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吉林省梨树县深入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在适宜区域内，推广以“秸秆
覆盖、条带休耕”为主的黑土地
保护性耕作模式。目前，全县已
累计推广该模式310万亩，基本
实现了适宜推广地块全覆盖。

图为在梨树县郭家店镇蔬
菜村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
社 ，农 户 将 收 获 的 玉 米 集 中
晾晒。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子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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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亚茜 文/图

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农行浙江分行深耕三农领
域，将金融业务做到农民心头、将金融服务送到田间
地头、将致富办法送到农户手头，持续巩固提升服务
乡村振兴领军银行地位。

为响应党中央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农业的号召，
农行台州分行在上级行指导下，积极践行智慧金融
思路，通过搭建各类数据平台、开发线上功能，以智
慧金融之笔，描绘新时代农业发展美好画卷。

智慧筑基，打造金融服务新场景

为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台州分行在上
级行指导下，积极对接浙江省政府“浙牧通”、各村镇
畜牧企业数据管理等平台，加大畜牧行业的数据库
建设力度，通过“大数据+线上”的双轮驱动，加快自身
的“慧畜牧场景”建设，为该市畜牧业现代化发展护航。

作为台州农行系统内首个享受到“智慧畜牧贷”
红利的牧场主，台州市路桥百兴畜禽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菊花对这款产品的审批速度十分认可。

今年 6 月，为扩大“内三元”（生猪品种）养殖数
量，公司拟新建大平层猪舍，急需加购猪饲料饲养猪
仔，双重资金压力一时导致公司出现资金缺口。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张菊花在“浙牧通”申请了150万元贷款。
看到“浙牧通”系统弹窗后，农行台州路桥支行客户

经理次日便上门问需，为企业打开“慧畜牧场景”的“双
开门”通道。一方面，通过平台对接，直接调取企业在

“浙牧通”的电子信息、生猪在栏信息等，免去企业线下
办贷手续和资料；另一方面，通过“浙牧通”平台调阅生
猪生长情况，结合售价趋势，创新采用企业在栏的2600
只生猪猪仔为抵押物，一周内为企业放贷150万元。

目前，该企业购买的100多万元猪饲料已经分批
到位，2600只猪仔成年后评估价值 400多万元，已与
华统、爱德食等食品公司签订供货协议。

据悉，农行台州分行“慧畜牧场景”的数据建设
和平台对接仍在持续完善中，目前已有多家生猪养
殖企业通过该场景成功获得线上贷款。未来，随着
家禽类、畜牧类等各类数据的完善，“慧畜牧场景”将
越来越广地为养殖业注入金融智慧活水。

智慧融通，让金融服务跨越山海

西瓜市场上有一种说法，每10个大棚西瓜中，就
有7个出自浙江台州瓜农之手。台州以瓜为媒，根植
台州，将西瓜种遍全国各地，还走向东南亚、非洲等
地，撑起上百亿元的西瓜种植产业。

“瓜农在哪，我们的服务就到哪。”农行台州黄岩支

行负责人表示。为向遍布全国各地的台州黄岩瓜农
做好“无限距离”的金融服务，该行为瓜农群体量身
定制纯信用的“瓜农贷”，支持线上申请、随借随还。

种瓜大户牟失德是在江苏盐城一带种西瓜的黄
岩外出瓜农代表之一。今年3月份，从黄岩老家回到
盐城市滨海县的牟失德，前脚刚踏进瓜地，就意外收
到当天返回路上通过手机申请的 100万元贷款到账
提醒。有了“瓜农贷”的一臂之力，牟失德开始搭建
农场大棚、选苗育苗，数百万株的瓜苗在这个春天里
迎来新生。“‘瓜农贷’很方便，真正为我们瓜农解决
了资金难题。”牟失德说。

