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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中央农村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
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以下
简称《读本》）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中
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重农强农持续响鼓

重槌，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
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
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
遵循。《读本》共分 16 个专题，从“三农”工
作的历史方位和战略定位、发展目标和重
点任务、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等方面，对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
求作了阐释。

《读本》的出版，有利于广大干部群众
全面、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凝聚全党全社会力
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步伐，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而努力奋斗。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4月16日，棕头鸥在拉萨河上嬉戏。春天的拉萨河生机盎然，鸟儿翔集。拉萨河发源
于念青唐古拉山脉，在拉萨市南郊汇入雅鲁藏布江。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 摄
拉萨河上鸟翩跹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何红卫 乐明凯

“武汉那么大，周末去江夏。”春
暖花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沿湖乡
村各景区游人如织，经常能见到带着
各种预制菜及方便食品露营聚餐的
场景。

预制菜赛道火热，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首次明确提出“培育发展预制菜产
业”。有着“百湖之城半壁江山”的江夏
区联合中国预制菜产业联盟，将于 4 月
19 日至 21 日，在江夏举行首届中国（江
夏）水产预制菜产业链峰会。

“要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奋力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江夏样板。”
江夏区委书记张斐表示，近年来，江夏
区突出水域资源和水产发展优越基
础，发挥良好的生态环境优势，做大粮
油、畜禽、水产等特色产业链，以科技
化、信息化、规模化、品牌化、市场化

“五化”理念发展农业，搭建“从田间到
车间、到餐桌、到文旅”的全产业链，推
进水产预制菜产业提档升级，抢占预
制菜产业新赛道，加快打造中国淡水
水产预制菜之都。

积极布局，加快淡水水产业
提档升级

曾几何时，以江夏为主产区的“梁
子”牌梁子湖大河蟹位列湖北三大水
产品牌航母，有着“叫板”阳澄湖的底
气，“武昌鱼”等水产品牌享誉海内
外。亚洲最大黄颡鱼良种繁育和鳜鱼
养殖基地在此落户，汤逊湖鱼丸带火
餐饮一条街，江夏水产种养繁推产业
链初步形成。

相较于常规预制菜产品来说，以新
鲜食材为本味的鱼虾类等水产预制菜
对于产地资源要求更高。江夏因水而
生、因水而兴，发展水产有先天优势。

“今年江夏启动预制菜全产业链示

范试点，支持预制菜品牌建设。”江夏区
区长舒贵传介绍，江夏已设立首期15亿
元、总规模 75 亿元乡村振兴基金，其中
淡水水产预制菜产业发展基金10亿元，
此外列支 3 亿元财政专项奖补，助力淡
水水产预制菜企业落户江夏、发展壮
大。江夏要抢抓预制菜产业发展制高
点和主动权，抢先一步早谋划、走深一
点早布局，突出支持现有水产产业基础
提档升级，为江夏现代科技农业高质量
发展不断注入源头活水。

“水产预制菜作为渔业产业链的增
值延伸，以产业集中度、现代化程度较
高的养殖终端为基础，依赖于优质健
康、稳定供应、食安可追溯的水产品。”
在扎根江夏开展科研工作的华中农业
大学水产学院教授樊启学看来，一方
面，水产良种普及、健康养殖理念、渔业
数字化等，将为预制菜行业的繁荣注入
强大动力；

（下转第二版）

湖北武汉江夏区：

抢占水产预制菜新赛道
打造农文旅融合新业态

近日，中部某省网站留言板有群众反映，
在乡镇取快递时被服务网点“二次收费”，明明
已经在线支付了快递费用，收件时却还要被收
取额外的管理费用。此举引发了村民质疑。

与城市相比，乡村快递确实存在一些现
实的困难，比如快递派件数量不多、村庄相对
分散、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等，但这不能成为

快递服务乱收费的理由。“二次收费”的几块
钱看似不多，但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体
验和消费品进村的顺畅程度，违反了快递服
务费用制定公平、合法、诚实、信用的原则，也
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利于乡村物流
产业的长期发展。

畅通乡村快递服务“最后一公里”，破解

“二次收费”问题，一方面需要快递公司作出
规范经营的要求，整改乱收费现象，提升服务
水平，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在加强监管的
同时，还要更好地整合和统筹社会物流资源，
降低农村物流运营成本，增加物流配送的网
点密度，切实提升农村居民的快递服务体验。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乡村快递怎能“二次收费”
李浩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蒋欣然

农圣故里，蔬菜之乡。
山东潍坊寿光市，是地处鲁中要冲、渤海之畔的

一个县级市，因菜闻名：设施蔬菜种植面积约 60 万
亩，年产量达450万吨，年交易蔬菜量约900万吨……
一旦蔬菜缺、菜价涨，全国人民往往会想起这里。

同时，作为一代农圣贾思勰的故乡，寿光更是“因
农而旺”：高效设施蔬菜产业富民强市效果明显，2022
年，寿光 GDP 总量达 1002.1 亿元，首次跻身“千亿俱
乐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达1578.7亿元，是山东
省存款最多的县级市。

