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治农村水系，补上短
板，提升防洪、灌溉、供水等
标准

青山叠叠，小河弯弯，山水环抱间，湖北省

远安县旧县镇安鹿村风光宜人，沮河、鹿溪河绕

村而流。

“青岗泥，冷浸田，瓦仓米香又甜”，肥沃的

土壤、清冽的泉水产出了地理标志产品——瓦

仓大米。“我们的稻子颗粒饱满、香气浓郁，深受

市场欢迎。”村民汪家刚家有 5 亩田，水稻油菜

两季，每亩产出 2000 斤以上。

好水浇好田，但水也曾让汪家刚操心不少，

“耕地就挨着河，下雨天河里涨水快，地里容易

涝，水排不出去”。

“沮河、鹿溪河是山区河，河道弯曲狭窄，加

上多年没整修，杂草、淤泥堵塞河道，一到汛期，

大家伙都提心吊胆。”安鹿村党支部书记徐鹏程

说，“村里有 2750 多亩耕地，咱就盼着能好好整

修一下河道，让土地旱涝保收。”

去年，远安县成为全国水系连通及农村水

系综合整治试点县，项目批复概算总投资 3.78
亿 元 ，对 沮 河 干 流 和 五 里 河 、龙 潭 河 系 统 整

治。疏浚河道、连通水系，沿着沮河，一系列整

治工程有序推进。

“沮河和鹿溪河通过水闸相连，水清了河畅

了。”徐鹏程感慨，“更让大家伙高兴的是，建了

拦水坝、修了引水渠，疏通灌溉‘毛细血管’，浇

地有了保障。”

整 治 农 村 水 系 ，补 上 水 利 短 板 势 在 必

行。“作为水系‘末梢’，农村水系过去因投入

不 足 、管 理 薄 弱 ，面 临 淤 塞 断 流 、水 体 萎 缩 、

防 洪 标 准 低 等 问 题 。”水 利 部 规 划 计 划 司 副

司长李明介绍，“农村水系是农民饮水、农业

灌 溉 的 水 源 ，在 提 升 群 众 生 活 水 平 、发 展 乡

村产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0 年，水利

部 、财 政 部 选 取 第 一 批 55 个 试 点 县 ，实 施 水

系 连 通 及 农 村 水 系 综 合 整 治 ，打 造 幸 福 农 村

河湖。

各地因地制宜。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着

重提升中小河流防洪工程标准，完善水文监测

网点，健全预警机制，全域推进水美乡村建设，9
万多亩耕地及沿河村庄得到有效保护。

目前全国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完成投资超过

140 亿元，治理成效初步显现。据统计，项目实

施累计增加水面面积 36 万亩，治理农村河道

2200 多公里、湖塘 600 多个。

改善水环境，活水系、
护岸线，让农村河湖水清
岸绿

洪泽湖烟波浩渺，大运河桨声灯影，在江苏

省泗阳县，河湖之间水网密布。

曾经，水质退化困扰着“水乡”，小黄河便是

其中一条。家住泗阳县史集街道的谷应平深有

感触，“河水常年不流动，水质发黑，味道发臭”。

如 今 小 黄 河 变 了 ，两 岸 郁 郁 葱 葱 ，河 水

缓 缓 流 淌 ，“ 水 清 了 ，环 境 好 了 ，大 家 没 事 都

喜 欢 来 河 边 散 步 。”谷 应 平 高 兴 地 说 起 小 黄

河的变化。

借助试点，泗阳县计划投资 6.19 亿元，对全

县 37 条骨干河流和 1 处湖塘进行综合整治，瞄

准水流通畅、环境优美目标，让一条条农村河流

水清起来。

“改善水质，先得让水动起来。县里对小黄

河疏浚，建节制闸连通小黄河和云渡干渠。小

黄河接进了水网里，水系之间能够枯丰调剂，实

现水常有、水长流。”泗阳县水利局局长仓义晶

介绍。

治水更要治污。“我们在沿线铺设污水管

网、建设污水处理厂，对污水集中收集处理。此

外，集中清理沿河 2 公里范围以内的小散乱养

殖点，推广绿色农业，大幅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仓义晶说。

“改善农村水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水

里和岸上两手发力。”仓义晶介绍，泗阳县坚持

清淤泥、通水系、治污水一起抓，目前清淤疏浚

量约 145 万立方米，防洪除涝受益面积达 20.25
万亩，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4500 吨/天，受益人口

达 12.9 万人。

不少地方坚持治水、治污相结合，把农村

水系整治与农村改厕，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相

结合，确保清水长流。

在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顺交村，桤木河蜿

蜒流淌。“过去河里垃圾漂浮，杂草丛生。”在村

民赵文良的记忆里，桤木河是一条没人愿意去

的小水沟。

农村生活污水往哪排？垃圾如何收集？“村

里完成农村厕所改造，其中 6 个村民小组建成

污水管网，农村污水逐步实现集中收集。市里

每年拨付 20 多万元用于垃圾处理，保洁员每天

清扫、垃圾车定时转运，村里环境焕然一新。”顺

交村党支部副书记张艳说。

如今的桤木河变成了湿地公园，茵茵青草、

盈盈河水让顺交村变得更美了。“村民们喜欢饭

后在河边遛弯，附近的城里人也被吸引过来。”