牟失德只是黄岩瓜农“追着太阳种西瓜”的一个
缩影，据不完全统计，黄岩外出瓜农人数逾4.3万人，
年销售额超50亿元，带动10余万农民就业创业。

截至8月末，农行台州黄岩支行农户贷款余额接
近20亿元，其中“瓜农贷”增量超5500余万元。目前，
该行正在与黄岩政府的“瓜果天下”平台进行对接，
双方合作后，该行将从对单一黄岩籍瓜农的支持转
变为对黄岩整条水果产业链的全链条支持。在智慧
科技的加持下，金融服务跨越山海，进一步延伸。

智慧支持，创客发展步入快车道

眼下，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和农机专家变身为

“农创客”，将新思路、新技术、新业态带入乡村，为新
时代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如何服务好新时代的“农创客”，让他们在乡村
向下扎根、向上成长，成为近年来台州分行助农产品
创新和模式创新的重点。为此，农行台州分行在深
入走访调研后，为“农创客”量身定制“农创客贷”，助
力广大“农创客”创业创富。

自 2017年承包下一片橘园，建立起临海毛武辉
家庭农场后，临海小伙毛武辉正式开启自己的“创
客”之旅。期间，毛武辉加入临海市“农创客”发展联
合会，在会员帮助下，探索出“品牌+渠道”的农产品
发展新模式，即创立个人蜜橘特色品牌“毛武辉鲜
果”，并设计“大圣归来”标识，与高端水果店、物流快
递、直播平台等合作，推广蜜橘。由于绿色种植、品
质上乘，橘子十分畅销。

今年6月，毛武辉准备扩大种植面积，但买种、施
肥、育苗带来的资金压力让他心急如焚。恰逢临海
市第二届“农创客”换届大会，为服务三农助力乡村
产业发展，临海农行有关负责人带着“农创客贷”来
参会，现场与临海市“农创客”发展联合会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为联合会的“农创客”提供整体授信，并现
场讲解“农创客贷”优惠政策。

了解到这一特色贷款产品后，毛武辉会后主动

联系临海农行询问办理条件，农行临海市支行当即
安排客户经理跟随他去橘园调研，一周内便为其发
放纯信用形式的“农创客贷”20万元。资金到账，毛
武辉扩大种植也有了着落。

据统计，自今年 6月“农创客贷”推出以来，仅临
海农行的“农创客贷”余额便超过800万元。

时代竞进，步履不停。未来，农行台州分行将继
续立足三农沃土，将金融服务与农业大数据、各类涉
农网络终端、新型农业场景建设等相结合，持续加大
对新型农业主体、农业模式、农业产品的支持力度，
积极助力广大三农人创业创新、创富创强，为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注入智慧金融力量。

以智慧金融之笔 书写农业发展新篇章

图为农行台州分行客户经理走访黄岩瓜农。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晋斌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守护
全民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山西作为
传统中医药文化大省和中药资源大省，
名医、名药、名方积淀深厚，造就了不少
独具特色的中医药老字号，颐圣堂就是
典型代表。

提及颐圣堂，山西特别是太原和晋
中的老百姓怎么也不会忘记，新型冠状
病毒肆虐时，正是颐圣堂提供的中药大
锅汤及其倡导的提高自身免疫力办法，
增强了他们抗击世纪疫情的信心和
底气。

颐圣堂是山西省四大中医药老字号
之一，负责人杨履世介绍，1698年山西太
谷名医杨秉忠开办颐圣堂，历经300多年
的发展，至今已传到第十一代，在中医药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守护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打造文化平台，提高基层
中医水平

走进颐圣堂中医药博物馆，药香氤
氲，古朴典雅。正门一侧橱窗内的“功牌”
斑驳而工整地记录着老一代医者赈灾义
捐的善举；穿过大厅，一面面锦旗，叙述着
新一代中医人情系岐黄的医术缱绻。

