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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好起来，乡村
便民生活圈加快形成

一大早，陕西省宁强县高寨子街道肖家坝

村村口的便民超市就开张了，米面粮油、日常

用品、瓜果蔬菜一应俱全。老板王康打包装

袋、扫码收钱，忙个不停，“村里基础设施齐全，

进货一个电话当天就能送到。”这样的便民超

市，肖家坝村有 6 家。

71岁的陈万明老人在超市买了一瓶油，顺手

捎上两个水灵灵的大萝卜。说起现在的生活，他

啧啧称赞：“家门口开了超市，买东西方便；自来

水通到家，新房安上热水器，一拧就能洗上热水

澡，咱农村人的日子和城里人一个样！”

“越来越便利的生活圈，越来越美的村庄

环境，都是大伙一起干出来的。”肖家坝村党支

部书记舒学华说，去年县里开展村庄清洁行

动，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村组路、沟塘、房前

屋后逐项清理，村民看在眼里，纷纷跟着行动

起来。

如今肖家坝村的村容让人眼前一亮。臭

水塘变成“月牙湖”，裸露的土地长出草坪，成

了乡亲们的休闲好去处。3 条街道安装了 60 盏

路灯，乡亲们早晚出行都很方便。村史馆里，

黑白电视、广播喇叭、斗笠蓑衣……每一件“宝

贝”都是村民自发捐赠的，不少人还当起了志

愿者。

良好的人居环境，离不开有效的治理。去

年以来，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把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作为实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

从农村垃圾污水治理等方面入手，建设美丽

宜居乡村。

一早出门，厚坡镇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周青

林就将生活垃圾打包放进门口的垃圾桶里。

不一会儿，清运车驶进村子，挨家挨户收运垃

圾。“村里保洁员准时打扫，每天垃圾车定时清

运，当日垃圾当日处理。”周青林说。

南 阳 市 通 过 招 商 引 资 ，引 进 企 业 入 驻 淅

川县，承担所有乡镇的垃圾收集、转运、处理

业务。

“推动乡村环境美、生活美，还要持续加大

投入力度。”淅川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范华说，

今年县里将投资 1.5 亿元进行农村污水管网改

造，把支管网连接到每家每户，治理水污染，改

善农村环境。

在广袤农村，“环境美”携手“生活美”一起

来敲门，农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截至 2020
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68%，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 90%以上行政村，具备条

件的建制村 100%实现通硬化路，截至 2021 年，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84%。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正河

说，乡村建设行动要聚焦提升农民生活品质，

完善农村交通运输体系、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

平、加强乡村清洁能源建设、建设农村物流体

系，逐步使农村具备基本现代生活条件，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

公共服务优起来，乡亲
们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五云镇夏潭村自然

资源幼儿园里，笑脸随处可见。游戏区滑梯、

跷跷板等设施齐全，学习区内老师正陪着孩子

读绘本、看画报、弹钢琴。

“老师都是幼儿专业科班出身，年轻能干，

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夏潭村党支部书记谢瑞

山说。

说起过去，谢瑞山打开话匣子：“以前村里

人就医、孩子们读书，都要跑到十几里以外的镇

上。”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水电路网全面提升，

夏潭村一天一个样，去年被列为乡村振兴示范

点。看到变化，一些搬走的村民陆续返村。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及时跟上，乡亲们

生活更舒坦，村里人气旺起来。”去年 7 月，自然

资源部驻村第一书记吴楠请来省规划院的乡

村规划师，实地考察调研，帮助规划设计。吴

楠走访发现，乡亲们热盼丰富多彩的文化生

活。他积极争取专项资金，带着乡亲们建设文

化广场。

儿童娱乐有设施、妇女跳舞有场地、老人

观影有屏幕、村史长廊惠村民，新文化广场成

为夏潭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当夜幕降临，

不少村民在广场上跳起舞。

乡村建设行动瞄准乡亲们的急难愁盼问

题。去年，赣县区启动乡村建设三年行动，重点

补齐教育、文化、卫生等短板。家门口办起幼儿

园，孝老食堂供应温馨午饭、村卫生室提标扩建

……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一件件民

生实事，提升着夏潭村村民的幸福指数。

赣县区委书记廖永平说，全区 2021 年民生

领域支出 42.86 亿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86.88%，新增学位 6220 多个，建成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站点 291 个，覆盖率达 100%。“今年将

加快推动乡村建设，引导更多教育、医疗、养老

等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延伸覆盖，进一步

提升乡亲们的幸福感。”

