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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盼什么，乡村建什
么，好事办到乡亲们心坎上

山接山，峡套峡，弯连弯，湖北省宜昌市秭

归县雁落坪村藏在大山深处。

“修通出村路，连上高速网，人气带来财气，

干事底气足了。”村民张其海感慨，“山上栽核桃

林，树下种中药材，外地客商开着货车能直接到

田头收货，销路不愁，每亩收入超万元。”

曾几何时，断头路困扰着小山村。雁落坪

村对面是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弯弯

山路，延伸到村里戛然而止。“二级公路、高速路

口都在人家地界里，咱只能隔山望路。”张其海

回忆。

说起出行难，张其海记忆犹新，“为了把中

药材运到高速路口，村民肩挑背扛几十斤的麻

袋，一步步攀山路，大家伙儿就盼着能通路！”

“村民呼声大，咱得下大力气想办法。”村

主任邓弘说。村里申报项目，积极争取资金支

持。宜昌市与恩施州相关部门专题协商、携手

推进，过去“三不管”变成如今“合力管”。“打

通‘最后一公里’，开车半小时就能上高速。”邓

弘说起变化，“以前去县城，得兜个大圈子，少

说 4 小时。现在路程缩短到两个多小时，村民

看病上学、购买农资，都方便多了。”

农村道路不断升级。“连接乡镇集市的路拓

宽到了 4.5 米，错车容易了。一条环村路连起各

村组，村民串门办事少走回头路。路面硬化了，

不再是‘晴天土雨天泥’。不少村民购置了小汽

车、摩托车。”邓弘介绍。

乡 村 建 设 ，要 聚 焦 民 生 期 盼 精 准 发 力 。

各地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为重

点，修产业路、通天然气、通自来水，让村民生

活更上一层楼。目前我国具备条件的建制村

100%实现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路，农村自

来 水 普 及 率 达 84% ，现 有 行 政 村 已 实 现 村 村

通宽带。

乡村建设，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各地从实际出发，坚持数量服从质量，因地制宜

补短板，让农民实实在在受益。

大山深处，拨开密密草丛，一泓山泉水映入

眼帘，村支书龚兴周掬起一捧，激动地喊起来，

“找到新水源了！”

群山环抱的湖北省鹤峰县唐家村，饮水安

全曾是难题。村里的管水员江明知感受深切：

“供水工程水源不太稳定，到了冬天，村里只能

在固定时间段集中供水。”

短板咋补？“山高人稀，搞分散式、联户式供

水。”龚兴周听村里老人说，对面山里有泉水，和

村干部们一趟趟往深山里跑。

找到水源，还得引到村里头。建拦水坝、清

水池、蓄水池、铺管网……村里建设分散式供水

工程。“我们根据村民居住分布情况，三个水源

互补，联户取水，实现安全水全覆盖。”龚兴周

介绍。

“广大农村千差万别，乡村建设要顺应乡村

发展规律，合理安排村庄建设时序，同地方经济

发展水平相适应。特别要防止出现急于求成、

机械照搬现象，这样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

办实。”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潘

家恩说。

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乡村建设尊重农民意愿

鲜 红 的 三 角 梅 爬 满 白 墙 ，古 朴 木 桥 横 卧

潺 潺 流 水 ，崭 新 沥 青 路 伸 向 远 方 。 四 川 省 丹

棱县齐乐镇龙滩社区龙橘巷面貌焕然一新。

看着设计蓝图变成美丽家园，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乡村规划师李国锐激动地说：“乡村咋

样建，不是在办公室想出来的，而是和乡亲们一

起商量出来的。”

