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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保障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建
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对
此，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重
点提出全力抓好粮食生产、
加力扩种大豆油料、发展现
代设施农业、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统筹做好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调控等诸多举
措。

抓好粮食稳产保供，市
农业农村局植保站将发力点
放到了支持开展小麦“一喷
三防”上。市植保站农业技
术推广研究员寇奎军说，近
年来，小麦茎基腐病、赤霉
病、麦蚜、麦叶蜂等主要病
虫害呈多发重发态势，做好
病虫害防控是小麦中后期管
理的重中之重。“‘一喷三
防’是促进小麦稳产增产的
一项关键技术，通过混配杀
菌剂、杀虫剂、植物生长调
节剂、叶面肥等一次施药，起
到防病治虫、防干热风、防早
衰的作用，达到增加小麦千
粒重的效果，为保障粮食安
全上了‘保险’。今年在推
进实施小麦‘一喷三防’的
基础上，我们会引导各地根
据实际生产情况选用适宜生

物菌剂进行绿色防控；同时继续加大统
防统治力度，鼓励更多有能力的社会化
服务组织投入到统防统治中，充分发挥
先进植保器械高效、高质的优势，打造
强有力的病虫害防控主力军。针对小麦
条锈病，我们会强化监测、带药侦察，
一旦发现发病中心立即防治，坚持打点
保面，发现一点、控制一片，发现一
片、控制全田。通过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达到最佳防治效果。”

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沧
州青宸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更加关注“建
设优质节水高产稳产饲草料生产基地，
加快苜蓿等草产业发展”内容。“这些
年，国内奶业发展强劲，但是苜蓿生产
能力不能与之匹配，进口苜蓿供不应
求。大力发展苜蓿产业，不仅能抓住奶
业振兴的机遇，提高苜蓿自给率，也能
重立咱南皮苜蓿的光荣牌。”公司负责
人李学利一语中的。为此，公司在南皮
县寨子镇的多个村庄发展了 1.3万多亩
紫花苜蓿种植基地，不断提升农业机械
化水平，引入裹包青储技术，延长苜蓿
的存储时间，可年产鲜草苜蓿 5万吨。

“今年，我们计划在其他乡镇流转土
地，扩大种植规模，同时，积极与科研
院所、高校专家对接，就苜蓿品种选
育、栽培技术、农机及产品生产、销售
等全产业链进行研究，在品种引进筛
选、高产高效优质关键栽培技术研发及
集成示范、苜蓿产品加工等方面不断精
进，打造有高新科技支撑的现代农业苜
蓿产业化集群。”

要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完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是
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业现
代化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强耕地保护
和用途管控、加强高标准农田建
设、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强
化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推动

农业现代化发展也离不开先进农
业科技和装备，对此，文件还重
点提出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
快先进农机研发推广、推进农业
绿色发展。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巩固和
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今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再次强调高标准农田建
设，提出完成高标准农田新建和
改造提升年度任务，重点补上土
壤改良、农田灌排设施等短板，
这也是我们今年建设高标准农田
的重要内容之一。”渤海新区黄骅
市南大港产业园区农务中心主任
刘广亮说。因濒临渤海，园区内
土壤盐碱瘠薄，广种薄收，经济
效益有限。每年，园区都要深入
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清淤

渠道、修建蓄水池、修建田间道
路等，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水平，
达到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
排灌自如、旱涝保收的效果。去
年，除工程措施外，还首次增加
了盐碱地改造、土壤培肥等农艺
措施，改良盐碱农田 3000余亩。

“从2014年至今，园区累计在5万
多亩土地实施农业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农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得到提升。眼下，我们正
有序考察园区内尚未改造的农田
情况，综合筛选适宜地块，积极
申报 2023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在做好渠道清淤、修建道路
等‘必选动作’的基础上，探索
更多良方培肥地力，助盐碱低产
田变优质高产田，促进园区粮食
增产、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
展。”

农田建设高标准

要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脱贫
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的
任务依然艰巨。为此，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强调，要坚决守住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增强脱贫地
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稳
定完善帮扶政策。