一个乡村藏着一个中国。全国所有县级

行政单位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远程医疗

覆盖所有脱贫县，70 多万名乡村医生为农民

提供健康服务，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加速向农

村拓展。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是推进乡村建设

行动的重要任务。”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陆汉文说，要通过优化配置教

育、医疗、文化、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提升农

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质量、覆盖面和可及

性，使农民从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中享受到乡

村建设行动带来的实惠。

乡村吸引力强起来，返
乡创业就业成新潮

福建省政和县镇前镇下庄村茶园里，茶树

吐新芽，茶香沁心脾。云山茶海间，村民刘胜

蕊忙着翻耕土壤，增施农家肥，“颜色好、叶片

厚，搭上老陈的茶叶产业链，今年收入预计能

超 2 万元。”

刘胜蕊说的“老陈”，是村里的“新茶农”

陈仕斌。前些年，在外打拼的陈仕斌看到家

乡发展条件越来越好，返乡创办了政和白雪

芽茶业有限公司。“起步就碰了钉子，村里大

多 青 壮 年 外 出 务 工 ，不 少 茶 山 荒 废 无 人 管

理。”陈仕斌回忆。

如何激活茶山？正当陈仕斌发愁之际，县

里的“科技赶集日”让他看到了希望，“科技特

派员设点问诊解疑，专家还跟着我到茶园实地

走访开方子。”就在这次活动上，陈仕斌一举对

接上了县里科技特派员服务平台的 74 名专家。

“嗡、嗡、嗡……”下庄村茶山山腰，2 台无

人机正在喷洒农药。“不受地形影响，解放茶农

双手，效率提升 3 倍，还能节水减药。”陈仕斌在

专家指导下，积极推进生态茶园建设。靠着

“物联网+农业”平台，远程实时看温度、湿度、

光照等数据，茶山管理更科学，茶叶品质提升

了一大截。

“乡村要振兴，人才支撑是关键。”政和县

委书记黄拔荣说，要持续用好资金、土地等各

类支持政策，吸引各类人才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大动能。

政策给力，乡村成了干事创业大舞台。去

年全国 1560 多万返乡农民工，在家门口创业就

业。张正河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一方面要

吸引更多优质的要素资源流入乡村，发展壮大

富民产业，打造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空间；另

一方面要依托田园风光、村落建筑、民俗风情

等特色资源，发展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

态，推动乡村优势资源全链条增值，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吸引力持续增强。

古树、古街、古城墙，巷道亮化绿化，文化

体验区、旅游服务区、民宿错落有致。这几天，

又一批省外来的致富带头人参观团来到广东

省英德市浛洸镇鱼咀村参观学习，村务理事会

理事长廖志其当起了解说员。

鹅卵石当墙面，旧门板做天花板，闲置的

老房子翻修成的乡土民宿，很受游客欢迎。“旺

季时一床难求。”村民林惠玉把自家的老房子

流转给村集体当民宿，自己在前台当服务员，

还兼任饮品师，一个月收入几千元。

修复石头房屋，打造沿河景观带，“修旧如

旧”，传承挖掘蚕桑文化、打铁文化等历史文化

资源，引入民宿、商业街等新业态，“吃住行游

购娱”一条龙，传承中保护的新理念，给鱼咀村

带来旺盛的人气。

“美丽乡村催生美丽经济，激发乡村振兴

新活力。”廖志其说，乡村建设扎实推进，鱼咀

村一跃成了人们争相打卡的“网红村”，去年

民宿入住人数超过 1.1 万人次，村集体分红 40
万元。

各地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助力乡亲们生活更上一层楼

展现美丽乡村宜居宜业的新画卷
本报记者 常 钦

3.8 万亩小麦怎么种？“靠

农机！”今年春耕，山东省齐河

县乡土丰利合作社负责人甄利

军 底 气 十 足 ，“ 合 作 社 购 置 了

380 多台套农机，托管 3 万多亩

耕地，服务面积超过 20 万亩。”

甄利军细数机械化的好处，“今

年冬小麦播种晚，植保机及时

喷 药 施 肥 ，加 快 弱 苗 转 旺 苗 。

去 年 小 麦 耕 种 收 储 全 程 机 械

化，省人工、省农资，每亩成本

减少 100 多元。”

