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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日前，喜讯传来。山东 2022 年粮
食总产达 1108.8 亿斤，比上年增加 8.6
亿斤，连续 9 年稳定在千亿斤以上，连
续 2 年迈上 1100 亿斤新台阶；全省大
豆播种面积 322.4 万亩，比上年增加
48.2 万亩，其中完成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面积 161.7 万亩，产量和效益基
本实现预期目标。

“2022 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
强领导下，山东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
要论述和视察山东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胸怀‘国之大者’，坚定扛牢农业
大省责任，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要求，全力以赴抓好粮食生产各项
工作。今后，山东将以落实国家新一
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为契机，
继续深挖粮食增产潜力，强化‘四策集
成’，建设‘齐鲁粮仓’。”山东省委农

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红旗说。
推动重粮抓粮政策集成，坚决扛

牢粮食大省政治责任。张红旗介绍，
山东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
求，印发省委常委会及其成员、省政府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粮食安全工作职责

“两张清单”，压实省级领导同志粮食
生产安全责任。强化考核督导，将粮
食和大豆生产目标纳入市县党政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绩考核，同时纳入省委、省政府重点督
查事项，定期调度督导；将国家安排的
粮食和大豆生产任务细化分解到市，
对落实不力的市进行通报约谈；继续
落实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对完成全年
粮食生产任务的市给予奖励，对完不
成的市进行约谈。

推动耕地保护利用政策集成，牢
牢守住粮食生产“命根子”。首先，严
守耕地红线。山东执行“长牙齿”的耕
地 保 护 制 度 ，坚 决 遏 制 耕 地“ 非 农

化”、严格管控永久基本农田“非粮
化”，落实耕地使用优先序制度，鼓励
农民将腾退土地优先用于粮食生产。
同时，深挖耕地潜力。一方面，狠抓高
标准农田建设，率先在 27 个县开展高
标准农田整县推进创建示范，亩均财
政投资由 1500 元提升至 1950 元，2022
年建成高标准农田 665 万亩、累计达
到 7456.7 万亩，持续提升田间基础设
施水平。另一方面，开展盐碱地等耕
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建设国家
盐碱地生物农业试验示范区，采取工
程、农艺等多种方式，分类改造利用盐
碱地。目前，盐碱耕地种植粮食 360
万亩，占山东盐碱耕地总面积的 62%。

推动科技支撑推广政策集成，持
续提升粮食生产“软实力”。山东全力
确保关键稳产增产技术落地见效。投
资 3 亿多元在 67 个县开展粮食绿色高
质高效行动，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预计超过 66%； （下转第二版）

强化“四策集成”建设“齐鲁粮仓”
——访山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红旗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1 月 27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勃·达达埃，祝
贺他当选连任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
总督。

习近平指出，巴新是最早同新中国
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之一，两国传统友谊
历久弥新。当前，中国同巴新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各领域交流

合作成果丰硕，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
福祉。我高度重视中巴新关系发展，愿
继续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推动两国
关系继往开来、行稳致远。

习 近 平 致 电 祝 贺 达 达 埃
当选连任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于险峰 张仁军

辽宁省朝阳市地处辽冀蒙三省区交
界地带，是我国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政
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历史上
前燕、后燕、北燕均定都于此百余年。朝
阳得名于《诗经》大雅篇“凤鸣朝阳”典
故，是世界上“第一只鸟起飞”和“第一朵
花绽放”的地方。

朝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
丰富。现存红色遗迹、遗址 100 余处，建
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 50 处，涵盖了革
命旧址、烈士陵园、领导人故居和纪念场
馆等红色资源。这些红色资源不仅生动
地记录了英雄的朝阳儿女艰苦奋斗的光
辉历程，更是新时代新征程朝阳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以伟大

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朝阳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宁国军说，用好红色资源，发
扬红色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
因，讲好红色故事，让伟大的建党精神在
朝阳绽放出新时代光芒，通过红色基因
铸魂党建品牌，让基层组织焕发出全面
促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