赵文良说。

水 清 岸 绿 村 美 的 乡 村 多 起 来 了 。 截 至

2020 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65%，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已覆盖全国 90%以

上的行政村。接下来，水利部将以脱贫县和国

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为重点，继续倾斜投资，

促进乡村水生态、水环境修复和保护。

助力新产业，为乡村
旅游、绿色农业发展提供
保障

水之变，让农民吃上了“旅游饭”“生态饭”，

乡村新产业发展的劲头更足了。

在远安县，农村水系综合整治为绿色农业

提供了新机遇。“灌溉有保障，水质又好，县里龙

头企业和村里签订合同，发展绿色有机大米种

植。”徐鹏程介绍，“村民可以采用土地流转、社

会化服务等方式参与，一亩地收益更高了。”

景观带更是产业带。远安县以河流为脉

络，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串联沿途乡村产业，形

成集聚优势，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形成了“春游

园、夏赏荷、秋收米、冬观鸟”的乡村产业带。

整 治 农 村 水 系 ，让 广 大 农 民 更 好 地“ 靠

水 吃 水 ”。 在 崇 州 市 ，在 外 打 拼 多 年 的 赵 文

良看中了家乡好风光，决定返乡创业。“村里

的 道 路 变 干 净 了 ，环 境 美 了 。 桤 木 河 成 了

热 门 打 卡 地 ，一 到 周 末 ，附 近 的 居 民 都 来 我

们村里玩。开农家乐，生意肯定不错。”围绕

桤 木 河 ，农 旅 产 业 不 断 发 展 ，预 计 水 系 整 治

后 ，将 保 护 农 田 12 万 亩 ，带 动 相 关 产 业 增 收

3000 万 元 以 上 。 在 景 宁 县 ，围 绕 河 湖 生 态

链，打造了生态旅游园区等，护好绿水青山，

换来金山银山。

各地水利部门统筹好水资源、水环境、水

生态功能，采取河道疏浚清障、生态护岸，开

展 水 源 涵 养 和 水 土 保 持 等 措 施 ，为 产 业 提 供

水保障。此外，还建设亲水平台、休闲栈道、

文 化 长 廊 等 景 观 设 施 ，为 产 业 发 展 提 供 良 好

的水环境。

水系整治，为乡村振兴引来了“发展水”。

“健康的农村河湖带来了健康的发展环境。近

期国家已启动第二批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

设试点，扩大覆盖面，为百姓富、生态美提供更

加坚实的支撑。”李明表示。

全国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完成投资超140亿元，打造幸福农村河湖

水美乡村 宜居宜业
本报记者 王 浩

核心阅读

碧水绕村流，鱼戏莲叶
间。农村河湖寄托着浓浓乡
愁，也是农业发展、农村生态
环境的重要载体。

为了把农村河湖打造
成幸福河湖，从 2020 年开
始，水利部、财政部在全国
开展试点，进行河道清淤、
护坡筑岸、加固堤防、美化
环境等工作，为广大农村提
供良好的水环境，助力乡村
振兴。

促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深
度融合，推动
乡村产业抗风
险能力不断提
升，促进农民
稳增收

在山东省威海市

文登区，六棵参中药

材专业合作社的参产

业做得蒸蒸日上，即

使前几年遇上参价波

动，社员依然可以稳

稳增收。合作社的秘

诀是“接二连三”：一

方面“链上”二产，发

展加工，把西洋参加

工成黑参、红参、参茶

等产品；另一方面连

接三产，发展特色旅

游，一车车游客来到

合作社摘参果、刨人

参，走时还买走不少

人参礼品。一棵小人

参，串起长长产业链，

利润的增长点多了，

增收势头自然可观。

近 些 年 ，各 地 发

展特色产业的意愿很

强，也进行了诸多的

探索和实践。但受自

然因素、市场因素等

影响，一些农产品的

价格容易出现波动。

如何有效抵御市场风

险，稳住特色产业发

展好势头，六棵参中

药材专业合作社的做

法值得借鉴。

贯通产加销，在培育全产业链中提升附加

值。农业全产业链涵盖农业研发、生产、加工、

消费等各个环节。以往，农民就业增收主要在

种养领域，现在通过培育全产业链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领域升级，从农业单项生产环节向

全产业链持续增收拓展。从“卖原料”向“卖产

品”“卖服务”转变，抗风险能力也在附加值提升

中逐渐增强。比如一棵白参，加工成参片、参

粉，或深加工成红参、黑参，价值就能实现几倍

的上涨。若是细分客户群体，提供精深加工的

分类定制产品，并在营销环节加以创新，增值空

间则更大。

融合农文旅，在打造新产业新业态中找到

新增长点。从农业的多种功能考量，除了保障

农产品有效供给之外，农业还具有生态、文化、

旅游、康养等多重价值，深入开发这些价值，市

场空间、利润空间都不小。推进全产业链建设，

有助于发挥农业多种功能、提升乡村多元价值，

并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拓展农民就业空间、增

加农民致富渠道。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

例，2020 年，全国休闲农业实现营业收入 6000
亿元，显示出较强的发展韧劲。走近自然，释放

生活、工作压力，乡村旅游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假

期选择，而参与、体验程度较高的乡村研学旅

游、农事体验旅游、民俗特色旅游等新业态更是

方兴未艾。让游客深度参与农事活动，深入体

验农村文化，在农村慢下来、住下来，自然能更

好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培育全产业链，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

