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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兵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明宝

在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城关镇黄荆
坝村黄花菜种植基地，村党支部书记李
松带领村民忙着给黄花菜除草、施肥。

“刚下过雨，村上 200 余亩黄花菜苗长势
不错。黄花菜加工厂就建在村附近，订
单收购，销路也不用愁，下半年我们还要
扩种150亩。”李松说。

“头雁”领航“群雁”飞，人才振兴产
业兴。石泉县以提升村级党组织凝聚力
为重点，大力实施“旗帜领航”工程，创新
设立“头雁工作室”，充分发挥“小工作
室”牵引力，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在
乡村振兴中逐步形成“头雁领航、劲雁助
阵、群雁齐飞”的可喜局面。如今，石泉
县已涌现出一批像李松一样的“头雁”，
激发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赋能乡村振兴。

培优育强“领头雁”

梅少尉是石泉县熨斗镇麦坪村党支
部书记，也是熨斗镇“头雁工作室”的 14
名“头雁”之一。近年来，根据市场需求
和群众意愿，他把烤烟、畜牧养殖作为村
里的主导产业来抓，创办了种养合作社，
带动农户90余户，户均增收过万元。

“ 头 雁 ”带 头 干 ，群 众 安 心 跟 着
“飞”。熨斗镇选拔政治素质好、文化程
度高、懂经营、会管理、有闯劲，能带领群
众致富的优秀人才，调整充实到村组干
部队伍中。

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书记这个“头
雁”的示范引领作用，是“旗帜领航”工程
的重中之重。石泉县按照乡村振兴示范
村、集体经济薄弱村、信访矛盾突出村、
软弱涣散村等对“头雁”分类划分，建立

“县级定点帮+镇级覆盖帮+村级带动帮”
管理体系，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专题讲
座、现场观摩、跟班锻炼等方式，分级分
类精准赋能，实行专项培训和个性化帮
教，不断提高村级党组织书记理论水平、
带富本领和履职能力。

去年以来，石泉县相继举办“擂台比
武”“头雁讲坛”和现场观摩活动17场次，
800 余名村“两委”干部能力素质得到
提升。

用好用活“智囊团”

青山沟是城关镇双喜村林地比较集
中的区域，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石泉县
农技中心主任、城关镇“头雁工作室”县
级专家胡松认为，青山沟可以盘活林地
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建议因地制宜发展
特色果林种植项目。

镇村两级采纳了胡松的建议，积极
联系创业能人秦磊回乡实地考察，多方
努力下，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土地流转
1467 亩、新建蓄水工程 1 处、梯田改造栽
植 1200 亩，一个现代化的蜂糖李种植基
地初具雏形。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更离不开人
才。石泉县整合各类人才资源，在“头雁
工作室”中建立县镇专家库、离任干部

库、乡土人才库等，组成了有 500 余名能
人、76名导师的“智囊团”。

“头雁工作室”精准对接村级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需求，锚定任务、问题、责
任“三张清单”，通过“以老带新、以精带
疏、以强带弱”方式，分类派单至村党组
织书记开展线上线下指导，形成“村级点
单、工作室派单、‘头雁’接单、群众评单”
的快捷模式，构建“组织联建、活动联办、
产业联推、社会联治、资源联享”区域党
建联盟共同体，实现由村级党组织书记

“单兵作战”向“智囊团”抱团发展的多元
化转变。

在“智囊团”的引领下，缺乏产业支
撑的乡村找到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发力
点和关键点。此外，“智囊团”实行重点
任务清单化落实，疑难杂症共同“会诊开
方”，形成“思路大家提、工作大家干、好
坏大家评、民生大家管”的共商共建共治
共享发展新格局，让基层治理和乡村振
兴有“智”更有“质”。

去年以来，石泉县“头雁工作室”协
调解决产业发展、征地拆迁等问题350余
个，策划村级产业项目 184 个，脱贫户户
均增收5000元以上。

健全机制增活力

为更好激励“头雁”担当作为、干事
创业，石泉县建立了观摩座谈、结对帮
带、议事协调、督导考核、关爱激励五项
制度，推行每月召开一次联建对接会、每
季度召开一次分析研判会和“五星”党组