看到增强脱贫群众内生发展
动力的内容时，脱贫户孙桂花很
有感触。“不管什么时候，都得有
向上的精气神。有困难，政府拉
一把，但要想过上好日子，还得

靠自己努力去挣。”
孙桂花家住渤海新区黄骅市

滕庄子镇东道安村，2015年，她
的丈夫胡庆勇被确诊为“马尾神
经损伤”。这个病不仅让胡庆勇丧
失了部分劳动能力，还掏空了家
里的积蓄，背上了外债。从此，
小康家庭沦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9年，在各级政府的帮扶下，
夫妻俩通过经营米面粮油生意实
现脱贫。去年，俩人还养了牛，
通过养殖奔富路。

“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俺们首

先想到的是诚信经营。”孙桂花
说。不好吃，就退款，是她对顾
客不变的承诺。虽然她卖的大米
是自家亲戚种的，没有品牌优
势，但却靠着实打实的品质和服
务，积累了一批忠实客户。

“要想不返贫，还得拓宽致富
渠道。人不能懒，必须得动起
来，不干永远没有机会。”孙桂花
说。这不，夫妻俩看着养牛效益
不错，加上胡庆勇年轻时又有养
殖经验，就在政府的帮助下申请
了无息贷款，干起了养殖。

“现在养牛和以前养牛可大不
一样。牛的品种也不一样了，疫
病防控措施也多了。”胡庆勇补充
道，“看来，要想致富不仅要有干
劲，还得经常学习。”于是，干活
之余，俩人见缝插针地学起来。

“好在现在网络发达，想学什么都
有。”胡庆勇逢人便说。

凭着辛勤的劳动，胡庆勇、
孙桂花夫妻的年收入稳定在五六
万元，对此，两人十分知足。今
年，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继续
学习，两项事业都要抓好。”

脱贫之后奔富路

农民致富路更多
要点：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今年，中

央一号文件从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加快
发展现代乡村服务业、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等方面作出了细化部署。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也是中央一号文件部署
的重点任务，提出要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促进农
业经营增效、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市农业农村局项目
规划与监测中心重点关注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等
内容。“现代农业园区是引领区域农业转型升级
的示范区，今年，我们要深入实施现代农业园区
崛起行动，在规划布局调整、绿色循环发展、质
量安全提升、科技装备升级、特色品牌创建等
10个方面发力，全面实施‘百园提升’行动，
按照‘一年有起色、三年见成效、五年成体系’
的阶段性目标，推动各级园区提档升级，重点推
动具有发展潜力的县级园区动态补充市级园区、
市级重点园区争创省级（示范）园区、省级示范
园区争创国家级园区，促进园区发展从数量提升
向质量提升转变。按照全域打造、全链条构建、
全方位提升的标准，目前，我们正指导泊头、中
捷、吴桥、东光等县（市）围绕桑椹、奶业、肉
鸡、粮食等产业创建省级示范园区。到 2025
年，争取每个县（市）至少有1个市级园区达到
省级园区规模，全市争创 10个省级示范园区。”
中心负责人殷文红说。

看到“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行动，大力
发展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社会化服
务，鼓励区域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促进农业节
本增效、提质增效、营销增效”等内容，渤海新
区金丰公社的劲头儿更足了。这些年，由于土地
盐碱，我市东部沿海地区的不少农户种田积极性
不高。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外出打工的农
民增多，谁来种地，成了困扰不少村庄的问题。
为破解这个难题，渤海新区金丰公社主动当起

“田保姆”，为黄骅市多个村庄提供产前、产中、
产后的耕播机收、统防统治服务，通过新农具、
新技术、新模式，满足农户不下地、产量高、卖
高价的需求。“在管理中，我们实行‘6+1’模
式，即坚持良种、良肥、良药、良机、良法、良
策等 6项标准，并在每村安排 1名小社长按标准
科学种田，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
赚。”金丰公社负责人王长松说，通过规模化作
业，一季的农资、农机服务等亩投入能降低七八
十元。科学管理，粮食亩产还有提升空间。“农
田托管、专家看田，既提高了种植品质，也节省
了种植成本。最近，我们正在与一些投资公司接
洽，计划在今年借助资本下乡的力量，扩大托管
范围，让更多盐碱地能得到‘田保姆’的精心照
顾。同时，我们还要不断选择适合本地的优良品
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提高农机作业精细度，
在盐碱地种下丰收的希望。”

