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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根据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央组

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
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开展高价彩
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
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
案》，2022年和2023年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移风易俗专项治理工作，
并于9月在全国统一开展“移风易
俗主题宣传月”活动。

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一年多
来，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各
地积极行动，标本兼治，综合运
用教育、规劝、奖惩、示范引导等
多种措施，有效遏制高价彩礼、
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
等陈规陋习，推动农村风气持续
好转。

为进一步营造乡风文明建
设的浓厚氛围，切实形成移风易
俗工作长效机制，即日起，本报
的“治理陈规陋习 推进移风易
俗”专栏将报道各地农村移风易
俗好做法、好经验，敬请关注。

移风易俗，移的是不文明之风，易的
是违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陋习。

自 2022 年《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
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方案》印发以来，各地积极行
动，出实招、用真功，教育引导与刚性约
束并重，推动农村风气持续好转。但是
也应当看到，破除陈规陋习，不可能一蹴
而就。移风易俗需要久久为功，持续推
进，方能持久见效。

在巩固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
上，要继续加大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力度，建立各部门协同、

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坚持倡导性
和约束性并举，发挥党员干部以身作则
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加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充分发挥文化的
滋养和涵育作用，让群众提高认识，自
觉成为移风易俗的参与者、传播者、宣
传者。

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符合人民群众根
本利益，是人心所向，也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广袤基层落地生根的必然要
求。找准移风易俗工作的切入点、着力
点，常抓不懈，就一定能够弘扬新风正
气，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常抓不懈 扎实推进移风易俗
□□ 付雅

短评短评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建玲

今年 8月初，我国北方多地因降雨出现不同程度的涝灾，部分农田
被淹，农户损失严重。关键时刻，各地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大显身手，在
前期及时为农田排灌的基础上，积极为农户提供农机作业服务，帮助农
户抓紧恢复农业生产，尽最大努力为农户挽回损失。截至目前，全国受
灾地区具备排水条件的地块已基本完成积水抽排任务。

舒兰市是吉林省受灾较严重的地方，有7个乡镇受灾严重。舒兰市在
前期排灌洪口夺粮的基础上，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积极开展复耕作业。

“不同情况的地块，需要因地制宜，恢复生产。”舒兰市农机总站副站
长李文生介绍，对于能复耕地块，根据农户需求进行改种，组织农机第一
时间进地，使用拖拉机、秸秆粉碎机、秸秆归行机、翻转犁等农业机械设
备耕整土地，播种小萝卜、樱菜等秋菜。

宣丽梅是吉林省舒兰市开原镇的一名普通农户。受暴雨影响，她家
的 3垧玉米、5垧水稻都被水淹了，损失惨重。好在农田排完水后，田块
相对较干，可以进行复种。8 月 18 日开始，宣丽梅与丈夫每天早上 6 点
准时从家出发，与村里百十来户受灾农户，一起给因暴雨受灾的 100多
亩田地种“小菜”，有小萝卜、菠菜等。“政府部门先帮我们把田里的水排
完，田地晾晒干后，又协调农机具帮忙耕整地，之后我们再撒上种子，这
些蔬菜与之前种的玉米、水稻差不多同一时间成熟，到时候大家伙儿就
可以拿到收成了！”宣丽梅说。

其他情况的地块也在抓紧恢复建设。李文生介绍，对于地势低洼地
带、水稻田等土壤墒情较重，暂时不能开展补种改种的地块，将根据土壤
墒情情况，择时采用大型拖拉机，配套翻转犁等农机具开展粉碎翻埋作
业，休整土地，为来年春耕生产打基础。对于倒伏作物地块，将协调本市
玉米倒伏收割扶禾装置生产企业，做好倒伏装置生产储备，保障全市受灾
玉米顺利开展收获作业。对于墒情较重的地块，指导农户应用履带式收
割机械开展作业，最大限度减少因灾损失，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舒兰市还
将组织作业队进行水毁沙压农田恢复，保障明年春耕生产正常进行。

据调度显示，舒兰市准备各类应急农机作业装备 248台（套），根据
农户需要及时开展翻耕、补种等作业。从吉林全省来看，共出动农机
应急作业服务队 513 支，参与 1274 次抢险救灾，服务队作业面积 58.8
万亩。全省投入使用拖拉机组等排水动力机组 2945台，履带式拖拉机
49台。

河北省也遭受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和洪涝灾害，200多万亩农田
受淹。通过调研，河北省农机部门发现，排灌之后，田里的水依然很多，
需要降低土壤含水量，否则，种子种进去，也会被“闷死”。