织书记评选、每半年开展一次“擂台比
武”、每年进行一次述职评议的“四个一”
举措，对“头雁工作室”作用发挥跟踪问
效，让“头雁”持续保持活力。

另外，石泉县结合实际制定出台了
“头雁工作室”日常管理考核办法，建立
了村级干部薪酬待遇正常增长机制，并
将报酬待遇与履职尽责、工作实绩、评先
树优相挂钩，探索村级干部奖励报酬与
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效挂钩机制；完善村
干部离任、养老、医疗等保障制度，解除
其后顾之忧。同时，石泉县对工作成效
差、群众评价低的村干部责令整改，倒逼

“头雁”履职尽责。
石泉县还将“头雁工作室”效应拓展

到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各领域，推动基
层党建整体提升、全面建强。在“旗帜领
航”工程中，以村级党组织书记为代表的

“头雁”们带领广大群众全力推进乡村振
兴，各种产业不断壮大，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去年，
石泉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0.61亿元，同
比增长 4.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3742元，同比增长 7%，增速位居安康市
前列。

“我们通过创新实施‘旗帜领航’工
程，切实把‘头雁’们的力量凝聚起来了，
把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
了，也把乡村群众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来
了，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强的
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石泉县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向成城说。

头 雁 领 航 群 雁 飞
——陕西石泉县“旗帜领航”工程为基层党建聚力赋能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杰）日前，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公安部、国务院国资
委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取消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有关衔接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2023年起，不再发放《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
证》和《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以下
统称就业报到证），取消就业报到证补办、
改派手续，不再将就业报到证作为办理高
校毕业生招聘录用、落户、档案接收转递等
手续的必需材料，并明确一系列衔接措施。

建立去向登记制度，教育部门建立高
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制度，作为高校为
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的必要环节；明确户
口迁移要求，高校毕业生户籍可以迁往就
业创业地（超大城市按现有规定执行），也
可以迁往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明确档案转

递衔接，2023 年起，组织人事部门和档案
管理服务机构在审核和管理人事档案时，
就业报到证不再作为必需的存档材料，之
前档案材料中的就业报到证应继续保存，
缺失的无需补办；明确报到入职流程，用
人单位可凭劳动（聘用）合同或就业协议
书（含网签协议）或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
书或其他双方约定的证明材料，为高校毕
业生办理报到入职手续；明确信息查询渠
道，用人单位、户籍和档案接收管理部门、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在办理招聘录用、
落户、档案接收转递等业务时，可通过查
看学历证书、劳动（聘用）合同（就业协议、
录用接收函）等，或通过全国高校毕业生
毕业去向登记系统，查询离校时相应毕业
去向信息，高校毕业生和有关单位可通过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和验证高
校毕业生学历、学位信息。

五部门发文取消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日前，2023 年湖北美丽乡村休闲旅
游在仙桃市启动。活动现场，为武汉市江
夏区湖泗街道海洋村、荆州市荆州区八岭
山镇铜岭村等湖北十个获评2022年“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授牌。

近年来，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依托当
地田园风光、乡土文化、民俗风情等资源
优势，推动农业与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
融合，打造了一批优势品牌和“打卡地”。
截至目前，湖北已创建 4 个国家级休闲农
业重点县、10 个“中国美丽田园”和 64 个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乡村的美，醉了游人，也富了村民。

据湖北省文旅厅统计，今年以来，全省乡
村旅游接待人数和收入占全省旅游的一
半以上。乡村休闲旅游已成为农民增收、
乡村增美、百姓增乐的有效途径。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发布了 2023

年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
内容主要以田园风光、乡土文化、民俗
风情、乡村民宿、名胜景区等为特色的
乡村旅游。共有 42 条线路，178 个旅游
景点，涵盖 17 个市州，64 个“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