任丘市于村镇侯圪垯村党支部书记程锁强则
更关注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内
容。去年，借助上级支持的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项
目资金，侯圪垯村和周边 11个村联合成立了任
丘市十二屯种植专业合作社联社，在北芦庄村流
转了 210多亩土地，建起 6个暖棚和 22个冷棚，
发展设施种植产业。“大棚建好后，我们特意在
肃宁请来技术人员，租出部分冷棚，在稳定棚室
收益的同时，向人家学习专业种植技术。现在棚
内正铺设有机肥料，整地后，就能栽植秧苗。前
两天，俺还到山东烟台考察樱桃种植，详细了解
了管理技术、市场效益等。今年，在设施蔬菜种
植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发展特色休闲采摘农业，
探索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壮大集体经
济好模式。”

责任编辑 张梦鹤
电话 3155706 电邮 czrbsn@163.com

2023年2月22日 星期三
农历癸卯年二月初三P6 三农在线

SANNONG ZAIXIAN

要点：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对
此，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
加强村庄规划建设、扎实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持续加强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本公共
服务能力。乡村治理也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内容，关乎党在农村的执政
基础和农村社会大局稳定。文件还
提出了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
能和组织功能、提升乡村治理效
能、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强化
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文件还
从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机制、加
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县域城
乡融合发展等方面进行部署。

看了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后，渤海新区黄骅市羊三木回族
乡羊四村党支部书记万俊男，对
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了
更深的理解。“其实农村工作并不
难，村民们需求在哪里，村干部
就把心放在哪里，一心一意去
做，准没错。”

去年，羊四村清理了困扰村
民多年的臭坑塘。经过近3个月的
整治，水变清了，河堤旁建起了
凉亭，脏乱的地块上开满了鲜
花，人人避之不及的地儿成了村
民们爱去的热闹地。

“经过整治，村里的环境变好

了，但还不够靓，村‘两委’要
继续在增彩添绿上下功夫。”万俊
男说，主干道上种花树、添路灯
已提上日程。

在与村民的交流中，万俊男
发现村民们不仅钱袋子鼓了，对
精神文化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要
求。“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乡镇
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和我们
的想法不谋而合。今年，我们要
把闲置的老幼儿园改造成村里的
休闲服务中心，在里面规划出敬
老食堂、健身室、舞蹈室、老年

宿舍、志愿服务站等，并建立相
应制度，配备志愿者；同时，建
设图书文化活动室，定期请专业
机构老师教授孩子艺术课程，让
农村的老人和孩子也能享受到丰
富的文化活动。”万俊男说道。

“农村基层党组织来源于基
层，服务于基层，加强党组织建设
至关重要。通过网格化的乡村治理
模式，我们已经看到了党员发挥的
带头作用，以后还要继续加强党建
引领，增强党员干部的凝聚力，更
好地服务群众。”对于强化农村基

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万俊男也感悟颇深。

“我们准备在积分制上细化，
制定一套针对党员的积分制规则。
普通村民的积分项目集中在践行移
风易俗、参加志愿服务等方面，可
以去积分超市换取相应的物质奖
励；党员干部的积分项目则体现在
参加党员会、建言献策方面，积分
奖励更加侧重精神奖励。”万俊男
说道，“我们还打算每年组织党员
去一次红色教育基地，近距离地感
受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

乡村宜居宜业更和美

如何稳面积提单产，夯实粮食“压舱石”？怎
样做好“土特产”文章，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哪些举措？重“硬件”也重

“软件”，乡村如何成为令人向往的地方？……日
前，本世纪第二十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
号文件发布，明确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的工作抓手，为各地区各部门做好当前

“三农”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的起步之年。面对这项长期而艰巨的历
史任务，今年的“三农”工作怎么做？近日，记者采
访了我市“三农”战线的奋斗者们，看他们如何让规
划在我市落地——

瞄着“指南针” 奔向好日子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宁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