讲好红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

朝阳市朝阳县尚志乡尚志村，是著
名抗日将领赵尚志的故乡。作为东北抗

日联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赵尚志
与杨靖宇齐名，是勋卓越著和影响巨大
的烈士。2008 年 10 月，在赵尚志将军诞
辰 100 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修建的赵
尚志烈士陵园竣工，并隆重举行赵尚志
将军遗骨安葬仪式。2009 年 5 月，赵尚志
烈士陵园被中宣部列入第四批“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10 年 10 月，被
国家发展改革委列入第二批“全国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尚志乡作为赵尚志将军的故乡，
拥有着无可替代的红色基因。”尚志乡
党委书记张艳辉说，全乡以红色精神文
化为根基，培养出一批熟悉村情村史、擅
讲红色故事的群众宣讲员，充实壮大传
承红色文化人才队伍。开办红色革命教
育课堂，通过组建红色讲师团、建立红色
讲坛、兴办红色村级文化活动室等方式，
开展系列红色主题活动，树立“英雄故
里、革命热土”的形象。建设村级组织
阵地，对尚志村组织活动场所进行改造
提升，新建村史室，优化提升办公和服

务功能。
退役军人姜树申组建尚志志愿者团

队并担任队长，经常做公益演出活动，宣
讲尚志精神。2021 年，尚志村被列为辽
宁省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全力打造“尚志
精神”红色文化旅游名片。尚志志愿者
团队积极参与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为尚
志村的生态环境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用好赵尚志烈士陵园与赵尚志将
军故居资源的基础上，尚志乡对云蒙山
景区和冯杖子村国家级古村落进行深度
开发，因地制宜将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
结合起来，以红色美丽村庄试点为契机，
紧扣红色主题，着力建设以完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为基础、以组织振兴
带动乡村振兴为目标、以体现尚志精神
与红色文化为主题、以红色教育与旅游
为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每年春夏之交，云蒙山的“丁香花
海”“峰林怪石”“奇怪的风洞”吸引大量
游客前来游玩。

（下转第二版）

凤 鸣 朝 阳 铸 新 魂
——辽宁省朝阳市以红色基因筑牢党建品牌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芦晓春）近日，记者从北京市两会上获
悉，今年北京将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
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夯实三农基
础，努力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认为，过去
5 年，北京市大力发展农业农村，城乡
区域发展更趋协调。低收入农户全部
脱低，低收入村全面消除；超额完成

166 万亩耕地保有量任务；累计 1500
多个村庄实现污水收集处理。

报告提出，今年北京要有效促进
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主要做好 3 个方面工作：第一，加快
农业现代化步伐。全面落实粮食安
全责任制，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5.5
万亩，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00
万亩以上。积极发展都市型现代农
业，开展农产品“三品一标”行动。第

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化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统筹乡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农村街坊路
100 万平方米，实施 150 个村庄污水
收集处理。第三，坚持以改革激发农
村发展活力。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基本完成农村承包地二轮延
包试点任务，稳步开展房地一体的宅
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地籍调查和确权
登记。

北京：积极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郜晋亮）前不久，记者从云南省两会经
济社会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22 年，云南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底线，共消除返贫风险 61.6 万人，
并基本消除年人均纯收入 7000 元以
下脱贫户。

为巩固好、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

2022 年，云南省部署实施脱贫人口持
续增收三年行动，从“塔基”着手推动
农民增收，对人均纯收入低于 1 万元
且家庭有劳动力的 70 万脱贫户建立

“一对一”帮扶机制，实现脱贫人口人
均纯收入增长 15.9%以上。

云南还通过“一区一策”精准帮扶
19 个万人以上易地搬迁安置区发展，

实现转移就业 60.51 万人，有效保障了
脱贫群众稳定增收。

据了解，2022 年 1-9 月，云南省脱
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9203 元，增长 8.0%，增速比全国、全省
农村居民平均分别高 1.6 和 0.9 个百分
点，比全国脱贫县农村居民平均高 0.3
个百分点。

云南：推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三年行动

▲

近日，浙江省仙居县下各镇路北
村举办民俗活动，村民、党员志愿者和游
客们一起舞狮、捣麻糍、炸油圆等，洋溢着
浓浓的节日气氛。 王华斌 摄

□□ 徐振龙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小川

春节期间，在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村民忙着装
饰院子和准备食材，贴对联、挂灯笼、炸丸子……家家户
户洋溢着一派喜庆热闹的气氛，浓浓的年味里处处呈现
着日渐复苏的活力和生机。

