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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3 月 26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3 年年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
发，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促进复苏

需要共识与合作。中国提出全球发展
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积极
响应。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
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
断 以 中 国 新 发 展 为 世 界 提 供 新 机 遇 。
中国将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

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各国各方共享制度
型开放机遇。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3 年年会当
日在北京开幕，主题为“经济复苏：机
遇 与 合 作 ”，由 国 务 院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主办。

习近平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致贺信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3 月 26 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巴西总统卢拉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顷悉卢拉总统罹患流
感和肺炎，不得不推迟访华，我谨向你表

示诚挚慰问。祝愿总统先生早日康复，
欢迎你在双方方便的时候尽早访华。

习 近 平 向 巴 西 总 统 卢 拉 致 慰 问 电

□□ 崔岩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县里的服务团已经到地里‘把脉
问诊’了！”在河北省磁县讲武城镇朝
冠村麦田里，由“农机医生”“无人机
驾驶员”“电管家”等多名农业机械技
术人员组成的春管生产科技服务团，
开始了一天的“套餐式”麦田服务。朝
冠村种粮大户王振科听到这个消息，
赶忙往自家麦田走去。

“如今咱农民搞农业生产，就怕缺
技术。”看到专业技术服务团队，王振
科发自内心地高兴。他说，有了这样

的技术服务团队，现在“对夏粮丰收充
满了希望”。

田埂边上，“农机医生”徐小丽正
忙着给王振科的植保无人机做“体
检”。只见她拿起遥控传感器，装好手
机，打开控制 App，植保无人机的各项
基础数据清晰地显示在屏幕上。“机臂
有些松动，需要紧一紧。”徐小丽对植
保无人机的各项数据了如指掌，她很
快从众多数据中准确找出问题，然后
一一进行调整。现在是植保无人机维
修、保养的旺季，这段时间服务团“农
机医生”的日程都排满了。

“查出了‘病因’，咱们就对症下

‘药’。”无人机操作员王东东说，只需
把调配好的叶面肥灌入药箱，通过手
机设定好程序，然后无人机就会根据
信号指示系统，按照规划路线准确完
成业务喷洒，不仅喷洒迅速还很均匀，
且不伤苗。趁着天气放晴，10 台植保
无人机飞入田间，开始播洒肥料。

“没错！用无人机喷洒，我家的地
一会儿就喷完了。”王振科感触颇深。
往年，王振科种植的 1000 亩小麦，都
是雇人背着药箱喷洒，辛辛苦苦顶着
烈日打，还会伤害到一部分麦苗。如
今好了，之前存在的问题都得到解决。

（下转第二版）

专家带来“套餐式”麦田服务

近日，吉林省洮南市圣一金地农场万亩冰麦田开机播种。这几天，洮南市冰麦迎来最佳种植期，一排排耙地机、播种施肥一
体机轰鸣而过，蔚为壮观。 邱会宁 范海辉 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国凤

春管春耕开始后，宁夏吴忠市伊
禾农机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谭振
龙加倍忙碌起来。身为公司与自家农
田的“总舵手”，他必须亲力亲为，将
拟定好的春耕计划成功执行。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谭振龙
早早就储备好了种子、化肥、农药、农
膜等农资物资。虽然谭振龙行动不
便，但仍然拄着拐杖来到田间监督播
种。谭振龙难掩语气中的兴奋，向记
者介绍着他今年选择的种子：“‘宁春
58’是通过国审的新品种，抗病性强、

早熟、高产。在宁夏农林科学院专家
的推荐下，去年我试种了 40亩，小麦长
势相当好，每个麦穗颗粒都很足，平均
亩产达到 650公斤，今年计划将种植面
积扩大到 200亩。”同时，谭振龙也将去
年试种的早熟品种‘宁春 61’列入今年
春耕主打名单，计划收后复种大豆，

“去年，我从宁夏农科院专家那里拿了
6 公斤他们从东北引进的优质大豆品
种，产量不错，计划今年再试种一年，
如果表现好，明年就大面积种植。”

除了选择优种，谭振龙也紧紧攀
住了现代化和机械化农业的“胳膊”。
为了节省流程、提高效率和产量，谭振

龙主动联系宁夏农林科学院及宁夏农
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专家。在专家的
扶持和帮助下，今年，谭振龙家的 800
亩地在春耕期间备上了 15 台智能化
匀播机，并给 6 台拖拉机安装了北斗
导航自动驾驶系统。谭振龙告诉记
者：“有了北斗系统，我们在下面开着
拖拉机，卫星在天上给我们指路，播种
不会走歪方向。”

谭振龙介绍，以前小麦套种玉米，
大 多 是 人 工 用 划 线 器 给 玉 米 留 行
道，但容易出现偏差，行道容易歪斜
不说，窄了玉米种不进去，宽了又浪费
土地。 （下转第二版）

