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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六山三丘一分地”，2805 万亩耕地中约 90%位于丘陵山区。机械上

不了山、农机入不了地，一度成为当地农业现代化的短板。

春意正浓，记者走进重庆市涪陵区龙潭镇德胜村，站在一片曾经的丘陵撂

荒地旁，过去满坡杂草的景象不见了，一台台农机在田间穿梭忙碌。

农田宜机化改造、农机本土化创新、吸引培育新农人……重庆采取一系列

措施，助力现代农机开进丘陵山区，让更多“巴掌田”变成了“聚宝盆”。

宜机化改造 整合零散地块

拖拉机轰鸣，不一会儿，10 亩地已耕种大半。“我家田地不相连，大的不过

一两亩，小的只有两三分。过去，哪敢想能用上大机器。”在德胜村，辉腾农机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晓彬说。

德胜村位于丘陵地区，地块零碎。“过去使用微耕机，一天下来，手都抬不

起，还是要买中大型农机。”2017 年，陈晓彬一买就是 4 台，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没过多久，陈晓彬傻了眼。田块与田块之间没有耕作道，需要开路架

梯，机器侧翻事故时有发生。一来二去，农机只能闲置。

“重庆户均耕地不足 5 亩，60%农户的耕地分散在 3 处以上，零碎土地间不

通路，就用不了中大型农机。”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农机化处一级调研员胡腊全

说，“规模化流转土地，是宜机化改造的前提。”

2020 年，德胜村集中连片流转 500 亩土地，并进行宜机化改造。整治后的

旱地梯台层层叠叠、向上延伸，宽敞的机耕道将每层梯台连接，分散的土地间

也有了生产道路连通。

2015 年起，重庆着眼于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探索推进丘陵山区农田

宜 机 化 改 造 。 截 至 2022 年 底 ，重 庆 已 对 110 万 余 亩 农 田 进 行 了 宜 机 化 改

造，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由“十二五”初期的 26%提高到“十三

五”末的 52%。

路相通、田相连、地成片。辉腾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大中型农机终于有了用

武之地，每年为周边村民开展 1.5 万亩农田的作业服务。“现在 90 马力的拖拉机

都不够用，我们今年还要多购置几台大型农机。”陈晓彬说。

本土化创新 满足地域需求

“老何，我家机器老是陷进土里，麻烦把你那个‘土机器’借我用用。”

“要得，我明天借给你嘛。”记者在涪陵区马武镇石朝门村采访时，不时有

农户上门，找重庆市级农机“土专家”何国全借独家农机。

村民口中的“土机器”，是何国全针对轮式拖拉机陷车问题发明的简易农

机。涪陵区农田建设和农机推广服务中心主任潘学锐介绍，涪陵区农业农村

委成立了农田宜机化改造工作小组，邀请“土专家”开展农机本地化改造，确保

改造质量。何国全就是工作小组中的一员。

“针对梯田改造的成本问题，我还创新了大小挖机加推机工作的方式，每

亩梯田的改造成本比过去至少节约 2000 元。”何国全满是自豪。

“农田宜机化改造后，农机的数量和品种都大幅增加。在农机的推广过程

中遇到技术问题，我们就请专家来解决。”潘学锐说。

在 重 庆 农 业 科 学 院 ，农 机 所 所 长 庞 有 伦 同 样 在 思 考 丘 陵 山 区 农 机 本

土化问题。“重庆丘陵山区多为小块耕地、黏性土壤。”庞有伦说，“轮式拖拉

机碾压犁底层，水田泥脚一年比一年深，机器容易下陷。”为此，庞有伦团队

研发出 30 马力水旱通用轻型履带拖拉机 ，能 满 足 水 田 和 旱 地 多 场 景 作 业

需求。

职业化培育 提升技能水平

德胜村步道边的稻田里，村民官德路看见陈晓彬，笑着说：“我马上要出去

打工了，家里的田就交给你，记得替我预约安排农机手！”

在村里走一趟，陈晓彬能接到好几个预约。今年 2 月以来，辉腾农机专业

合作社被邀请到本镇和邻近镇街代耕。“用手推式微耕机耕地，一天最多也就

耕 5 亩地。而大马力的拖拉机，一天至少能耕 50 亩。春耕时节，一名农机手的

月工资有上万元。”陈晓彬说。

目前，辉腾农机专业合作社有 14 名农机手，大部分为 80 后，最小的 20 岁出

头。“市里和区里每年都组织培训。现在拖拉机、无人机等，我全都能操作。接

下来，合作社的农机手将参加培训，都要成为多面手。”陈晓彬说。

村民陈玖伟常年在外地打工，回村后发现家乡大不一样——浇水使用自

动喷灌，秋收时路边停满了拖拉机。看到这些令人欣喜的变化，32 岁的陈玖伟

选择留在家乡，当一名新农人。

陈玖伟流转了近 90 亩宜机化农田，种起水稻和油菜。“过去，自己种十来亩

地都费劲，现在机械化操作，我管理 90 亩地游刃有余。有空时我会到合作社当

农机手，还能够接受区里专家的定期指导，操作农机更加高效。”