履带式拖拉机对地面压强小可以进入潮湿的农田，通过深翻翻出土
垡晾晒加快水分蒸发，让地块尽快达到可以播种的墒情。通过试验和论
证，河北省明确了“开展履带式拖拉机应急深翻晒垡散墒作业”的技术路
径，力争为在淹农田顺利播种抢出1-2周时间。

记者了解到，河北省组织受灾县开展实地调查，安排履带式拖拉机
田间作业试验、积累数据，将受淹农田地点、受淹面积、土壤性质、退水时
间、所需履拖数量、履拖进田时间、播种时间、责任人等建立台账，及时调
配履带机具，为深翻晒垡作业做好准备。

河北省调配耕种机具，及时改种补种。目前累计投入耕整地机具1148
台，耕整地2.9万亩；累计投入播种机具270台，播种萝卜、白菜、油菜等各
类蔬菜1.2万亩，最大限度挽回灾害损失。该省还将组织力量制定《河北省
农机应急储备保障工作方案》，并纳入全省农业农村灾后重建“1+9”工作
方案，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建立全省防灾减灾救灾农机储备制度。

农机是生产和应急救灾的主力军。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已经组建常
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1.1万多支。今年“三夏”期间，各地为应对“烂场雨”和阴雨天气
影响，组织投入农机应急作业队6100多支，开展应急抢收抢种作业2390多万亩。7月底以
来，东北四省区及河北省已经累计组织农机应急作业队2300支，排出农田积水1029万亩。

关注防汛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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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海洋

随着泵站机组总指挥的一声令下，五
堡排涝闸站的5台主水泵正式启动。据了
解，位于杭州亚运村东北面的这一闸站建
成后，意味着亚运村区域水网体系将真正
实现整体贯通，成为保障亚运村区域防
洪、排水、引水的重要通道，为护航亚运筑
牢安全防线。

杭州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水清、岸绿、
景美的水环境堪称点睛之笔。作为杭州
亚运会主战场，近年来，萧山区以“保畅
通、提水质、强监管”为重点，以各亚运场
馆周边水域为核心，全面推进水质和沿岸
绿化景观改造提升，打造最优亚运水系。
这些水系与杭州文化、亚运精神相互映
衬，形成了别出心裁的景观空间。

据了解，在钱江世纪城区域内，现有
利民河、东风河、先锋河、中央水轴等河
道。现在，许多河道已换上“新装”，亚运
味扑面而来。如利民河畔的亚运主题滨
河公园，以“星河滩·享运动”为理念，以

“生态、文化、科技”为主题，融
入杭州的潮涌文化和亚运精
神，为河流注入运动活力。中
央水轴、先锋河的滨河生态景
观带，则为“心相融·达未来”
亚运风貌样板区，充分展示出

“富春山居”“杭州意象”。
看见的是颜值，不容易看见的还有智

慧。萧山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通过智慧水利系统，利用仿真模拟、专
家控制系统、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水动力
计算模型、水质分析模型，可实时智慧预测
分析、自动生成调度方案，进一步保障亚运
的防洪排涝安全和水质安全。

眼下，随着亚运会脚步的临近，不仅主
会场周边体现出“萧然水韵迎亚运”，纵观
整个萧山，尽显“一城碧水润江南”。全区
层面，今年以来，村庄环境绿化、河道田园
洁化、车辆停放序化等工作有序推进，“人
人行动、户户参与”的环境整治氛围日益浓
厚，真正实现办好一个会，提升一个镇街与
村社，进而提升一座城。

在萧山东片党湾镇，环境整治大比武
活动正火热开展，村社之间互学互看互
比。两个多月以来，全镇清理了1100多吨
生活垃圾、8981 处乱堆乱放杂物和 371 条
河塘沟渠，还因地制宜打造最美精品线
路，引导百姓开展家庭环境卫生整治，实
现了台阶式跃升与改观。

浙江杭州萧山区：

护航亚运水系 尽显水韵江南

坎儿井，是新疆人民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创造出的地下水利工程，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创造的“三
大工程”。多年来，新疆吐鲁番市组织人员对坎儿井进行掏捞、加固、改造、延伸等保护工作，并协同水利、农业农村、文物等部门，不断
探索和丰富保护坎儿井的宝贵经验。如今，坎儿井不仅是灌溉农田、孕育绿洲的生命之井，更成为了吐鲁番市的一张“名片”，在促进区
域经济、文化、艺术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8月31日，游客在吐鲁番市高昌区坎儿井景区拍照打卡。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子涵 摄

