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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新农村R

■乡亲们的身边事②R

工 作 好 不 好
找，收入稳不稳定，
直接关乎农民工的
“钱袋子”。拓展就
业新空间，提升就
业竞争力，让农民
工工作有岗位、上
岗有技能、发展有
途径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

布 8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

况。数据显示，今年 8 月，

外来户籍人口的调查失业

率为 5.0%，低于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外来户籍人

口，主要就是农民工。今

年以来，外来户籍人口调

查失业率数据表现一直不

错，这说明，受益于政策持

续发力，作为稳就业的重

点群体，农民工就业情况

保持总体稳定。就业稳定

带来收入提升，今年上半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9248 元，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 14.1%，其

中工资性收入 4348 元，同

比上涨 19%。

就业稳定、收入看涨，

对于广大农民工来讲是个

好消息。从最初的“离土不

离乡、就地进工厂”，到如今

的“提升技能、融入城市、返

乡创业”，农民工无论在什

么时期、在什么岗位上，都

一直用奋斗改变生活，他们

在推动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民工就业出现了新趋

势。比如，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业态快速发展，

成为吸纳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重要

渠道。再如，通过职业技术院校培养和企业技能培

训，农民工中的技能人才数量快速增长，从事信息技

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还有，乡

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各类要素不断向农村聚集，一

大批曾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工，

带着技术、项目、资金返回家乡创业。这些变化表

明，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持续发力，城市和乡村的就业

机会不断增加，让更多农民工端稳就业“饭碗”，幸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工作好不好找，收入稳不稳定，直接关乎农民

工的“钱袋子”。我们要看到，新形势下，农民工就

业总体上仍然面临稳定性不高、劳动技能与岗位

要求不匹配等问题。如何让农民工实现更高质量

的就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

培育新动能，拓展就业新空间。从智能手机

到网络购物，从快递服务到共享经济，新经济的发

展壮大增加了就业容量，涌现出了快递员、飞防

手、网约车司机等新职业。数据显示，全国 1 亿多

各类市场主体，吸纳了近 3 亿农民工就业，新动能

对新增就业支撑作用明显。今后，要进一步推动

新产业新业态成长，加大灵活就业支持政策，让更

多朝阳产业成为农民工就业新选择。

创造好环境，提升就业竞争力。实现农民工

高质量就业，离不开优质的就业创业环境，也离不

开农民工良好的自身素质。不少地方探索“农民

点单、政府买单”的培训形式，受到广大农民工的

欢迎。今后要统筹好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精准开

展“菜单式”培训和定向定岗培训，提升农民工职

业技能，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端上“金饭碗”。

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稳

步推进，传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这些给农民工创

业就业带来了发展新机遇。只要精准施策、服务

到位，让农民工工作有岗位、上岗有技能、发展有

途径，广大农民生活一定会芝麻开花节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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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全程服务，
确保农民“虫口”夺粮

“又是一个丰收年！”200 亩水稻开镰在即，

黑龙江省鸡东县明德乡北河村农民徐海宝舒

了口气，“多亏农技人员把脉开方，防住了病

害，保住了丰收。”

“虫口”夺粮，离不开科学防控。徐海宝回

忆，今年 7 月下旬，村里的植保员巡查发现，稻

田里有部分稻尖上出现了空粒，“看着像是褐

变穗，但也不太拿得准，万一是稻瘟病可就麻

烦了！”

第二天一大早，县农技推广中心的农技人

员就上门了，仔细把脉问诊，查看病情。在农

技人员的指导下，徐海宝抓紧按方喷药，“农技

员不仅带来了药方，还提醒咱注意哪些环节，

很快就控制住了病害。”

“粮食三分种、七分管”，向阳镇忠信村种粮

户刘井权对此体会颇深。前段时间，刘井权种

的玉米叶子上长出了一块块暗黄干斑，怎么

办？老刘赶紧向植保员郜德君求助。几番指

导，刘井权弄清了病因，及时处置，渡过了难关。

如何科学防控作物病虫害，是广大农民关

心的事。聚焦这件“关键小事”，今年以来，全国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实施“三大农技行