种粮大户的春耕图景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三年疫情，浙江的防控措施一直广
为称道。这场持久战中，精密智控可谓

“硬核武器”，小小一“码”，背后尽为大数
据。背后的背后，浙江还有支庞大的基
层网格队伍：8.5 万多个网格，细化成 45
万个微网格，形成“村社-网格-微网格”
三级治理架构，上联中心，下插到户，群
众有需求，网格有响应，在疫情防控中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这只是浙江在乡村治理中实行网
格化治理的一个具体场景。网格作为一
种组织形态，究其根本，核心之义在于深
层次变革：近年来，面对新形势和新变化，
浙江通过党建引领网格建设，大力推进组
织重塑、功能重塑和机制重塑，通过网格
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不断夯

实乡村治理底座、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为
新时代“枫桥经验”注入了新内涵。

进入疫情防控新阶段，通过网格包
联制度，浙江迅速建立万支村社暖心配
送服务小分队，共联系走访群众 595 万人
次，收集群众困难诉求 216.7 万个，为群
众送医送药 159.6 万次、配餐送餐 38.1 万
次、代购代办 34.7 万次、关爱照顾 67.5 万
次。去年，全省网格上报各类事项超过
1210.1 万起，办结率达 91.2%，群众满意度
和获得感显著提升。

一网覆盖，纵横到底

走进绍兴市柯桥区漓渚镇九板桥
村，未见村民，先闻花香。这里是远近闻
名的兰花村，老百姓以花致富，很多人靠
此盖房买车，过上幸福生活。但最近三
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生意起起落落，

有些农户还一度陷入困境。
花农有困难，网格来帮忙。
鲁耀芳是“千亩兰苑”的网格长，近

两年上下统筹，向上对接资源，向下传导
信息，一手主动和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

“联姻”，落地兰花产业科技成果转化中
心，另一手将好品种、好技术等加速推向
花农，有啥推介会、展销会，第一时间进
行市场对接。去年，九板桥村兰花销售
额逆势增长 15%。

在柯桥，共有 1392 个网格、7471 个微
网格，构建起上下贯通的组织体系。放
眼全省，对于行政村，浙江以自然村、村
民小组为单元划分网格，城乡社区则按
小区为单元予以划分，在 3000 户以上且
人户分离占比高、治理难度大的融合型
大社区大单元，按 200 至 300 户标准划细
划小网格。 （下转第二版）

“神经末梢”见真招
——看浙江如何以党建引领重塑网格治理

导读
本报“脉动”栏目推出“艺术乡建——寻找另外一种可能”系列深度报道，今日请看——

在沙溪，守护“乌托邦” （第八版）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总工会、市邮政管
理局、常州工学院开设的“求学圆梦”班开
学，迎来首批 37 名“快递小哥”。据悉，快
递员完成学业即可获得成人高等教育本科
学历，如学业成绩优异并通过外语水平考
试，还能拿到学士学位。

作为新生代农民工，“快递小哥”已成

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与此
同时，他们依然面临技能水平单一、职业
上升渠道缺乏、融入城市存在一定障碍等
问题，也有着进一步提升知识和职业技能
水平的需要。“求学圆梦”班为快递小哥量
身打造物流管理课程，精准因人施策，满
足 了 他 们 继 续 上 学 、提 升 自 我 的 强 烈

意愿。
这种产教融合探索职业人才培养的路

径，为畅通农民工职业教育通道提供了可
借鉴的思路。期待各地有更多务实管用的
创新举措，进一步拓宽农民工的职业上升
渠道。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求学圆梦”班可多些
高雅

江西赣州：大棚“上山下滩”稳粮又增菜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振中

一整片“茅草都难长一米高”的荒
坡地，能种出什么？在宁都县，经过开
荒整治，这片荒坡地长出了年亩产 1万
斤的辣椒。

一大块“红薯都长成空心薯”的荒
滩地，能变成什么？在兴国县，经过土
壤改良，这块荒滩涂变成了品质芦笋
的高产地。

这样的变化都发生在江西省赣州
市，而如此神奇之笔都来自赣州市蔬
菜大棚“上山下滩”的基层首创。赣州
市积极响应中央“遏止耕地‘非粮化、
非农化’”的号召，为破解其他产业与
粮食生产争地矛盾，积极转变用地理

念，采取试点推进、以点带面的方式，
盘活利用荒地、荒滩等“四荒地”，探
索走出了蔬菜大棚“上山下滩”的发展
新模式。近年来，赣州市利用荒坡、荒
滩等未利用地发展大棚设施蔬菜 9832
亩，年产蔬菜上亿斤。

“既要扎牢‘米袋子’，又要拎稳
‘菜篮子’。”赣州市副市长罗瑞华认
为，蔬菜大棚“上山下滩”改变了荒
山、荒滩、荒沟、荒坡等现状，既实现
了设施蔬菜产业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壮大、农民增收新空间“三拓宽”，又
促进了蔬菜产量、粮食播面、生态价值