“问津千年，花样新洲。武汉市新洲
区是闻名荆楚的‘楚剧之乡’‘民间艺术
之乡’，是鄂东地区独具特色的乡村休闲
游资源富集地。”在作推介时，武汉市新
洲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舒基元发出盛情
邀请：来新洲，赏山水、知古今、观民俗、
品美食、享生活！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表示，今
年，湖北将深入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工
程，相继举办春茶开园节、桃花节、樱花
节、油菜花节等乡村休闲旅游节庆活动，
大力发展乡村赏花游、踏青游、采摘游，推
动乡村休闲旅游做优做强。

2023年湖北美丽乡村休闲旅游启动

良 渚 厨 娘 变“ 红 ”娘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在城市化高歌猛进的今天，城乡如何
协同发展？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
街道，有个新推出的共富工坊项目名为

“良渚家宴·厨娘工坊”，致富百姓的同时，
为弥合城乡鸿沟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受
到极大关注。

良渚街道地处杭州城乡结合部，辖内
不仅有高品质大型商住区“良渚文化村”，
也有全省最大的农产品物流批发市场。

去年 9 月，良渚街道有针对性地推出
“良渚家宴·厨娘工坊”，并组建成立了杭州
良渚未来乡村发展有限公司，探索专业化
运营模式。一方面，发挥乡村厨娘、闲置厨
房、庭院食材等优势，为老百姓在家门口创
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吸引城市居民前来
就餐，形成城与乡之间的互动沟通。

通过宣传动员、村民报名、现场走
访、评选确定，良渚街道确认了 64 名“共
享厨娘”，在其家中打造“共享厨房”，同
时还制定联系制度与《家宴管理办法》，
落实工坊日常管理、质量把控，确保安全
健康运行。

如何做大影响，方便消费？数字化在
这里派上了用场。记者看到，“良渚发布”

平台上有个“村社共富”模块，也可通过微
信小程序，线上预约下单“共享厨房”与

“共享厨娘”服务。为了让食客拥有宾至
如归的“家宴感”，良渚街道专门对仪容仪
表、卫生习惯、餐前工作、迎客入座、上菜
服务等进行了全方位标准化培训。

“良渚家宴·厨娘工坊”既不同于农家
乐，又有别于其他“共享厨房”，既盘活了
农村闲余妇女劳力，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
增收，又实现了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市
民家庭感觉自己有了个“乡村会所”，每逢
节假或亲朋来访，都会来此就餐。

目前，当地已培育 64 个厨娘工坊，可
接待 543 桌，仅新港村厨娘梅国英一家就
已接待48桌。接下来，良渚街道将计划成
立共富工坊服务中心和厨娘工坊协会，实
行规范管理、实现成效营收，确保人人有
事做、家家有收入。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走进天津市宝坻区霍各庄镇东霍各
庄村，村头的花草开得正艳，宅旁的桃李
挂满树条，村文化广场内老人闲谈、儿童
嬉戏。在霍各庄镇八间房村，不少农家小
院门口都挂着“卫生达标文明户”的荣誉
牌，漂亮、整洁、舒适的庭院见证着村民的
品质生活。

为全面整治农村环境卫生，切实改善
提升村容村貌，天津市宝坻区从激发农民
群众的内生动力入手，探索建立了党建引
领、智慧赋能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模式，
唤醒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实现了从一人干
到人人干、一家美到家家美、一处净到处
处净的转变。

宝坻区积极推动党建与人居环境整
治深度融合，探索出“党建+整治”模式。
区、街镇、村 3级“主官”全部披挂上阵，用

“红色网格”带动“绿色网格”，形成了齐抓
共管的工作格局。

在大唐庄镇，宝坻区探索建立了“共
享菜园”“共享广场”的“共享+整治”模
式。将村内杂草丛生、垃圾堆积的干涸小
渠沟变身为“共享菜园”，由村党员干部和

志愿者对“共享菜园”进行清理、垫土、起
垄，供村民免费种植瓜果蔬菜。将村内难
治理、易反复的坑塘沟渠，利用建筑垃圾
等进行填埋硬化，打造为“共享广场”，供
村民运动健身、开展文艺活动。