李国锐还记得刚开始拿出设计方案时，村

民们并不买账。村民谢天分想留下门口的葡

萄树：“栽了好些年，又能乘凉，又能结果，砍了

多可惜。”原来设计方案打算种银杏树。不少

村民提出意见：“银杏好看，可落叶多，扫起来

麻烦”。

广泛听民声，规划接地气。“环境如何美化，

村民最有发言权。”李国锐和团队成员充分收集

村民意见，修改了方案。谢天分家门口建起别

致葡萄架，打造“微景观”。路边树改种成黄花

风铃木，春黄秋绿，落叶还少。

改善人居环境，污水处理是老大难。“我们

根据村子地形特点，设计人工湿地处理池。”设

计团队挨家挨户讲政策。“政府出技术、有补贴，

大家再出把力，就能让污水有去处，再也见不到

污水横流。”李国锐说，“把道理讲透了，村民打

心眼儿里愿意接受。”目前龙滩社区建设的湿地

池达 897 座，覆盖比例达 83%。

乡村建设，关键要尊重农民意愿。农民有

哪些需求？能不能及时落地？各地探索了不少

新办法，以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

事会等形式，引导农民全程参与乡村建设。

在江西省遂川县，“百姓说事”成了大伙儿

的交流平台。“有人在门口乱堆柴火”“林子要注

意防火”……村民七嘴八舌地提意见，双桥岭村

支书陈礼良赶紧记在本子上，“村干部集体商

议，一条条照着干，为大家真正解难题。”

以前村巷垃圾遍地，杂物乱堆，大家怨言

多。“百姓说事”召集 20 多位村民代表商讨。“你

一言，我一语，话说开了，解决办法也找到了。”

陈礼良感慨，村里建立村民包片、集体打分、奖

励优先的制度，环境变得越来越干净。

“畅通征集农民意见的渠道，让大家伙儿的

想法落地见效。”遂川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蒋隆浦

说：“一方面，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村规民约等方

式，让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另一方面，我们

建立 5G+长效管护平台，政府部门在线及时回

应解决。目前平台总上报问题线索 3750 件，处

理完结率超 99%。”

“乡村建设要坚持政府引导、农民参与。政

府要发挥好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组织保障等

方面作用，因地制宜、稳扎稳打。同时，广泛了

解农民实际需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农民期盼

干的抓紧干，农民能干的放手让农民干。”潘家

恩说。

创新机制，建管并重，
让民生工程长久惠民

天才微微亮，扫地的声音传来，河北省成安

县郑家庄村保洁员刘瑞生开始了清扫，“早上下

午各 3 小时，村道干干净净，村民住得舒心。”

回忆起曾经的村容村貌，刘瑞生说，“过去

村里杂物乱堆、垃圾乱扔、污水乱排，特别是到

了夏天，蚊虫多，大家怨声不少。”

一场村庄清洁行动在郑家庄村展开。“门口

垃圾杂物怎么清，日常清洁谁来干，污水往哪儿

排，桩桩件件都离不开农民参与。”郑家庄村支

书刘燕松介绍，乡村建设不是一朝一夕，长效管

护还得让村民长久参与。

吸纳村民担任保洁员，形成“政府 +专业

公司 +村民”的垃圾处理模式；开展房前屋后

清洁评比，颁发奖品和流动红旗。“村民积极

性 得 到 激 发 ，大 家 伙 儿 非 常 珍 惜 来 之 不 易 的

好环境，乱扔乱倒的现象几乎不见了。”刘燕

松说。

人人参与，家家受益，村村变样。“我们组织

带动农民搞建设，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监

督，动员 1000 名优秀青年和 1 万户和睦家庭参

与乡村建设。”成安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海彬介

绍。全县打造美丽庭院 4 万多户，基本实现农

村污水集中处理。

在各地，美丽庭院评选、环境卫生红黑榜、

积分兑换等活动积极开展，让村民成为乡村建

设的主人翁。

四 方 院 落 ，整 洁 利 落 ，朱 顶 红 、长 寿 花 、

芦荟长得正旺。“院子扫得干净，杂物摆放整

齐 ，厨 房 擦 得 锃 亮 ，我 家 成 了 美 丽 庭 院 示 范

户 。”山 东 省 夏 津 县 渡 口 驿 乡 渡 东 村 村 民 孙

际霞说。

“扫院子能攒积分。我拾掇好自家院子，还

在村里当志愿者，帮助孤寡老人干点家务活，上

个月额外多得了 2 分。”孙际霞自豪地说，“每分

顶 5 毛钱，到村里超市可以直接兑换商品。我

经常买点酱油、洗衣粉。”