黑龙江绥化政产学研用合作推进
农业生产需求与科技成果精准匹配

本报讯（张鑫宇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刘伟林）日前，黑龙江省绥化市举办政
产学研用合作交流大会。来自哈尔滨工业大
学、东北农业大学等8所高校专家学者及绥化
多家知名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探讨进一步加深
院校企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助力绥化高
质量发展。

此次大会以“深化协同创新、携手共赢
未来”为主题，进一步加速推动高校院所、科
研团队（专家）与绥化企业合作共建研发机
构，合力研发技术、转化新成果，借力高校院
所创新智力资源，全面提升绥化科技创新
活力。

活动现场，绥化市与各高校、科研院所进
行了科技项目成果集中签约，签署了涉及玉米
生物发酵、大豆加工、现代农业、医药化工等多
个领域共 37 项科技合作成果，这些科技合作
成果涵盖校市合作、校县合作、校企合作，将有
效推动绥化高质量发展。

8所高校院所专家通过产品案例分析、多
模型场景应用分享等形式，分别围绕农产品精
深加工及副产物资源化生物技术、新型酶制剂
与生物质酶法精深加工技术、土壤污染控制与
生态修复、乙烯聚合催化体系的研发、新型碳
基缓释肥料的制备与应用等主题进行项目成
果路演推介，有效推进了农业生产需求与科技
成果的精准匹配对接。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秀萍

长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
粮食安全工作，人大代表对粮食调控、立法
等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为做好国家粮食安
全保障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时值十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国务
院关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
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
言人杨合庆介绍了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征
求意见的情况。

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于今年 6 月至 7
月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期间，共收到957
人提出的1392条意见，另外收到群众来信7
封。社会公众对完善粮食的定义、保护种
粮积极性、压实政府的耕地保护责任、强化
粮食质量安全管理等提出意见建议。

杨合庆表示，在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
征求意见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积极发挥各地基层立法联系点

“民意直通车”作用，结合本地实际，一些基
层立法联系点陆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意
见征询活动。

今年7月，在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大
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就粮食安全保障法
草案征询意见时，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台

山市绿稻农场场长陈奭荣认为，制定出台
粮食安全保障法意义重大。陈奭荣是一位

“80 后”新农人，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台山
市斗山镇五福村创办台山绿稻农场。陈奭
荣注意到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部分地区
出现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现象，为此他
建议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严格落实耕地用
途管制，进一步细化耕地保护责任机制，增
强全民的耕地保护意识。陈奭荣还结合自
己的创业经历，建议草案增加对从事粮食
种植技术研究和开展粮食产业化种植群体
的鼓励支持措施。

恩平市牛江镇村民冯仲仍有20多年粮
食种植经验，耕种20多亩土地，主要种植水
稻、马铃薯以及少量蔬菜。冯仲仍不仅是
种粮能手，还是专职人民调解员、村里的

“法律明白人”，对村居法律事务上心，热心
帮助村民纾困解难。今年7月，江门市司法
局受江海区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委
托在牛江镇组织群众征询对粮食安全保障
法草案的意见。冯仲仍提出：“作为种粮
户，能参与立法工作，我提三条意见：一是
建议分区域分品种设定粮食保护价，提高
农民种粮积极性；二是建议由村集体统筹
解决粮食分散化种植问题，大力推广机械
化种植，降低成本、提高产能，让广大种植

户共享科技进步成果；三是建议在草案第
三十八条粮食风险基金制度中，增加关于
对粮食遭遇天灾等重大自然灾害造成损失
的兜底性补偿条款。”

王晓东是北大荒集团台山农业科技服
务中心负责人，他常年坚守农业生产一线，
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和管理。今年，王晓东
响应北大荒集团和庆丰农场有限公司开启

“二次创业”新征程的号召，带队来到台山，
将北大荒集团先进的农业机械、种植技术
和管理措施平移复制到当地，带动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今年7月，江海区
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赴台山市开展
立法调研时，在庆丰农场驻台山水稻种植
基地，王晓东向调研组介绍了水稻种植基
地经营的历程并反映有关问题。他建议粮
食安全保障法草案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
高农业抗灾减灾能力，大力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他还建议完善加快发展农业社会
化服务，加大对粮食收储加工企业扶持力
度等内容。

同样是征询粮食安全保障法草案的意
见，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人大
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采取的是召开座谈
会、线上征集、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意见
征询范围覆盖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座谈会