这座由企业自建的公益性山西中

医药博物馆，是国家级中医药文化宣传
教育基地。博物馆馆藏文物上万件，涵
盖中医药古籍、书刊、标本、制药器械等
多个类别，全面地展示与传播着中医药
文化，成为向公众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
的平台。自开馆以来，每年开放天数均
保持在 260 天以上，承接各类社团参观
学习交流活动，让原本深奥的中医药文
化“活”起来，坚定了百姓的中医文化
自信。

这一专业的文化平台，还成为服务
基层医疗的中枢，从这里走出去的基层
中医，服务群众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比如针对缓解、治疗高发的鼻炎问
题，当地的群众都很满意。据统计，我国
过敏性鼻炎患者超过2亿人，尤其是现在
青少年鼻炎患病率持续上升，在每年换
季时最容易引发鼻炎。

杨履世的爷爷杨巨奎，是颐圣堂第
九代传人，生前通过几十年的临床经验
创立了“官窍正气鼻炎整体疗法”，运用
纯中药药油，修复鼻腔黏膜，直达病灶，
为饱受鼻炎痛苦的患者带来了福音。

为提高老百姓健康生活质量，每年
颐圣堂中医药博物馆都要开展 500场免
费的中医适宜技术培训推广会议，提高
基层中医医疗水平，提升他们保障百姓
健康的服务能力。

省内外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

卫生院、诊所等基层医师前来博物馆观
摩学习，目前依托博物馆构建的医疗服
务已遍及山西、山东、河南等多个省市，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培训模式和体系。

扶危济困，传播中医药文化

当地人说，杨巨奎生前非常平易近
人，对于前来求医者，不仅贫富无欺，对
家庭困难的群众还照顾有加。

当年，一名从雁门关外考进山西农
大的学生，由父亲陪同来找杨老看病，说
是失聪，看能否医治。孩子父亲说，考进
山西农大样样称心，就是孩子听力差，影
响听课，加之求医难，担心这个大学上
不好。

听了诉求，杨老立刻为他诊断，开了
治疗处方。孩子走后不一会儿，杨老忽
然想到孩子人在太谷，家在关外，没人能
为他每天熬药，杨老赶紧追下楼去，把原
处方改为特制成药，便于服用。为了让
孩子少跑路，集中精力在校学习，杨老又
让自己家人给学生把药送到学校，孩子
感动地哭了，孩子父母得知后多次上门
感谢。

文水县云周村一农妇多年下不了
床，吃了10副药后不仅能走路，还能种地
养猪；太谷西山底村一村民身体抱恙，生
活非常困难，杨老除了送医送药上门，每
月还贴补他500元生活费……

接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接力
棒后，杨履世创新了服务方式，建立了一
个为基层服务的颐圣书院。该书院由山
西黄河中药有限公司联合山西中医药博
物馆、颐圣堂中医馆共同发起创办，是一
个面向基层医疗从业人员开展继续教育
的中医药传承教育及学习交流平台，汇
集了国医大师、临床专家等行业泰斗，通
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普及中医药知识，传
播中医药文化，致力于实现健康中国。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颐圣书院整
合资源，通过线上渠道开展国医直播，向
基层传播中医药理论，分享临床经验。
从面对面的望闻问切，到屏对屏的公益
讲座，基层大夫实现了与省内中医名师
在线交流切磋，提高了基层医疗服务水
平，目前已进行至第 23 期，累计教育 10
万余人次。

今年 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医
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加大

“十四五”期间对中医药发展的支持和促
进力度，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对
杨履世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
消息。“作为中医药人，我深深地感受到
了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支持与重视。接
下来，颐圣堂将继续沿着守正创新的道
路前进，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为宗旨，
让中医药焕发新光彩，造福更多百姓。”
杨履世说。

让中医药造福更多百姓

□□ 宋晓波

近年来，山东省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
步区崔寨街道坚持“关口前移、排查为先、
多元化解”，强力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切实
将各类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
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打造“在崔寨不
用催”的调解品牌。