犁 田 翻 地 、施 肥 灌 溉 、播

种育秧……春耕一线，从水牛

下田到机器耕地，从靠经验到

靠 大 数 据 ，地 上 跑 的 拖 拉 机 ，

天上飞的无人机，都是种地好

帮 手 ，一 台 台 农 机 助 力 ，让 农

民 从 会 种 地 变 为“ 慧 ”种 地 。

一个个科技范十足的场景，折

射 出 我 国 农 业 机 械 化 水 平 的

不 断 提 升 —— 农 机 装 备 总 量

持续增加，农机作业水平快速

提高，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超过 72%。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

农 业 现 代 化 。 在 现 有 资 源 条

件下，无论是提单产、增效率，

还 是 减 肥 药 、降 成 本 ，都 需 要

靠 农 机 挖 潜 力 。 从 满 足 粮 食

安 全 和 重 要 农 产 品 供 给 的 需

求上看，稳产量、增品种、提品

质 ，同 样 离 不 开 农 机 。 可 以

说，广大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机

的需求越来越广泛，农业生产

各 环 节 与 农 机 的 结 合 越 来 越

紧密。

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我国农机发展还面

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不同区域、产业、品种和环节

上，农机研发、应用水平各不相同。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要聚焦农业生产现实需求，补短板、强弱项、提水

平，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升级。

提 升 农 业 机 械 化 水 平 ，要 精 准 对 接 农 业 生 产

各 环 节 。 当 前 ，耕 种 收 环 节 机 械 化 水 平 高 ，但 烘

干 、仓 储 设 备 供 给 不 足 ，高 效 施 肥 、节 水 灌 溉 、秸 秆

回 收 利 用 等 绿 色 高 效 设 备 也 亟 待 推 广 。 顺 应 农 业

绿色发展趋势，农机必须跟得上。应充分发挥各相

关 主 体 作 用 ，建 立 产 学 研 紧 密 联 结 机 制 ，让 实 验 室

连 起 田 间 ，研 发 更 多 适 合 各 地 农 情 、适 合 多 元 作 物

的“ 专 精 特 ”农 机 。 此 外 ，要 持 续 完 善 扶 持 政 策 ，聚

焦重点环节，精准帮扶，实现农机供需有效衔接。

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统筹谋

划。一方面，应坚持农机推广与农田建设相结合。通

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让“烧饼田”变成连片田，把机耕道

拓宽夯实，让更多的田地可以享受农机之便。另一方

面，应坚持农机与农艺相结合。今年，不少地方推广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针对大豆、玉米的生长周期、播

种要求等差异，各地及时改装研发新机具，激发农民改

种扩种大豆的积极性。

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关键要让广大农民受益。

大型农机投入大，小农户能不能用得上？从一些地

方实践看，发挥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力量，通过跨

区作业、订单作业、农业生产托管等多种形式，为小

农户提供高效便捷的农机服务，一样能促进小农户

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农机驰骋沃野，种地更加省力。加快推进农业机

械化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

膀，定能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农
机
更
给
力

种
地
更
省
力

王

浩

聚焦农业生产
现实需求，补短板、
强弱项、提水平，推
动农业机械化向全
程全面、高质高效
升级，给农业现代
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话说新农村R

停车场宽敞平整，墙上浓墨重彩

画着拉祜族起源和村里的变化。郭石

双和董红田春风满面迎上来：“欢迎你

再次来到邦佑！”

邦佑村位于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

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沙河乡，是平掌

村的一个自然村，77 户村民，拉祜族占

44 户，2016 年实现脱贫摘帽。郭石双

是平掌村党总支书记，董红田是邦佑

村党支部书记。这是记者第三次来邦

佑村采访，主要想看看村里的乡村振

兴搞得怎样了。

天朗气清，水泥路连起一栋栋新

房 ，房 前 屋 后 、边 边 角 角 卫 生 都 搞 得

不 错 。 郭 石 双 带 着 记 者 来 到 董 金 桃

家里。

2010年，22岁的董金桃从邻乡嫁到

邦佑村，婚后和丈夫搞养殖、种苞谷，日

子清贫。这几年，董金桃靠发展茶产业，

生活大变样，去年卖了 1吨干毛茶，毛收

入 10 万多元。边喝茶边聊，郭石双介

绍：“她家茶叶卖到了广东、山东，今年准

备扩建厂房，还想把拖拉机换成皮卡

车。这几年村里改造茶园，努力把茶产

业质量和产值搞上去。”

董红田算起村里的产业振兴账：

“这几年畜牧养殖发展不错，20 多户人

家养牛，大户年收入超过百万元。外出

务工保持稳定，30 多个壮劳力在河北、

福建等地打工。茶叶、甘蔗、烤烟等产

业都在提升，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往保

守说超过 1万元。”