夏津县倡导从我做起、从家做起，创建美丽

庭院。村民代表走街入户，量化打分。政府部

门和村集体出资，建立积分超市。庭院美带动

家风美、村庄美，全县已建成“美丽庭院”示范户

2 万余户，创建率达到 35%。

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热情高涨。福建省福

州市试点推广文明积分制，用兑换生活用品等

方式，引导农民主动参与家园清洁行动。河南

省引导群众改院、改水、改厨、改线、改厕，清理

院 内 外 卫 生 死 角 ，种 植 花 草 林 果 蔬 菜 ，整 治

庭院。

“各地应创造条件让农民全过程参与乡村

建设，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放手发动农民

群众来干，形成政府、社会、农民协同发力，共建

共享的格局。”潘家恩说。

共建共享，让农民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 王 浩 李晓晴

■■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②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②R

核心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
建设是为农民而建，必须真正
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乡村建设建什么、怎么建、
建成什么样，农民最有发言权。
广大农村千差万别，乡村建设如
何聚焦农民的急难愁盼，如何顺
应乡村发展规律，如何调动农民
积极性？各地积极探索新机制，
精准发力补上短板，打造宜居宜
业的幸福家园，让乡亲们享受实
实在在的实惠。

精准聚焦
农民需求，提升
农业社会化服
务能力和水平，
促进小农户和
现代农业有机
衔接，有力保障
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

种 地 全 程 托 管 ，

农机在线预约，山东

省 梁 山 县 小 路 口 镇

石 庙 村 农 民 张 保 荣

感 叹 种 地 越 来 越 轻

松 ：“ 家 里 的 地 托 管

给合作社，耕种收一

条龙服务，小麦已经

顺利归仓。”

夏 收 一 线 ，越 来

越多的“田保姆”活跃

田间，农机驰骋沃野，

跨区作业，小麦脱粒，

秸秆还田，粒粒粮食

直接从地里到库里，

麦收进度不断刷新。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达 95.5 万 个 ，服 务 小

农 户 7800 多 万 户 。

这些农业生产一线的

“田保姆”有经验、有

技术、有装备，通过集

中采购农资，集成推

广技术，提供农机耕

种收服务，促进农业

节本增效，助力小农

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

接，为确保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发

挥了重要作用。

服 务 更 优 质 ，种

地更高效。大国小农

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

情，“怎么种地”是一

道重要课题。在农业

大步迈向现代化的今

天，无论是降成本、增效益，还是解决烘干、仓

储、销售等问题，都有一家一户干不了、干起来

不划算的事情。这就需要发挥社会化服务组织

在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上的优势，解决小农

户生产难题。

当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仍存在服务能力不强、服务

范围有限、带动作用不够等问题。只有提升服

务能力和水平，帮到农民心坎里，才能成为农民

的贴心人。比如，有的农户最盼粮食烘干服务，

有的农户想在绿色生产上尝鲜……农业社会化

服务组织要在这些产业发展薄弱环节上深耕，

真正成为农家好帮手。

围绕产业链提升服务链，精准满足农民需

求。今后，“田保姆”在不断完善整地耕田、施肥

除草、收割运输等产前产中服务的同时，还应在

烘干、加工、物流、销售等产后环节再加把力，带

动农户增产增收。要通过全程托管、单环节托

管相结合，让农民既能选择“套餐”，也能个性

“点菜”，更好满足不同农户多元化需求。要扩

大同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电商平台的深度合

作，让产业链上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不断提升

产业竞争力，推动农业不断增效。

当好农民贴心人，政策还要再加力。针对

“田保姆”面临的“成长烦恼”，培训服务、财政金融

等帮扶政策得跟上。针对一些农技农艺关键环

节的技术短板，要产学研齐发力，让新技术落地

田间，解决“田保姆”普遍面临的服务难题。要引

导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农业社会化服

务领域集聚，不断壮大服务主体实力，提升其服

务能力。此外，也要强化对“田保姆”的日常监管，

规范他们的服务行为，切实维护好农户的利益。

发展社会化服务，是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

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方式。久久为功补短

板，精准满足农户需求，让“田保姆”更好地为岁

稔年丰提供助力。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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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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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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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新农村R