崔寨街道充分利用“综治联络员+网
格长+网格员+村民”的网格体系，随时排
查化解矛盾纠纷。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
控，由街道党工委统筹调度，各科室和管
区交叉推进、条块结合，发挥网格员作用，
聚焦安全生产、农民工工资等重点领域深
入开展各类矛盾隐患集中排查，全力维护
街道社会和谐稳定。

实行信访联席会议制度，每周一召开
例会调度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对重复、复杂
的重点矛盾进行分析研判，研究化解措施；
周二各管区、部门对各自存在的问题再进
行有针对性的分析，确保矛盾化解在萌芽
状态。不断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
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选派14名优秀法律
顾问进驻“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
心，着重发挥法律顾问专业优势，参与矛盾
化解、提供法律援助，构建“法律顾问+”化

解信访矛盾新路径，提升矛盾化解水平。
定期走访辖区重点项目，专门制作服

务卡，对涉及项目建设相关事项明确负责
部门和联系人，提供“随叫随到”服务，目
前，已发放服务卡 60余张，实现项目服务
全覆盖。积极落实“工长制”根治拖欠农
民工工资行为，选定专人担任辖区在建项
目的“工长”，对本区域内根治欠薪工作负
总责，配备网格员，共同负责辖区欠薪线
索排查化解、欠薪案件处理和工程建设项
目保障工作。今年以来，已成功调处 7起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追回被拖欠工资
110余万元。

崔寨街道通过打造“在崔寨不用催”调
解品牌，全心全意为群众解难。下一步，崔
寨街道将拓宽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路
径，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问题，为构建平安法治崔寨添砖加瓦。

“在崔寨不用催”调解品牌为群众解难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王帅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位
于安徽省宣州区水阳镇新珠村宣州河蟹科
技小院的示范基地里，一片蟹肥菊黄、稻谷
满仓的景象，基地100多亩的稻蟹米迎来了
一年的丰收季。

两年前，安徽农业大学与宣州区开展
产学研战略合作，成立了宣州水产特色试
验站，今年又成立了宣州河蟹科技小院，一
批批研究生在这进行着喂养试验和研究分
析，让大闸蟹也有了“科技范儿”。走进小
院，实验室靠墙的桌子上摆放着各种采样
仪器，几名身穿白大褂的研究生正专注于
河蟹采样工作；另一面墙边摆放着玻璃养

殖缸，里面的螃蟹咕噜噜吐着气泡。称重，
测量尺寸，抽取血液、肝胰脏、蟹肉……研
究生按照程序有条不紊地采集着一只只河
蟹样本。

今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
回信中说，得知大家通过学校设立的科技
小院，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在服务乡
村振兴中解民生、治学问，我很欣慰。

科技小院是高校培养研究生的一种模
式，通过把研究生长期派驻到农业生产一
线，研究解决农村农业生产实践中的实际
问题，同时培养一批知农、爱农、兴农的农
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目前，安徽农业大
学已经建有 45个科技小院，分布在全省 16

个地级市，涉及水稻、蔬菜、茶叶等特色农
业新品种和智慧农业等新技术。

“感谢安徽农大的专家团队，科技小院
指导繁殖的河蟹苗种成活率高、规格大，今
年河蟹养殖大丰收，亩产 350斤大闸蟹，预
计亩均产值能达 1万元。”宣州河蟹科技小
院依托单位——宣城市金新河蟹苗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葛其寿笑着说。

安徽农业大学宣州河蟹科技小院负责
人李西雷表示，作为宣州河蟹科技小院的
指导教师，长期以来把研究生培养和支持
当地特色水产产业发展作为主要任务。将
按照学校“一县建一院，小院筑大院”的建
设思路，与研究生一起对安徽河蟹新品种
选育、优质大规格蟹种培育、营养品质调控

等关键问题开展试验示范、田间技术指导，
让更多科研成果落地生根，服务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