“感谢您又来看望俺，还送来了慰问金、大米、油等
生活用品，春节过得很踏实。”有着 40 多年党龄的南岗村
老党员张新志紧紧握住大岗李乡党委书记谷爽的手，激
动地说。

“前几天乡政府送来了爱心消费券，我去超市购买
了年货，吃的用的都够了。”蒲口村低保户赵建民高兴
地说。

在北岗村，今年 65 岁的退役军人吴俊学将乡政府发
放的“三军仪仗队”精美挂历小心翼翼地悬挂在客厅的
正中央。他表示，作为一名曾经为国戍边的军人，每年
春 节 期 间 都 能 领 到 乡 政 府 发 放 的 慰 问 品 ，倍 感 光 荣 和
欣慰。

小岗张村的文化广场上，“文化进万家”戏曲演出正
在上演，《打金枝》《清风亭》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剧目，使
村民在假日享受到了传统文化大餐。许久未有的热闹
劲儿，为节日的乡村带来了浓浓的年味。

在大岗游村的大街小巷，村“两委”班子调动全体党
员和公益岗人员，正沿村主次干道清洁卫生、整治环境、
栽植苗木，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

“春节期间，大岗李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老百
姓的心坎上，同时积极做好困难群体的后勤服务保障工
作，立足地方实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谷
爽表示，希望通过扎实的工作，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幸 福 感 和 满 意 度 ，在 节 日 的 乡 村 中 传 递 浓 浓 的 乡 情 、
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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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晓萍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

一面殷红的党旗随风飘扬在马背
上，清脆的马蹄声唤醒了清晨寂静的草
原。近日，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县大河
乡西岔河村，“马背”宣讲队的到来让冬
日的草原变得热闹起来。闻声而来的牧
民自发地围坐在宣讲队成员的四周，静
心倾听他们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随
后，结合党的好政策和牧区生产生活实
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畅聊起了对家乡
未来发展的新祈盼……

针对牧区居住分散、牧民冬季往返
交通不便的实际，开展分众化理论宣讲，
了解牧民诉求和期盼，帮助大家强信心、
鼓干劲。如今，像这样的理论宣讲，在
张掖市并不鲜见。连日来，张掖市农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统筹各类资源阵
地，突出分众化、对象化、互动化原则，多
形式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宣讲，广
泛凝聚民心共识，为和美乡村建设赋能

“加码”。

用“乡音”传“党音”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力推进现代
化事业发展”……行走在张掖市各村，一
句句振奋人心的宣传标语、一幅幅内涵
丰富的宣传喷绘随处可见。围绕党的二
十大精神打造的主题广场、主题街区、文
化长廊等微景观新颖别致，如同一幕幕

“无声的宣讲”，自成一景。村民亲切地
称它们为“家门口的学习角”，抬眼就能
学，朗朗上口，容易背诵记得牢，尤其是
一个个大红色的景观小品让村里充满了
喜气。

为有效激发群众对理论学习的兴趣，
提升理论“有声宣讲”魅力，张掖市农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重点组织由农业农
村、民政、医保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领域的干部、专家、驻村工作人员等组
成特色宣讲队送学上门，将社会焦点、群
众需求点等融入理论宣讲内容，在宣讲过
程中，坚持用“乡音”传“党音”，用“家常
事”说“大道理”，用百姓熟悉的模范“明

星”影响带动周边人，全力推动基层理论
宣传教育更接地气、更加贴近民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咱们要把乡
村建设得越来越好，让大家的钱包都鼓
起来！”在甘州区党寨镇陈寨村设施农业
产业园青椒大棚，由镇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组织的基层宣讲团，利用村民
劳动间隙，以拉家常和现场提问互动的
形式与村民一起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带
来的乡村振兴好政策。群众纷纷感叹：

“这几年，在党的领导下，村庄面貌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发展得越来越好，咱
们的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作为新时代
的农民，感觉很有盼头！”

在临泽县新华镇富强村道德讲堂，
一场围绕“唱一首红色歌曲、诵入党誓
词、看一部红色电影、做一场党的二十
大 精 神 宣 讲 、谈 一 番 感 悟 、送 一 份 祝
福”6 个环节展开的主题活动进行得如
火如荼。 （下转第二版）

凝聚民心共识 建设和美乡村
——甘肃张掖传递党的“好声音”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进农村

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新思路 新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