任金汇
江表示，产业兴旺、人居和美，天津乡村
振兴思路日益清晰。津沽大地上，农业
物联网在加密、智能化在提速、全产业链
服务在优化，这个承载着都市型现代农
业的环渤海经济中心城市，正在向着“三
美四乡”的愿景稳步前行。

农业——
仓廪鸿任担在肩

在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以带
有“乡村振兴”“喜迎盛会”“大美稻香”字
样的高标准农田的稻田画为背景，一张
张不同的笑脸是前景，在朋友圈中、短视
频里，天津的小站稻丰收喜讯四处传颂，
并贯穿整个丰收季。

渤海水冲入九河，化碱为沃润泽农
田。泥沙土粒凝聚在津沽大地，孕育了
粮食精品小站稻。在天津市优质农产品
发展示范中心里，一垄不足百米长的田
埂上，凝结 150 年来小站稻品种的发展。

“我们直观看到老品种的劣势，看到近十
年培育新品种抗病、高产等优势。”从事

30 余年育种工作的水稻育种专家于福
安，今年和团队荣获天津科技进步特等
奖。一波波天津种业人看着老品种走过
历史，新品种踏浪而来。天津强筋麦、黄
瓜、花椰菜、肉羊、鲤鲫鱼等优势种业也
不断得到长足发展。

近十年，天津粮食生产和“菜篮子”
重要农产品供给稳步发展。粮食年产量
自 2016 年突破 200 万吨后，连年增长，至
今产量已达到 249.9 万吨，综合自给率达
到 65.4%；蔬菜、肉类、禽蛋、牛奶等“菜篮
子”自给率在北方大城市中保持前列。

为推进集约化、现代化都市农业发
展，天津重点引进、示范、推广高效植保、
秸秆综合利用等绿色、高效机械化新技
术。“向科技要产量，高新科技和新兴业
态农机具不断增长，装备结构标准优化，
农机作业服务提质扩面，天津在小站稻
等产业上实现 100%机械化，农机社会化
服务能力和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二级巡视员胡伟感
叹，渤海“铁牛”们以 372.48 万千瓦的总
动能深耕津郊农业潜力。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天津农业
品牌成长中，农企不断壮大。

（下转第二版）

擦亮大都市的乡村底色
——看天津三农工作的非凡十年

11月21日，收割机在浙江省东阳市城东街道寀卢村共享田园里收割晚稻。今年全国
秋粮收获已接近尾声，除南方部分中晚稻和晚秋作物外，其他农作物收获已结束。

包康轩 摄 新华社发

当下，在各地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之
时，却有不法分子打着防疫的幌子实施诈骗。
据媒体报道，近日有群众遭到冒充疫情防控中
心的诈骗，被要求把个人银行卡绑定到指定
账户上，好在最终被民警及时阻止。在防疫
的关键时期，这种行为的性质十分恶劣。

其实，已有多地公安部门针对涉疫诈骗

发出警示，从中不难发现，骗子的套路主要
是利用人们对疫情相关信息关注的心理，诱
骗人们点击虚假链接填写流调信息、领取疫
情防控意外保障等。这样借防疫给社会“添
乱”的违法行为，确实应当给予高度关注和
从重处罚。

面对涉疫新骗局，个人应提高防骗意

识，对索要验证码、要求付费转账等保持警
惕，不轻易透露个人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
等。有关部门更须持续加大监管打击力度，
尤其是针对防范意识相对薄弱的农村老年
人等重点群体加强宣传教育，避免一些不法
分子在疫情中进行诈骗。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警惕涉疫诈骗新套路
胡聪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立刚

绿色种养循环是引领中国都市农业
的上海必须坚守的底色和模式，为了擦
亮这一底色，完善种养循环模式，上海早
在 20 年前就开启了养殖业布局调整和种
养结合循环农业的探索实践。如今，上
海域内养殖场干粪全部制成了有机肥，
成为种植业的“香饽饽”，液体粪水则还
田利用或者按照环保要求处理后达标排
放。那么，当下的液体粪水处置模式是
否达到了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的要求？

“液体粪水有效还田是目前上海全
面实现绿色种养循环农业比较严重的

‘肠梗阻’，农业农村部把上海列入绿色
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后，我们自我加压探
索养殖场液体粪水还田资源化利用。为
了上海种养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应该有
这个勇气和担当。”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
会种植业处处长李建颖说。

诊断种养循环农业的“肠梗阻”