一连串数字，凸显了寿光的“硬核”成绩，也昭示着
寿光在建设农业强县道路上的无限可能。对此，寿光
市委书记赵绪春有着清晰的判断：“以拓展创新‘寿光
模式’为统领，以创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为契
机，主动融入潍坊国家农综区建设，瞄准乡村发展、乡
村建设、乡村治理三项重点，推进‘产业全链条融合、城
乡全要素融合、治理全领域融合’，推动乡村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全域同步改进，实现城乡均衡发
展，在农业强县建设上‘走在前、做表率’。”

聚焦产业全链条融合，重点解决
产业“往哪转型、怎么转型”等问题，在
农业现代化上走在前列

从“一粒种子”到“一盘好菜”，是寿光设施蔬菜
产业这几年的热词。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立新
给出解释：“这指的是寿光已然贯通设施蔬菜产业全
链条。前端拎稳‘菜篮子’，做好标准制定、种子研发
和技术集成创新；后端端牢‘菜盘子’，培育特色品
牌，丰富产品层次，打通高端渠道；中间种好‘菜棚
子’，以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
体系。”

这些变化，源自寿光推行的“全链领航”战略。
“坚持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通过‘做强两端、提升
中间、数字赋能’，推动产业全链条融合，解决产业

‘往哪转型、怎么转型’等问题，推动建成结构合理、
链条完整的千亿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赵绪春说。

全链条有多先进？这在寿光蔬菜产业集团的丹
河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区都能看到：番茄、辣

椒等7类作物的4000多个品种在此展示示范，经销
商来了看中哪个就选哪个；1.2 万平方米的智能连
栋温室，100多项新技术在此应用，技术员点着鼠标
或拿着手机，就能控制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
光照积累等各项数据；在加工车间，一箱箱定制的
净菜走下生产线的同时，果蔬脆、冻干食品、学生营
养餐等也逐渐成为预制菜品销售主力。

从种业破土翻身，到标准全程规范，再到加工
预制“味”来，寿光设施蔬菜产业始终站在产业潮
头领舞。近几年，各类“寿光造”的新品种、新技
术、新装备、新模式等，也随着 500多家大棚建造及
管理运营企业、8000 多名技术员等，被推广到全国
各地。如今，全国新建的蔬菜大棚中，一半以上有
寿光元素。

产业全链条融合，寿光形成了以“高投入、高门
槛、高标准、高效益”为特点的设施蔬菜产业，并最
终转化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强劲引擎。王立新自
豪地说：“如今，寿光已有设施蔬菜产业相关市场
主体 3200 多家，带动 85%以上的农户进入产业化
经营体系，80%以上的园区蔬菜以品牌形式进入北
京、上海等大中城市。2022 年，寿光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 42173 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下
降到1.8∶1，远低于全国的2.45∶1。”

聚焦城乡全要素融合，重点解决
农村“基础薄弱、服务落后”等问题，在
农民生活现代化上走在前列

3月29日，与往常一样，新农人许多凌晨5点就
来到大棚，戴好头灯，提着塑料桶，采摘红色彩椒。
不到 8点，他摘下 1022斤红椒。当天收购点红椒每
斤7.5元，收入达7665元。

1998年出生的许多是潍坊市潍城区人，大学毕
业后在潍坊经营滑板培训学校。2020年，偶然来洛
城街道东斟灌村找亲戚玩的他，发现村里人“玩棚”
收入十分可观，毅然选择加入其中。如今，许多的
两个大棚，一年能给他带来80多万元的收入。

无独有偶，洛城街道于家尧河村的郑振德，如
今就过着城里人都向往的生活：房子是村里统一盖
成的乡村别墅，独门独院，暖气、天然气、自来水、宽
带等设施完备；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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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晋斌

4 月 15 日，按照山西忻州市的传统
习惯，定襄县受禄乡于家庄村本应还在

“冬眠”的土地已迎来了播种机的轰鸣
声，100亩的试验示范基地上，定襄县治
海杂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和山西
农业大学的专家正在紧张而有序地播
种谷子。

“将谷子的播种期从传统的 5 月中
下旬最早提前到 3 月初，可以有效实现
秋雨冬雪春用，保障苗全、苗壮，为谷
子高产稳产奠定良好基础。这是我们
今年的第五次播期试验示范。”国家谷

子高粱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山西
省谷子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原向阳
教授说。

谷子是“杂粮王国”——山西种植
面积最大的杂粮作物，从雁门关以南到
太行山南麓均有种植。“十年九旱，年年
春旱”是山西的气候常态，春季干旱少
雨多风，气温回升快，地面蒸发量大，土
壤墒情快速变差，常因土壤墒情不足而
无法正常播种。