“三增加”。
正当春季农业生产展开之时，记

者深入赣州市田间地头，探访“不与粮

食争土地、‘上山下滩’建大棚”的赣
州做法。

大棚“上山下滩”，纾解
“粮菜抢地”之争

“既要扩大种粮，又要规模种菜，
可地从哪里来？”两年前，一到春耕生
产季节，宁都县长胜镇真君堂村的种
植大户欧小明就犯愁。

欧小明的忧心道出了赣州不少农
户的无奈。

江西是全国粮食主产区，赣州市
粮食播面排全省第四，蔬菜产量产值
居全省第一，如何平衡农业产业供地
和粮食生产用地一直是困扰当地发展
的难题。 （下转第四版）

□□ 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 晏国政 孙亮全 李紫薇

春和景明，万物昭苏。春耕备耕在山西
由南到北次第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来
到山西，深入多个村庄，对推进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踏上新征程，我们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
足迹，再次上太行、访吕梁，深入总书记到过
的五个村庄，听乡亲们讲述这十年的变迁，
感受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

一个职责：“在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中越走越有奔头”

临近中午，吕梁山区暖洋洋的。山西省
汾西县僧念镇段村，道路笔直整洁，新修的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引人注目。见到
蔡文明时，他正赶着羊群回家，120 多只绒
山羊是他家的“宝贝疙瘩”。“夏季卖毛，冬
季卖肉，一年挣好几万嘞。”说起现在的生
活，老蔡笑得合不拢嘴。

一年前的 1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冒着
风雪严寒来到段村，走进蔡文明家，同他拉
家常、问收入、算收益，仔细察问脱贫后的生
活。总书记对村民们说，建设现代化国家离
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继续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让群众生活更上
一层楼，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越走越有
奔头。

山西是革命老区，也是曾经的贫困地
区。让老区人民生活越过越好，是习近平
总书记深深的牵挂。

念兹在兹，必有回响。从攻坚深度贫困
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再到接续推进乡
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次考察山西期
间，对做好不同阶段的“三农”工作作出重要
指 示 ，指 引 着 三 晋 乡 村 发 生 翻 天 覆 地 的
变化。

忻州市岢岚县的刘福有对此感受很
深。现在居住在县城楼房里的刘福有把新
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一边招呼我们吃水果，
一边拉开了话匣子。“现在有工作有收入，生
活体体面面。”他说。

十年前的刘福有可不“体面”。那时他是赵家洼村的特困
户，没心思考虑糊口之外的事情。赵家洼所处的吕梁山片区，
深度贫困和脆弱生态交织，是山西省的脱贫攻坚主战场。

如何攻克这些贫中之贫、坚中之坚？
2017 年 6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赵家洼
村，看望深度贫困群众，攻坚深度贫困堡垒。

刘福有清楚记得总书记坐在他家炕沿
上“拉话儿”的场景：“问家里摆脱贫困的难
处和要求，问干部的脱贫举措和计划。”

走访完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习近平
总书记在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座谈会，听取脱贫攻坚进展情况汇报，
集中研究破解深度贫困之策，发出啃下深度
贫困硬骨头的号令。

易地建设搬迁安置小区、配套扶贫车间
安排搬迁群众就近就业、家庭医生上门签约
服务……一项项强有力的部署，一个个超常
规的举措，纷纷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几个
月后，包括刘福有在内的赵家洼村最后的留
守村民“拎包入住”县城里的广惠园移民新
区，开启了“想都没想过”的新生活。

脱贫之后，能不能稳得住，怎样才能持
续增收致富？2020 年 5 月，在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来到山西。在大同，总书记深入
田间，察看黄花长势。他对村民们说，乡亲
们脱贫后，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脱贫、防
止返贫，确保乡亲们持续增收致富。

考察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
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
产业”“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一个个科
学精准的办法，让脱贫户吃下“定心丸”，给
脱贫村庄指明发展道路。

“总书记的话深深启发了我”，在黄花种
植基地同总书记有过交流的杨旗说，要对黄
花产业尽快升级，带领更多人致富。这位黄
花经纪人、黄花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又变成
了黄花加工产业公司负责人。“企业解决周
边 村 民 200 多 人 就 业 ，大 家 一 起 增 收 。”
他说。

攻克千年贫，踏上新征程。如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又成
为总书记关注的重点。

在段村便民服务中心的墙壁上，一张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作战图”十分醒
目，监测识别时间、风险分类、帮扶责任人、
帮扶措施等一目了然。

在这张作战图前，习近平总书记曾详细询问相关情况。向
他汇报的段村党支部书记李佳莉说，当时列明的 16 个脱贫不稳
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的名单，如今仅剩一个。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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