众所周知，上海种养循环农业的理

念形成较早，并且在家庭农场中得到成
功实践，但规模化养殖场液体粪水有效
还田问题还没有得到高度重视，这也是
事实。种植业者都知道液体粪水是很好
的有机肥，养殖业者心里也很清楚，如果
能找到液体粪水还田的路径，首先可以
省下高额达标排放处理的成本，更重要
的是，从事养殖业就不再有后顾之忧。
种、养双方的需求明摆着，只要两者有效
结合便各得其利，而且，从上海全域看，
现有种植业规模也完全能够消纳养殖业
产生的液体粪水。上海绿色种养循环农
业的“肠梗阻”病源究竟在哪里？

金山区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任务
是围绕液体粪水有效还田，开展水稻、蔬
菜、果林的绿色种养循环示范区建设，示
范内容几乎涵盖了试点全部内容。金山
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鞠东斌是金山
区试点示范区领导小组组长，对液体粪
水循环利用的各环节出现的难点深有体
会。鞠东斌系统总结了液体粪水循环利
用三方面难题：缺少循环利用的顶层设
计和协调机制；缺少种养结合循环利用

的市场联结机制；缺少联结种植业和养
殖业的桥梁——社会化服务组织。也就
是说，站在循环农业的角度，在现有的政
府和市场化服务模式下，试点之前，上海
种植业、养殖业之间的结合仍然不够紧
密、不够牢固，上海还没有形成系统性解
决规模化养殖场液体粪水有效还田的路
径模式，还没有构建起高水平的绿色种
养循环农业。

“这就是上海探索液体粪水有效利
用需要自我加压、需要勇气的根本，要破
解这个难题，需要多方协同，我们正在努
力探索实践中。”上海市农业技术推广服
务中心副主任朱恩说。

种养业者呼唤系统性绿色
循环方案

11 月 8 日下午，初冬刚刚偏西的阳光
照射着深翻耘平的大片粮田，大片裸露
的泥土间夹杂着零星的绿肥青苗。写着

“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现场观摩
培训会”的红色横幅很是亮眼。

（下转第三版）

迎难而上 破题有方
——上海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建设观察

晚稻收获忙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何红卫 乐明凯

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农科教紧密结
合行动，两年时间里，600 余位教授、数千
名在校大学生，主动对接湖北省 17 个市
州，县域全覆盖开展科技助农。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产学研有效对
接活动，师生们坚持勤读力耕，把课堂设
在田野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围绕湖北
农业产业链，答好乡村振兴新考卷。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与祖国同行、
为人民奉献”殷切嘱托，2020 年 7 月，华
中农业大学启动实施“乡村振兴荆楚行”
活动，针对性地集中组织、引导师生到湖
北乡村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

两年来，师生们纷纷发挥科教优势，
在荆楚大地持续开展科技服务、人才培
训、理论宣讲、主题调研等多项工作，全

力助推湖北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做好
涉农高校服务三农工作示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是我国文
明 的 发 源 地 ，耕 读 文 明 是 我 们 的 软 实
力”。如何让更多高校师生走进农村、走
近农民、走向农业，增强在希望的田野上
干事创业的能力？

绿水青山间，民盟湖北省委、华中农
业大学联合在咸宁市崇阳县开展助推乡
村振兴活动。“农业大学因农而生、强农
而荣，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提供强有
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是农业大学的‘初
心’和‘本分’。”在华中农业大学校长李
召虎看来，华中农大坚守三农底色、聚焦
优势特色，面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调动全校资源启动“乡村振兴荆楚行”，
对于持续助力湖北农业强省建设和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两年来，华中农大通过“一位学校领

导带领一个学院、一个业务部门和一个
民主党派，组建一个工作专班，联系服务
一个地市”的组织方式，逐渐形成“领导
牵头、部门协调、学院对接、教师参与、学
生响应”的科技服务地方三农工作新模
式。“荆楚行”服务行动全域覆盖湖北省
17 个市州 109 个涉农县市区，校属单位、
学科、专业、教师和党员干部全员参与。

作为我国农业领域的高水平学府，
华中农大集聚了一批院士领衔的科学家
团队，多年来以实施“围绕一个领军人
物，培育一个创新团队，支撑一个优势学
科，带动一个富民产业”为特色。也正是
因为华中农大长期立足湖北，每一个学
科、专业都有领军人才和团队，才有能力
开展这样全覆盖的“荆楚行”活动。

（下转第三版）

在荆楚田野上书写担当
——华中农业大学科技服务湖北乡村振兴行动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