“农村老年人口多，‘谁来种地’是一大难题。”潘学锐介绍，近年来，涪陵区

持续组织开展培训，集中培训一线实用技能人才 540 余人，提高其农机操作、机

具维修等一线实用技能，着力打造高素质的农机技能人才队伍。

在重庆各区县春耕期间，农机手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涪陵区为例，春耕期

间，涪陵区投入农机总量超过 5 万台（套），农机手承担工作量占 70%以上。“十

四五”期间，重庆计划新增宜机化农田面积 600 余万

亩，对农机装备和农机手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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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全 国 互 联 网

法律法规知识云大赛”

吸引超 220 万人报名参

赛，竞赛访问量逾1.64亿；

广 泛 发 动 网 民 进 行 创

作，从网上征集作品再

把获奖作品在网上推送

展播，法治动漫微视频

征集展播活动已连续开

展 18 届 ；目 前 ，全 国 建

立以普法为主要任务的

微博、微信公众号、客户

端、视频号等已超过 3万

个……一个个数字，折

射网络普法、网络法治

宣传教育的实绩。

全民守法是法治社

会的基础工程，网络法

治宣传教育需要全社会

共同参与。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普法工作要紧跟

时代，在针对性和实效

性上下功夫”。在《新时

代 的 中 国 网 络 法 治 建

设》白皮书中，“提升全

社会网络法治意识和素

养 ”是 一 个 重 要 方 面 。

从拓展“互联网+普法”

新模式到普及网络法律

法规，从面向重点对象

开展网络普法到强化网络法治研究教育，中国借

助互联网，法治宣传教育的内容、形式、手段不断

创新，网民法治观念全面提升，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和行业自律有效落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日益成

为网络空间广泛共识和基本准则，社会主义法治

精神在网络空间得到全面彰显。

普法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人在哪里，普法工

作就要跟进到哪里，普法阵地就要延伸到哪里。

中国是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如今，网络已经

成为普法工作的主战场，也成为普法事业发展的

最大增量。比如，登录智慧普法平台，各种普法知

识跃然眼前；普法微综艺、儿童普法话剧寓教于

乐，帮助青少年网民提升法治意识和网络安全素

养。互联网日益成为人民群众学习、工作、生活的

新空间，成为获取公共信息和服务的新平台，也逐

渐成为普法的新渠道、新手段。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增强法治意识、提

高法治素养，这样的要求既适用于“线下”，也适用

于“线上”。从在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网络

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广泛听取、充分吸纳各方意

见，到新法正式公布、施行时回应社会关切、同步

进行解读，再到围绕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发布网

络法治典型案事例、集中开展以案释法……网络

法律法规全面普及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网络法治观

念，为培育健康向上、文明法治的网络生态环境提

供了重要支持。

也应看到，全民普法和守法是全面依法治国

的长期基础性工作，难以一蹴而就。着眼未来，应

全面实施网信系统“八五”普法规划，将“谁立法谁

普法”“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

普法”贯穿于依法治网全过程；将领导干部和青少

年网络法治宣传教育作为工作重点，加大互联网

行业从业人员法律法规教育培训力度；深化网络

法治研究与教育，推进网络法治理论创新，建立健

全网络法治宣传教育长效机制，推动网络法治智

库建设。凝聚众智、集聚众力，推动全社会共同参

与网络法治宣传教育，就能汇聚依法治网的强大

力量。

《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

提出：“培育良好的网络法治意识。”新征程上，着

力提升全社会网络法治意识和素养，让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在网络空

间蔚然成风，必能以网络法治建设助力增强全民

法治观念、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推动形成全网全

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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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 月 19 日电 （记者

赵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19日消

息，中央纪委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规范案件质量评查工作的意

见》，首次从制度层面构建起日常评

查、全面评查、专项评查三位一体推

进的案件质量评查工作机制。

根据意见要求，评查工作由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统一组织实施，案

件审理部门具体牵头，其他有关部

门 共 同 参 与 。 要 做 实 做 细 日 常 评

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及派出纪检

监察工委结合报批、备案案件等审

理工作同步开展评查并及时通报反

馈；要定期开展全面评查，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每 5 年实现对派驻机构、派

出机构和下一级纪检监察机关的评

查全覆盖；要针对性开展专项评查，

对重点领域、特定案件或者一段时

期内影响案件质量的突出问题开展

评查，深入查找问题、分析成因、提

出对策、督促整改。

意见指出，要完善案件质量评

查工作方法。坚持以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

完备、程序合规、管理规范、执行到

位为基本标准；成立评查组，采取评

分制，通过审阅案卷、现场访谈等方

式 对 案 件 质 量 进 行 审 核 并 量 化 评

分，经集体讨论后，分别评定为优秀

案件、合格案件、瑕疵案件和不合格

案件 4 个等次。充分发挥评查引导

作用，对被评查单位积极履行职责，

有效解决案件质量问题，以及提出

纪检监察建议等情形予以加分；对

被评查单位经评查反馈后未整改到

位，再次出现同类质量问题的情形

从重予以扣分。

此外，意见还强调要做实案件质

量评查“后半篇文章”，从深化评查结

果运用、压实整改责任、加强经验总

结和业务指导等方面作出明确要求。

中央纪委印发意见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案件质量评查工作

“2023 年 3 月 18 日，雨，余姚富巷新

村 44 幢，何师傅，更换漏电保护装置。”