开在该县良口乡仁塘村，进村听取村民意
见建议，该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人员还走
访仁塘村3个自然屯，入户宣传粮食安全保
障法草案，在田间地头宣传粮食安全知识，
共收集意见建议27条。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胡地亚于
孜镇人大主席团基层立法联系点，围绕粮
食安全保障法草案开展意见征询活动，共
有 287 人参加，对完善种粮补偿机制、加强
粮食质量检测、限制耕地过量使用农药、鼓
励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等提出15条建议。

河北省正定县正定镇“人大代表之家”
基层立法联系点、河南省驻马店市人大常
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则围绕当地在粮
食安全保障、加强耕地保护等方面工作情
况开展专题调研，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报送调研报告……

聚焦粮食安全保障立法，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基层立法联系点积极
听民声、察民情、汇民意、聚民智，用民主立
法、科学立法、依法立法，承载起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使命担当。杨合庆表示：“下一
步，我们将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审
议意见和各方面意见，结合公开征求的意
见，继续研究修改完善粮食安全保障法草
案，切实做好草案继续审议的相关工作。”

粮食安全保障立法绘就民意最大同心圆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鲁明）近日，以“植物科学振兴种业”为主
题的 2023 全国植物生物学大会在甘肃兰
州举行。

据介绍，全国植物生物学大会是国内
植物生物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大会，自
2010年在天津举办第一届开始，迄今已举
办了 13 届。此次大会设立了期刊发展论
坛、大会报告、专题报告、青年学者论坛等
环节，其中专题报告设立植物细胞生物

学、植物发育生物学、基因组编辑、分子育
种与种业创新等 15 个专题，特别设立了

“种业高端论坛”环节。大会期间，与会院
士专家围绕大会主题和各个专题作了116
场学术报告。

此次大会由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中
国作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植物生
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中国遗传学会
联合举办，兰州大学承办，兰州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等单位协办。

2023全国植物生物学大会在兰州举行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林单丹

“以前光是请客吃饭就得3天。简化
婚礼流程后，请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好好
吃一顿饭，既热热闹闹，又节省时间和经
济成本。”回想起两人的婚礼，天津市宝
坻区大唐庄镇大张庄村的张宏卓和李小
雨夫妇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场简办却热闹的婚礼，是大张庄
村实行新的村规民约、践行文明新风的
良好开端。大张庄村有298户、872口人，
村庄要让文明乡风遍布角落并非易事。
近年来，大张庄村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
设，把移风易俗作为深化乡村文明行动
的重要抓手。2019 年，大张庄村成立红
白理事会，根据本村民风与习俗，协商出
统一办事流程、统一费用标准、统一服务
模式。

54 岁的大张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马德良是大张庄村有名的“热心
肠”。20多年来，村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都
会找他张罗，他被村民亲切地称为“大总
管”。2019 年，村里成立红白理事会，马
德良被推选为理事长。理事会一方面倡
导鼓励村民改变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吃
喝浪费等现象，规范了红白事操作流程
和办理标准；另一方面，加强文明殡葬宣
传，积极倡导厚养薄葬文明新风，通过

“把白事关进家门里”“把尽孝融入生活
中”“把节俭写到心坎上”等方法，把“事”
办简、办好，严守村规民约。

“酒席每桌不超过 350 元，以素菜为
主，办一次‘白事’由原来的 7 万元左右，
压缩到现在的不到4万元。”马德良介绍，

根据村规民约要求，村民家里有白事，除
了直系亲属外，其他的亲朋好友一律不
穿白孝服，统一臂戴黑纱、胸别白花。仅
这一项，就节省购买白布的钱六七千元。

早在几个月前，大张庄村的村民还
对新规“喜事一顿饭”态度不一。但看
到村里年轻人因婚宴不断加重的负担，
马德良带头表示：“我作为村干部，又是
红白理事会成员，必须替大家开这个
口，打破旧习俗，探索新方法，喜事儿就
吃一顿饭！”

“喜事一顿饭”新规试施行后，张宏

卓、李小雨夫妇就成为“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刚开始我的父母不是很支持，觉
得把婚礼简办不合风俗，怕亲戚朋友笑
话，但在我和爱人的坚持下，终于说服了
他们，迈出了我们‘人生大事’上与众不
同的一步！”张宏卓说。到场的人纷纷表
示，这场婚礼不但办得“新”、办得“好”，
还办得“省”。

目前，“喜事一顿饭”在村民的普遍
支持下已成为大张庄村乡风文明建设中
行之有效、成果显著的移风易俗创新做
法和模式经验。

天津宝坻区：“喜事一顿饭”助推移风易俗蔚然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