初夏时节，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坝头万亩高

产水稻喜获丰收，农民又开始了新一季忙碌。“往

年村民们最多种一季水稻，今年不一样了，普遍

准备种两茬。”崖城村党支部书记陆卫平说。

海南地处热带北缘，属热带季风气候，独特

的自然条件可以一年种两三季粮食。由于种粮

比较效益不高，过去不少崖州农民一年只种一季

水稻，秋冬季大多种瓜菜。今年究竟是什么原

因，让群众重燃种粮积极性呢？记者一探究竟。

瓜菜、水稻、绿肥轮作，
统一机械化种植

过去，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首先是因为效

益问题。据崖州区副区长杨剑调研发现：凭纬

度优势，当地秋冬季瓜菜效益最高，去年海南全

岛秋冬瓜菜总产量约 500 万吨，以豇豆为例，亩

均收益在 3000 元以上。

其次，是效率问题。三亚市人均耕地面积

仅 0.55 亩，2020 年土地经营权流转率为 15.7%。

由于地块小且分散，导致全市粮食生产机械化

率不高。整个崖州区，农户自己育秧、人工插秧

至今仍很普遍。

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今年年初，崖州

区委、区政府从制度创新入手，组建国有耕作平

台公司，在秋冬瓜菜季结束后的闲置时段里，统

一机械化种植优质稻。种植期结束后，进行统

一的绿肥回种，促进地力恢复。“闲时托管，加上

‘瓜菜、水稻、绿肥轮作’，为种粮增粮注入了强大

动力。”杨剑介绍，截至 5 月底，崖州区落实水稻

面积 2.6万亩，超额完成市级下达任务。

土地多产粮，农民增收
入，地力得保障

崖城村耕地平坦连片，2018 年起与南繁基

地签约流转。这次推行“菜、稻、肥轮作”，崖州

区联合中国热科院、海南大学等一批科研院校，

用科技的力量为农民解了后顾之忧。

除了实行统一的绿肥回种保障地力，崖州

区请南繁基地选择了 5 个优质稻种，还首次在

全区规模化集中推广全程机械化种植模式，推

行减肥、减药等绿色种植方式。

“依靠这些措施，我们全区的复种指数提升

了，再加上良种、机械化等因素，每亩托管地今年可

净增粮食产量约 400公斤。”杨剑说。

陆卫平算了一笔账：以前村民只有土地租

金或一季瓜菜收入，现在秋冬瓜菜季结束后把

土地托管给公司，村民人均每年增收 500 元，还

有一份保底分红。农民闲下来，经过培训找到

新岗位，又增加一份务工收入。“不愁卖粮、不愁

没活干，还保障地力恢复，真是一举多得。”陆卫

平笑着说。

过去，晒粮难也是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

一个重要因素。

海南隆平高科种业公司负责收粮卖粮的

生产技师段志丰说：“2017 年到 2020 年，因为

天气原因，抢收的粮种来不及晾晒，累计损失

近 400 万元。”

“普通农户对晾晒、烘干服务需求强烈。”海

亚南繁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海雄说，公司今

年增建烘干厂，业务范围几乎涵盖粮食全产业

链。“通过分时托管模式，我们扩大了种子销量，

拓展了机插秧、粮食烘干等配套服务，明年我们

还计划组织跨区作业。”陈海雄信心满满地说。

海南省三亚市实行瓜菜、水稻、绿肥轮作，探索耕地分时托管

让土地多产一季粮
本报记者 赵 鹏 曹文轩

图①：江苏省泗洪县车门乡组织 150 多台收割机，组建“农机服务队”

抢收小麦。 许昌亮摄（人民视觉）

图②：山东省利津县北宋镇前宫村农民收获小麦。

毕万寿摄（人民视觉）

农机助力 颗粒归仓

①①

②②

本报电 （记者郁静娴）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日前

印发方案，要求进一步聚焦稳定粮食生产、扩种大豆

油料、打牢种子耕地农机基础、做优乡村特色产业、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等重点工作任务，加速投资落地，

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

方 案 强 调 ，要 狠 抓 财 政 支 农 政 策 落 实 落 地 ，

及时拨付支持粮油生产等各类政策资金，紧紧抓

住 二 、三 季 度 施 工 黄 金 期 ，全 力 推 进 重 大 项 目 建

设，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要充分发挥金融保险

支 农 作 用 ，积 极 落 实 新 增 信 贷 支 农 政 策 ，加 快 推

进信贷直通车常态化服务，扩大农业信贷担保服

务规模。要持续拓宽农业农村投资渠道，积极发

挥 地 方 政 府 债 券 对 扩 大 农 业 农 村 有 效 投 资 的 重

要作用，按规定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

的比例，引导社会资本有序投入农业农村。要进

一步盘活存量资产，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

力度。

农业农村部印发方案

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