在新安镇，部分重点路段、坑塘、绿植
旁安装了“智慧眼”系统，不仅能实现全天
候监控，还能主动识别接近重点点位的居
民，并实时发送提示进行通报，让破坏环
境的不文明行为无所遁形。这是宝坻区
积极试点智慧化设备运用，通过“科技+整
治”模式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一
个缩影。部分街镇还利用高清晰度无人
机对河道、村庄周边等区域进行全方位排
查，采取天眼加人眼方式查找问题。

今年以来，宝坻区紧紧围绕天津市
委、市政府实施的“十项行动”，持续推进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宝坻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张宇介绍，今年要继续加大规划设
计、资金筹集、建设管理和督查督办力度，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春夏秋冬四季
战役中完善提升五种模式，使宝坻农村逐
步呈现出“一村一景、移步换景、处处是
景”的崭新面貌。

多模式助推宝坻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上接第一版）
同时，位于呼和浩特市敕勒川乳业开

发区的国家乳业科技创新中心总部基地将
于今年 8 月投入使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包钢表示，届时将
发挥全国唯一的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科
技赋能作用，提高育种创新和良种繁育能
力，把呼和浩特市建设成为国家奶牛繁育
基地，让呼和浩特的牛真正“牛”起来。

种好草：增好奶业发展“口粮”

近日，记者在和林格尔县盛乐镇台基
营村 3000 亩优质紫花苜蓿种植基地看到，
大型机械已经开始在田地里松土、施肥、浇
水。另外，去年已经平整好的近 3000 亩荒
废闲置土地，正在准备填土整治，按照计
划，将在6月进行紫花苜蓿种植。这就意味
着，今年台基营村的优质紫花苜蓿种植面
积将达到6000亩。

“在台基营村的引领下，周边村庄也正
在流转土地准备发展优质紫花苜蓿种植，
目前，已经流转了近5000亩土地，相关工作
正在进一步推进中。”台基营村党支部书记
卢金柱说。

种好草，加大优质饲草种植面积，提升
优质饲草自给率，是奶业发展的重要保
障。去年，呼和浩特市优质饲草种植面积
达到 130 万亩；今年，呼和浩特市在饲草种
植方面，将新增优质紫花苜蓿种植 6 万亩，
依托正时农业和现代牧业，分别在土左旗
伊利生态廊道、和林格尔县台基营村各打
造一个 1 万亩的紫花苜蓿种植观光基地。
今年，全市紫花苜蓿种植达到17万亩，青贮
玉米种植 110万亩，燕麦草 18万亩，饲草总
面积将达到145万亩以上。

养好牛：建好奶业发展阵地

今年春节前夕，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和
林格尔4万头奶牛产业园区正缘嘉立荷牧场
迎来3000头进口荷斯坦奶牛。目前，正缘嘉
立荷牧场还在完善牧场建设，经过两个半月
的饲养，3000头奶牛个个膘肥体壮。

“这 3000 头奶牛到年底就可以进行人
工授精了，牧场准备再进 3000 头奶牛。”正
缘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范仁义介
绍，正缘嘉立荷牧场项目从开工到进牛仅
用了 7 个月时间，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进
牛，建设周期比预计缩短了一半，跑出了项
目建设加速度。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农牧局了解到，目
前，全市规模化奶牛牧场达到 154 个，奶牛
存栏 34万头，年产鲜奶 180万吨以上，奶牛
数量位居全区之首。“今年，呼和浩特市还
将新建续建 10 个规模化奶牛牧场，推进伊
利集团在托克托县 18 万头、土默特左旗沙
尔营4.5万头智慧养殖示范园区，蒙牛集团
和林格尔县正缘 4 万头牧场建设和优质奶
牛引进繁育，年内新增奶牛6万头。”呼和浩
特市农牧局局长高涵说。