大，重在让群众受益。要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发展有机衔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紧密农

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今

后，还应进一步聚合科技、资金、土地等要素，畅

通全产业链资源要素，让农民更多分享全产业

链增值收益，实现稳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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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记者常钦）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全

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 年）》，明确未来

15 年我国主要畜禽遗传改良的目标任务和技术路

线。这是打好种业翻身仗的一个重要行动。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畜禽良

种“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基本解决，全国畜禽育

种体系初步建立，遴选建立了 191 个国家畜禽核心

育种场，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市场

化育种体系，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 75%。

新一轮改良计划重点是要解决“好不好”“强不

强”问题。力争用 10—15 年的时间，建成比较完善

的商业化育种体系，显著提升种畜禽生产性能和品

质水平，自主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突破性品

种。畜禽遗传改良计划覆盖三个发展领域，包括生

猪、肉牛、羊等家畜品种，蛋鸡、肉鸡、水禽等家禽品

种，以及蜜蜂、蚕等。该计划实施后，还将建立健全

动态调整和跟踪评估机制，及时查漏补缺，努力实现

预期目标。

农业农村部发布

畜禽遗传改良计划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杵坭村盛

产水果，是县里不少农家乐的水果供应基地。

产业发展势头好，村民的金融服务需求也越来

越强。然而这个村地处偏远，如何让金融服务

更好地进入山村？

沿着山路走进杵坭村，远远就看见一辆农业

银行网点服务车停在村口，几位老人正在车前办

理着业务。杵坭村村委会主任张建华说：“村里

上了年纪的人都喜欢这种流动服务车，银行服

务来到家门口，咱要少走好多路哩。”

当 地 像 杵 坭 村 这 样 的 偏 远 村 子 还 有 不

少 ，这 些 村 里 的 村 民 如 何 了 解 金 融 知 识 、获

取 金 融 服 务 ？“ 我 们 组 建 普 惠 金 融 服 务 到 村

宣 传 队 ，定 期 去 村 里 讲 解 银 行 服 务 内 容 ，针

对 老 年 客 户 ，无 论 是 泥 泞 的 乡 间 小 路 ，还 是

蜿 蜒 的 山 林 车 道 ，我 们 都 会 安 排 工 作 人 员 上

门 服 务 。”农 业 银 行 重 庆 巴 南 支 行 行 长 郑 颖

介绍。

近年来，农业银行围绕渠道融合，优化县域

网点布局，强化线上渠道支撑。在制定网点布

局规划时，加快网点向城乡接合部、县域乡镇地

区迁建。与此同时，加强线上线下渠道协同，打

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更多村民获

得普惠金融服务。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村民发展产

业，往往受资金不足困扰，又缺少信用记录和可

抵押资产。中国农业银行不断创新金融产品，

破解农业发展的资金难题。

“前几年回村想开农家乐，当时最愁的是资

金。幸亏农业银行给了我们 5 万元的返乡农民

工创业贷款，有了这笔启动资金，农家乐办起来

了，日子好起来了。”杵坭村茅庐农庄的负责人

李寿敏介绍。

如 今 ，每 到 旅 游 旺 季 ，茅 庐 农 庄 一 天 就

能 接 待 游 客 200 人 次 。“ 看 到 我 们 做 得 好 ，农

行 又 给 了 我 们 15 万 元 的 小 额 担 保 贷 款 。 农

家 乐 提 档 升 级 ，现 在 农 庄 接 待 量 增 加 了 不

少 ，一 年 能 挣 上 30 多 万 元 。”李 寿 敏 难 掩 喜

悦之情。

栾波是重庆市武隆区关滩村村民。 2010
年，他决定返乡创业。他看中了苕粉生意，但

苦于缺少启动资金。“没想到，农行武隆支行客

户经理傅小康成了我的创业导师，不仅帮我出

主意，还帮着贷到了 5 万元的贷款。”栾波激动

地说。

有了这笔贷款，栾波购入机器，提高了生产

效率与产量，改善了苕粉品质。如今，栾波经营

的苕粉厂已实现全自动生产，日均产量 3.5 吨，

辐射带动 26 户乡亲增收致富。在后续贷款支

持下，他的第二家苕粉厂不久前也在武隆区长

坝镇开工。

“刚签了一笔订单，我们一定把好质量关，

把武隆的苕粉卖到更远的市场！”栾波信心满满

地说。

中国农业银行为偏远山区提供流动服务

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
本报记者 李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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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小麦机收已近尾声。图为河南省

开封市尉氏县邢庄乡簸箕任村农民在抢收

小麦。

李新义摄（人民视觉）

颗粒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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