动”，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供技

术支撑。中心主任魏启文介绍，在农技服务上，

抓住农时，抓好农事，强化技术普及指导，促进

单产水平提升和投入品减量增效；同时，通过科

学防灾、技术减灾，力争主要气象灾害损失率控

制在 5%左右、重大病虫危害损失率控制在 5%以

内，确保实现“虫口”夺粮。

让农业技术全程贴身服务农民。鸡东县

延伸基层农技服务网络，选聘了 60 名农民兼职

植保员，通过“掌上植保”APP 开展农情调查并

实时上报。针对监测信息，及时组织专家分析

研判，开展统防统治。“我种玉米 20 多年了，看

一看叶子，捏一捏穗粒，就有数了。”连续 3 年担

任病虫情报“轻骑兵”的郜德君说，地里日常的

病虫害，他直接就能帮农户解决。

鸡东县农技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王立军

介绍，今年 8 月以来，23 名农技人员组成了抗

旱小分队，分成 6 个小组，在全县 11 个乡镇开

展抗旱、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指导和全程跟踪服

务，确保粮食稳定增产。当前，全县各种农作

物长势良好，早熟品种陆续开始收获。

农技服务到位，秋粮丰收有基础。据农业

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种植面积

超过 12.9 亿亩，目前大部地区秋粮作物生育进

程正常，土壤墒情适宜，病虫防控到位，作物长

势良好，丰收基础好。

实用技术显身手，好
产品卖出好价钱

沿着新修的硬化路行至山腰，一大片樱

桃树呈现眼前。在四川省汶川县快乐山寨甜

樱桃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果园，农民们忙着给

果树施肥、除草。“我们的樱桃又甜又脆，5 月

底就销售一空了！”合作社理事长赵伦国快人

快语，合作社栽种了 8000 余株果树，靠着好品

质，每斤樱桃能卖出普通品种的 3 倍价格。

为啥这里的甜樱桃俏销？“种果树全是学

问，这几年专家手把手教，我们靠的就是新技

术！”赵伦国道出秘诀。

汶川县是“樱桃之乡”，荣获中国优质甜樱

桃生产基地称号。“尽管产业有基础，但不少农

民种植技术仍有局限。”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

牧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周桂虹说，甜樱桃树

大多长在半山腰，许多果农舍不得修剪，树体

过于高大，底层枝条缺乏光照，容易造成产量

和品质下降。

让甜樱桃产业提质增效，技术推广是关

键。2017 年开始，汶川县成立了项目攻坚组，

技术人员带着 150 多名农民，“一对一、手把手”

传授缩冠修剪技术，两年过后，果农尝到了甜

头，成了科技推广的主力军。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技术推广处处长

崔江浩介绍，近年来，全国共组织 4420 个农业

科研单位的 1.5 万多名专家开展科技帮扶，为

脱贫县组建了 4100 多个产业扶贫技术专家组，

引进示范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2.3 万余个。各

地还从乡村能人中选聘产业发展指导员 26 万

人，指导服务覆盖所有脱贫村。

许多农民成了技术“明白人”。“甜樱桃是

异花授粉，遇到极端天气，产量五六十斤的树

有可能只收五六斤。”赵伦国说起技术头头是

道，为了促进增产，传统果园里需要保留相当

比例的授粉树，“这些树结果量不高，但对果园

很关键。”

新技术促增收。在政策支持下，汶川县

许多农民合作社引进新树种，对部分老品种

实施嫁接。如今，赵伦国的 200 亩果园，通过

冠幅矮化和树种更新，甜樱桃总产量增长了

三四万斤。明年，赵伦国打算给樱桃套袋，提

升品质、延长保鲜期，他满怀信心，“这甜樱桃

是越种越甜。”

“有了技术保障，樱桃产业成为农民增收

的支柱产业。”汶川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

机关党委书记王鹏介绍，目前全县樱桃挂果面

积达 2.7 万亩，年产量 8540 吨，年销售收入达到

5.12 亿元。

创新服务供给，乡村涌
现更多“田秀才”“土专家”

“再过几天，越冬辣椒就要定植了。”山东

省兰陵县兰陵镇小仲村农民刘超，建了 5 个暖

棚，这些天趁着休棚，他把棚子里外打扫干净，

整地、消毒，做好准备。刘超种的品种，是“清

华一号”龙椒。“种了三四年了，产量高、价格

好，靠谱！”他说。

培育“龙椒系列”辣椒品种的，是当地的“土

专家”张清华。学农出身的张清华，在外工作多

年后选择了回乡发展，他与华南农业大学合作

研发的辣椒新品种，适应当地气候，从 2017 年

起在全县推广，累计带动 1万多户农民增收。

种辣椒是个技术活。为了让农民掌握实

用技术，张清华对辣椒种植过程科学量化，用

通俗易懂的方式教给农民。比如，预防根腐病

有 3 招：盛夏高温闷棚，进行 1 次土壤消毒；定

植 1 周后，按配方灌根，杀灭根系周围的致病

菌；全程至少施用 3 次以上有益菌。

刘超感叹：“张老师的防治方案，好学、实

用，操作起来也方便。”去年，他种的辣椒亩产

达到 1 万多斤、纯利润达到 4 万元。

在兰陵县，像张清华这样的本土农业人才还

有很多。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吴汉花介绍，

目前兰陵县选拔本土“田秀才”“土专家”1201名，

培育特聘农技员 10名，村级技术指导员 70名。

为了让农民及时掌握农业技术，兰陵县开

展了“专家+基地”活动，组建 30 个专家小组对

接帮扶。“专家以点带面，通过县乡村三级农技

推广示范网络，发挥了推广示范带动作用。”吴

汉花说。

创新农技服务供给方式，把先进的农业技

术带给千家万户。崔江浩介绍，当前，我国已

基本形成以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导，农业科

教单位、农民合作社、涉农企业等为补充的多

元 化 农 技 推 广 体 系 。 同 时 ，加 快 推 进“ 互 联

网+”农技推广服务信息化建设，打造全国农业

科教云平台，为 120 多万农业专家、农技推广人

员、高素质农民提供在线学习和服务，有力促

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左上图为安徽省濉溪县双堆集镇陈桥村，

农技专家（左）指导农户开展田间管理。

万善朝摄（人民视觉）

从种到收优质服务 农民增收后劲十足
本报记者 郁静娴

一座座水库碧波荡漾，一块块农田平整如

镜，一条条渠道纵横交错，一股股清泉进村入

户……在江西宁都，群众喝上自来水，乡村引

来“发展水”。

宁都县地处红层区、浅变质岩区，过去因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薄弱，乡村产业发展、群众