科技小院不仅是学生的实践基地，也
是农技推广平台。“我们联合当地农技推广
部门，定期给农民培训，指导他们科学种
养。”安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副部长姜家生
介绍，学校团队已先后组织田间观摩培训
50余次，服务了58个农技协，田间示范面积
3万亩，技术辐射面积 3708万亩，培训农民
6万余人，与国内200多家企业共建“乡村振
兴合作企业战略联盟”，与60多个省级现代
农业示范区、900多家省级以上农业企业、
1200多家农业小微企业建立了稳定的产学
研合作关系。

安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助力河蟹大丰收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胡立刚）近日，上海市青浦区 2023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在赵巷镇方夏村举行，致敬
现代乡村产业耕耘者成为整个活动的重
头戏，既精彩回应了“最江南 庆丰收 促
和美”的活动主题，又达成了提升农民群
众的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的目的，较
好烘托出青浦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城
乡共庆丰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良
好氛围。

青浦区 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青
浦三农工作成效专题片《青浦 鱼米之乡
新生态》中拉开序幕。专题片充分展现
了拥有 6 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青浦乡
村的和美，以及和美乡村背后青浦乡村
产业的蓬勃发展之势，新农人、新业态的
价值和魅力由此得以展示。正如青浦区
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朱思毅在致辞中所
说，青浦区农林湖田浑然天成，农舍可阅
读，林地可漫步，河湖可聆听，农田可观
赏，这是青浦区不断做强一粒米、一棵
菜、一枚果、一条鱼传统优势产业的硕
果，也是青浦区抓住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时代机遇，积极探索
出更多乡村产业振兴经验、贡献出更多
乡村建设方案的成果。

上海市还举行了第七届农村创业大
赛颁奖活动，在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榜

单上，都有青浦区参赛项目的身影，出彩
程度足以傲视上海另外八个涉农区。更
为难得的是，在上海市过去两届农村创业
大赛中，一等奖的名单里也都有青浦区参
赛项目。对此，因获得2023全国农业农村
劳动模范而在本次活动中受表彰的王印，
在发言中表达了他的一个心愿——全力
打造上海太来果蔬专业合作社田间学校，
搭建交流合作、产品推介、农业创新创业
等平台。

记者了解到，青浦区历年丰收节上被
致敬的耕耘者，都和王印一样，不仅在青
浦区这片热土上带头创新创业，而且都自
觉承担起各自的社会责任。

和以往致敬耕耘者的方式一样，青
浦区在本次同庆丰收节活动中隆重表彰
了十大农业创新创业典型带头人，其中
包括刚刚获得上海市农村创业大赛一、
二、三等奖的 3位创新创业带头人，并请 3
位分享了农文商旅融合发展新模式、以
探索设计之美打造综合化经营综合体、
艺 术 助 推 乡 村 文 化 产 业 的 农 业 创 业
故事。

活动期间还发布了美丽乡村行、农耕
体验游、古镇文化寻、食宿乡野间等青浦
区休闲农业精品旅游线路，现场举办了长
三角优势农产品展示展销会、优势农产品
直播带货等活动。

上海青浦：致敬耕耘者 共庆丰收节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锐 王子涵）日前，由中国水科院、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水文化
国际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
京召开。会上，来自水利部、中国水科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欧洲的代表和专
家学者，围绕“寻迹水文明：水利遗产中的
文化智慧”这一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水是人与环境和谐
共生的基础，各国应基于科学与实际证

据作出相关决策，对人与水的关系形成
新的认知，加大水知识公众教育力度，从
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携手共创更好的
未来。

在现场交流环节，来自中国、希腊、英
国、印度等国家的水文化领域专家学者作
主旨报告，聚焦古代水利技术、古代水文
明与水遗产、各国各地区水文化建设、水
利法规的历史发展等主题，交流了各国
家、各民族的水文化研究与传承。

第三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