乡 亲 们 鼓 了 口 袋 ，也 富 了 脑 袋 。

郭石双举例，以前村里人不敢去银行

贷款，如今产业贷款争着贷，“从脱贫

攻 坚 到 乡 村 振 兴 ，村 民 们 脑 子 活 络

了，精气神更足了。”

双江县委书记甄鹏说，经过脱贫

攻 坚 ，村 里 基 础 设 施 、公 共 服 务 更 好

了，群众的发展能力提升了，如今大家

的心气很足，要把这股热乎劲引导好、

发扬好。

“可不是嘛！”在村民周灿龙家的

火塘边，他打开了话匣子，“县里不定

期搞产业培训，家里养了 14 头牛，牛价

稳定，连干牛粪都能卖到一公斤 5 角。”

周灿龙还上网学技术，种了 3 亩多滇黄

精和刺头苞。回首这几年的变化，周

灿龙心潮澎湃，在火塘边弹起吉他唱

了起来——

“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

党，高高的房子建起来，宽宽的大路通

向远方……”

邦佑村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村民鼓了口袋富了脑袋
本报记者 徐元锋

一年之计在于春。伴随气温回升，

小麦返青，为了抢抓农时，日前，农业农

村部启动“下沉一线包省包片夺夏粮小

麦丰收”行动。部领导带队，组成 11 个

指导小组，下沉到河北、河南、山东等 11
个 小 麦 主 产 省 ，包 省 包 片 抓 春 耕 春 管 ，

全力打赢夏粮丰收“第一仗”，推进春季

农业生产顺利开展，夯实全年粮食丰收

基础。

夏粮是全年粮食丰收的重要保障。

受去年罕见秋汛影响，部分地区小麦晚

播，苗情长势弱。为了充分利用春季气

温回升的有利时机，农业农村部要求下

沉一线包省包片各小组，从“雨水”到“夏

至”关键时期，走进田间地头，强化田间

管 理 ，促 进 小 麦 早 发 快 长 ，促 进 弱 苗 转

壮。各小组随身携带技术挂图、增产技

术模式图，因地因苗、分区分类抓好春季

田管，精准施策、精细指导，督促各地落

实落细小麦、油菜春季田管措施，指导协

助农民做好春季田管、春耕备耕和防灾

减灾等工作，想方设法帮助解决群众反

映的困难和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

200 多名农业科技专家，组成 11 个科技

小分队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农 业 农 村 部 种 植 业 司 负 责 同 志 介

绍，11 个下沉一线包省包片小组，主要

有 3 项重点任务：春季田管保证夏粮、春

耕备耕落实面积、复合种植扩种大豆油

料。针对小麦春季田间管理，指导各地

落实增施返青肥、拔节肥，“一喷三防”

等 关 键 技 术 措 施 ，促 进 苗 情 转 化 升 级 ，

搭好丰产架子。针对春耕备耕，指导各

地落实春播粮食作物面积，确保种足种

满 ；同 时 指 导 做 好 农 资 和 机 具 调 剂 调

运 ，及 时 深 入 到 店 、到 村 、到 户 、到 田

头。针对扩种大豆油料，指导各地逐级

分 解 扩 种 任 务 ，特 别 是 抓 紧 抓 细 大 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督促地方落实

选区域、选主体、选模式“三选”任务，抓

好定品种、定农机、定农药“三定”工作，

见到成效。

近 年 来 ，气 候 的 不 确 定 性 增 加 ，极

端天气多发重发，给保障粮食生产带来

了 挑 战 。 农 业 农 村 部 下 沉 一 线 包 省 包

片小组充分利用这次督查指导契机，抓

住关键季节，尽早把全年粮食生产任务

落 实 到 县 到 乡 ，把 面 积 落 实 到 田 到 户 ，

确 保 大 豆 油 料 和 全 年 粮 食 生 产 有 力 有

序有效开展。各小组深入生产一线，挖

掘基层的好经验、好措施、好典型，用点

上的经验指导全国面上的粮食生产，以

宣传热潮带动掀起春耕春管高潮。

农业农村部组织工作组下沉一线走进田间地头

扎实推进春耕春管
夏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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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省开封市尉

氏县农民抓紧农时，利用大

型农机在麦田里开展春管，

为夏粮丰收打好基础。图为

庄头镇庄头村农民在喷施小

麦叶面肥。

李新义摄（人民视觉）

小麦春管
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