谷子是抗旱性强的作物，“见苗三
分喜，全苗五成收”，缺苗断垄成为谷子
稳产丰产的“卡脖子”环节。

2022年，原向阳带领山西农业大学

谷子产业化科技创新团队在定襄县和
繁峙县基地开展了谷子早春播试验。

“基本原理就是，充分利用早春气
温回升时的土壤返浆水，来满足谷子出
苗期的水分需求，同时结合地膜覆盖保
墒增温，促进谷子种子萌发和幼苗生
长，实现苗全、苗壮。”原向阳说。

去年承担这一试验的繁峙县海丰
农牧场从 3 月 5 日（惊蛰）开始，每 10 天
播种1批，结果显示，3月5日、15日播种
偏早，土壤未完全解冻，导致播后镇压
不充分，保水差，出苗较差。3月25日到
4 月 25日的早春播谷子出苗效果好，苗
全苗壮。 （下转第二版）

山西：早播巧破谷子丰产之困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梁嘉伟）为了全力打好今年农业生产

“第一仗”，4月15日，湖南省春季农业生
产工作会议在常德市鼎城区召开。会
议全面部署了稳定粮食面积、加强田间
精细培管、大面积提升单产、加快农业
机械化、发展社会化服务、化肥农药减
量增效 6 项重点工作，凝心聚力抓紧抓
实春季农业生产工作。

在鼎城区谢家铺镇省级粮食生产
万亩综合示范片，水稻抛秧机、高速插
秧机、无人智能插秧机等齐上阵，连片
田畴染上了点点绿意。

“早在 3 月 20 日，我们就开始实行
专业化集中育秧，4月上旬开始机插、机
抛，有序推进春耕春播。”谢家铺镇农业
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粟绍军说。记者看

到，示范区充分利用田埂种植大豆，在
确保粮食稳定增产的同时，每百米田埂
可增加大豆产量10-20公斤。

“春季农业生产还面临着一种严重
的危害，就是俗称‘钻心虫’的二化螟，
它是湖南省水稻生产头号害虫。”在场
农技人员向记者介绍，为了有效防治害
虫，今年示范区推广应用翻耕灌深水灭
蛹技术，利用螟虫化蛹期没有行动能
力、抗逆性弱的特点，及时翻耕整田，灌
深水杀灭二化螟蛹和大部分幼虫。

除了水稻种植，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也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当中。

“今年鼎城区落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 4700 亩，为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奠
定坚实基础。”鼎城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钟兴满说。

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各类合作
社、社会化服务组织、龙头企业等共同
发力，在服务粮食生产的同时，实现联
农带农。“作为国家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
范社，我们为周边农户提供集‘品种、技
术、农资供应、农机作业、统防统治，烘干
储存、秸秆处理、培训’8个环节于一体的
全程综合服务。”鼎城区亿泽水稻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陈帅宇介绍，合作社坚持“龙
头企业+合作社（联合社）+基地+农户”
订单生产模式，按每百斤高于市场价
5 元订单收购，带动周边农户增产增收。

在全省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上，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要
落实惠农政策，充分调动农户种粮积极
性，优先保障粮食及农业生产工作需要，
为夺取全年农业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湖南：田畴染新绿 聚力抓春耕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砾星 赵炜

2022 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预计达
12.8万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33
万亿元，企业类市场主体超 700万户、占全
国1/7……作为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经济社
会发展成绩单持续亮眼。随着党的二十大
报告明确“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广东省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空间和后劲该如何拓展增强？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
发展的最大短板”“要坚持辩证思维，转变
观念，努力把短板变成‘潜力板’”，贯彻落
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新一届广东省委、
省政府部署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
展工程”（以下简称“百千万工程”），从推动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乡镇节点功能、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方面着力破解城

乡二元结构，一幅城乡协调发展的崭新画
卷在南粤大地铺展。

“聚焦实施‘百千万工程’，我们将坚决
扛起乡村振兴专班牵头责任，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为广东省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广东省委农办
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省乡村振兴局
局长刘棕会表示，广东省农业农村系统正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抓重点补短板，一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把三农这块高质量发展“压舱石”压得
更稳更实。

粮食生产恢复性增长，筑牢
重要农产品保供基础

“与传统方式相比，工厂化集中育秧出
芽率高达95%以上，还可以节约50%以上的
土地和 80%以上的人工成本。”广州市大旺
莱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谭增伟说起新的

种植方式颇感自豪，在他身旁，集中育秧流
水线正加紧作业，育秧房外，则是连片稻田
里机械化翻耕、无人机插秧的场景。

从集中育秧，到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
在广州已非新鲜事。今年，广州市按照“只
增不减”的原则确立了 20.9 万亩早造粮食
种植面积，为做好全年粮食生产工作，已下
达农机购置补贴 2800 余万元，支持绿色、
高效、智能农机装备购置和报废更新，在充
分发挥财政资金导向作用下，大力培育壮
大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同时，通过健全
耕地管理政策体系、实施耕地“零弃耕”专
项行动、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推
进农村土地流转、积极推动冬种生产等举
措，积极落实藏粮于地战略。

粮食主销区广州市着力重粮抓粮，是
广东省全力做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
给的一个缩影。

（下转第二版）

城乡融合画卷舒
——广东实施“百县千镇万村工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