蒙牛集团总裁卢敏放表示，“十四五”
期间，蒙牛集团启动了“万吨奶”行动，以呼
和浩特市为产业核心，新建43座牧场，增加
奶牛存栏 33万头。到 2025年，蒙牛集团在
呼和浩特市及周边地区奶牛存栏和产奶量
将实现“双倍增”，存栏超过60万头、日收奶
突破1万吨，其中约70%保障呼和浩特市生
产，为首府牧场端扩能升级提供保障。

产好奶：打好奶业发展品牌

走进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全球智能制

造产业园，“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在这里体
现的淋漓尽致，参观者可以直观了解乳制
品的整个生产流程，感受智慧加持的牛奶
味道。作为伊利谋划最久、布局最大、投入
最多、周期最长的战略性项目，投资建设的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多项全球领先的生
产加工项目及牧场等配套项目累计投资已
达300多亿元，奶产业集聚集约集群的综合
效益正在不断凸显。

王磊是伊利集团金海工厂的一名生产
经理。在金海工厂中控室内，入职10年的王
磊正通过查看生产曲线、过程记录，判断各
个环节质量控制点是否符合标准。“我每天
一迈进工厂大门，脑海里就会展开一幅工作
流程节奏图，几点配料、几点生产、几点结
束，生产运行节奏一直在脑海里。”王磊说。

王磊见证了伊利集团从获得“全国质
量标杆奖”到全球首家通过“BRCGS 标准
认证”，再到获得“亚洲质量卓越奖”这一
历程。

以全球领先标准锻造高品质乳产品，
是呼和浩特推进奶业发展的初心。随着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液奶、奶粉、智造体
验中心，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 5G 数字工
厂低温奶、鲜奶、奶酪等项目竣工投产，呼
和浩特市日处理鲜奶能力达到 1.4 万吨，
乳制品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先进制造
业集群。

依托伊利、蒙牛等国家级龙头企业，呼
和浩特打造了土默特左旗、和林格尔县两
大乳制品加工产业优势区，形成了液态奶、
乳粉及风味乳制品等各具特色奶制品产品
体系。目前，全市规模以上乳制品加工企
业 12 家，“中国乳都”品牌影响和城市品牌
价值不断提升，伊利以 1762 亿元高居品牌

价值榜榜首，蒙牛以 1376 亿元居于第三。
呼和浩特已成为全国最具活力的乳产业
高地。

据了解，今年呼和浩特市将加快推进
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液奶三期、奶粉二期
及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九期奶粉、圣牧低
温日产500吨乳制品等项目建设，全速推进

“中国乳都”向“世界乳都”迈进。

建好链：补好奶业发展短板

围绕奶业振兴，呼和浩特市饲料、兽
药等企业发展，特别是反刍动物饲料处于
国内领先地位，全市现有 87 家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生产企业，涵盖了配合饲料、浓缩
饲料和精料补充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等。去年，全市饲料商品总产量 159.1 万
吨，总产值 57.2 亿元；现有兽药生产企业
13 家，产业覆盖兽用疫苗、原料药、预混
剂、化学药品、消毒剂、诊断制品等多个品
类，为呼和浩特市奶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保障。

去年，呼和浩特市成功获批“十四五”
首批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国家骨干
冷链物流基地，韵达、中通等项目建成运
营，伊顺物流园主体完工，圆通、九州通等
项目顺利推进。利乐、纷美、康美包装等乳
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乳业全
产业链营业收入突破2200亿元。

“今年，呼和浩特在自治区提出的‘奶
九条’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全市奶业的支
持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为企业
点对点的服务，共同打造全球一流的‘从一
棵草到一杯奶’的乳业全产业链生态圈，力
争到 2025 年乳业全产业链营业收入突破
3500亿元。”包钢介绍。

让我陪着你
日前，在湖南省永州市

蓝山县一幼儿园开展的亲子
活动上，小朋友和妈妈在操
场上做游戏。

一次次牵手又松开、一
回回抱起又放下，而松不开、
放不下的，是母亲的爱。

彭华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