“2023 年 3 月 14 日，阴，余姚黄家埠

镇回龙村，沈奶奶，维修电饭锅。”

“2023 年 3 月 12 日，晴，上虞振兴新

村，朱师傅，维修日光灯。”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临山供电所装表

接电工人沈军的工具包里，除了老虎钳、

剥线钳、盘线等，还有一个破旧泛黄的笔

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的，是他的爱

心清单。遇到群众提出需求，沈军就在

笔记本上记一条备忘；事情做完后，他就

会在对应的记录上打个钩。

十几年来，本子记完了 3 个，这样的

记录也积累了上千条。

沈军今年 43 岁，作为一名装表接电

工人，他常常利用空余时间，为独居老

人、残疾人等免费提供家电维修服务。

“沈师傅，能来这里看看吗？”看着一

直黑屏的电视机，余姚市黄家埠镇的沈

大 伯 犯 了 愁 ，他 辗 转 通 过 社 区 联 系 到

沈军。

接到电话，沈军二话没说，拎着工具

包就往黄家埠镇赶。简单检查后，沈军

立刻就发现了问题所在。更换信号接收

器、通电、开机，电视画面恢复了正常，沈

大伯很开心。“下回电视再出毛病，您就

直接打我电话。”沈军从笔记本上撕下一

张纸，写上电话号码，递给了沈大伯。

沈军上学时并没有学过电器维修，

现在的好手艺全靠自学钻研。碰到复杂

的家电难题，哪怕花上四五天时间，他也

要想办法把故障解决。说起这些，妻子

顾金炼很理解：“他就是个热心肠。”

妻子娘家在杏山村，每次过去，沈军

总要帮村里的老人们解决家电问题。“有

些老人独居在家，东西坏了也找不到人，

我能帮就多帮些。”沈军说。

一年冬天，余姚大雪，杏山村积雪封

路。村里一位 90 多岁的老人家里插座熔

断器故障，导致停电。听到消息，沈军提

着工具包，走了两个半小时的山路赶过

去，解决了故障。

闲暇时，沈军常常浏览当地的网上

论坛。一次，沈军在论坛上看到，一位老

人呼吸机坏了，返厂维修起码需要半个

月的时间，家人很着急。沈军结束工作

后马不停蹄地就往老人家里赶。

“还好是虚惊一场，轴承损坏，弹珠

碎裂，换一个合适的就行。”沈军用轻松

的口吻告诉这家人。可为了找到仪器配

套的零件，他找遍了余姚大大小小的五

金市场。

“虽然辛苦，但做好事很开心。”沈军

说，看着笔记本上的一条条记录，他觉得

自己的付出很有价值。

如今，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专门成立

了“沈师傅小家电修理铺”，为弱势群体

免费提供电器修理服务。沈军的很多同

事也加入了修理铺，大家碰到问题一起

钻研，遇到求助纷纷伸出援手。

“很多故障都是小毛病，但如果处理

不及时，后果可能很严重。”一阵手机铃

声响起，沈军揣上笔记本，拿起工具包，

匆匆出发了。沈军的笔记本上，又多了

一条记录。

笔记本里的爱心清单
本报记者 窦 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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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8 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的 24 小时城市体育街区，高架桥下方的足球场即将投入使用。当地将多个区

域组合成“运动+生活+商业”的开放式空间，便利群众休闲健身。 方东旭摄（影像中国）

■深阅读R

■点赞新时代R

（上接第一版）

开 放 带 来 进 步 ，封 闭 必 然 落

后。我国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

动 、赢 得 未 来 ，必 须 顺 应 经 济 全 球

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

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新征

程上，我们要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

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

资 源 联 动 效 应 ，稳 步 扩 大 规 则 、规

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营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

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既用好全球市场和资源发展自

己，又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不断以中

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人 类 是 休 戚 与 共 的 命 运 共 同

体，面对共同挑战，只有和衷共济、

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任何艰难曲

折都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新

征程上，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旗帜，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全人类共

同价值，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和建设，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

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落

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

球文明倡议，为世界和平发展增加

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为我国发展

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

时 代 ，也 是 一 个 充 满 希 望 的 时 代 。

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通

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

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上

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就一定能

够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

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

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