生活面临用水难题。水利部对口支援宁都县，

近年来累计实施 80 多个水利建设项目，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坚强的水利支撑。

改造望天田，产业发
展有底气

“有了水，望天田变得旱涝保收，咱敢投入

了！”在固村镇高标准农田里，农机“突突突”地撒

欢，种粮大户邓庚发今年改种双季稻，一口气种

了 50多亩优质稻。

邓庚发说，泥土渠变成了水泥渠，田间有

了提灌站，水利设施的短板补上了，清水直接

流到地头。过去浇水要肩挑，如今省时省力。

在项目支持下，宁都县精准施策，洪区防

洪、涝区治涝、旱区引水，大力推进建设高标准

农田、节水蔬菜基地、滴灌果园基地等。目前，

宁都县新增供水能力 1.13 亿立方米，新增恢复

和 改 善 灌 溉 面 积 36.58 万 亩 ，新 增 粮 食 产 能

7.65 万吨，累计受益人口 62.56 万人。

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为水稻、蔬菜、脐橙

等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在青塘镇大棚

蔬菜示范基地，喷灌喷头飞转，水雾笼罩着绿

油油的菜苗。“全县建设了 52 口水井和 32 公里

灌渠，推广高效节水喷灌技术，建设高标准排

水渠道，解决了基地用水，带动了 5000 多亩蔬

菜种植。”县水利局局长李高峰介绍。

水利兴，产业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还需要继续补上水利短板。在水利部支持

下，总投资达 46 亿元的梅江灌区正有序推进，

建成后将惠及近 70 万人。”宁都县委副书记、副

县长陈何铠介绍。

改善水环境，村民生
活更舒心

“以前天不亮要到村头排队挑水。现在好

了，拧开水龙头，自来水哗啦啦地流，吃水方便

多了。”固厚乡东排村村民陈木秀在家里一边

洗菜一边说。

变化不仅仅发生在东排村。在宁都县，过

去不少村子的饮水水源是水塘，蓄水量少，水

质无法保障。为了解决群众饮水安全问题，水

利部门不断加大投入，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1%，40 万农村群众饮水安全有了保障。

农村水环境焕然一新。梅江穿行而过，一

江两岸、杨柳依依，亲水栈道蜿蜒而行。“两岸

治理好后，随便哪个角度拍过去都好看。”当地

的摄影爱好者赖青云感慨。以前的梅江河道

漂着不少垃圾，为了整治水环境，宁都县实施

梅江一江两岸环境治理工程，推进治水、治岸，

让梅江水清岸绿。

为了补上农村水旱灾害防御短板，县里实

施五河治理县城防洪工程、中小河流治理等，

确保村民能够安全度汛；扎实推进国家水土保

持重点工程建设，2016 年以来综合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 205.66 平方公里。以河湖长制工作为

抓手，全面开展了清河行动，全县水源水质达

到Ⅲ类水标准。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建设，为村

民营造了安心、舒心的生活环境。

江西省宁都县持续补齐水利短板

渠通田间地头 清泉进村入户
李晓晴 唐蔚巍 许万里

“今年俺家种的 120 亩小麦大丰收，来年还种这个

新品种。”在河南省宝丰县肖旗乡枣庄村航宇种业示范

基地，种植大户王凤霞高兴地说。

王凤霞口中的新品种，是由当地育种专家常天佑

历经 8 年培育的“航宇 19”，前不久已通过国家农作物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县农科所有关负责人介绍，“航

宇 19”小麦是抗性好、产量高的新品种，在豫皖苏陕 4
省 100 多个县 200 多个示范点的试种结果显示，平均亩

产为 1356 斤。

粮食要丰产，种子是基础。在宝丰县，通过加强种

质资源保护利用和优良品种选育推广，大力引进农业

关键核心技术人才，为种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

撑。近年来，全县加大科研投入，加快育种进程，连续

16 年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建成西农系列小麦新

品种示范方，推广多个优质小麦品种，累计推广优质小

麦 5 万多亩。

河南省宝丰县选育推广优良品种

用好种 助丰产
朱硕民

近日，湖南省花垣县龙潭

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里开展

了趣味农事活动。农民们搓苞

谷、捆花生、滚南瓜，欢欢喜喜

庆祝丰收。

图为农民正在进行滚南瓜

比赛。

龙恩泽摄（人民视觉）

趣味农事

庆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