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黄骅市天宝面粉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一排排浅绿色的“高

方筛”来回摆动，一粒粒细小雪白的

面粉颗粒从“筛”间“流淌”下来。

生产车间一旁是公司的麦仓，储

满新收的旱碱麦。“今年我们从全市

收购了 1 万多吨，其中 400 多吨来自

旧城镇仙庄片区。”公司副经理于金

行介绍。

丰收来之不易。

黄骅市地处渤海之滨，耕地以中

度盐碱地为主，且季节性干旱严重，

春季积盐高峰期土壤盐分含量最高

可达 2%。地薄出粮难。“以前旱碱麦

亩产最多一二百斤。要是赶上年景

不 好 ，颗 粒 无 收 ，连 麦 种 钱 都 收 不

回。”杨东进说。老杨是仙庄片区后

仙庄村村民，种了 30 多年旱碱麦。

如何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

大文章？

改良盐碱地，培育好种子……近

年来，当地与多家科研院所合作，研

发推广捷麦 19、沧麦 6002 等抗盐碱

优质小麦种子，推行秸秆粉碎深翻还

田、微沟播种等田间管理技术，广阔

盐碱地逐渐成为“新粮仓”。

今年 6 月，杨东进家 20 亩旱碱地

麦田喜获丰收。“平均亩产 500斤，产量

最高的每亩超过 600斤。”杨东进说。

数据显示，今年黄骅市旱碱麦单

产达 240.1 公斤，比去年增加 7.9%，

全市总产量达 14.64 万吨，较上年同

比增长近两成。

产量提高，产业链不断延伸。“种

与用都是大文章。”黄骅市农业农村

发展局局长聂晶说。“和面不粘手、韧

性 强 ，做 成 面 食 麦 香 浓 郁 、口 感 筋

道。”于金行介绍，经过初筛、次选、打

麦、去石、风选、着水、润麦、净麦等环

节，旱碱麦“变身”为各品级面粉、麸

皮、次粉等产品销往各地。

目前，黄骅市有较大型面粉加工

企业 20 家，形成集订单农业、收储中

转、面粉加工、食品生产等功能于一

体的旱碱麦全产业链。

购买良种、检修农机……眼下，

仙庄片区又将迎来新一轮旱碱麦播

种季。“今年我打算扩种到 32 亩，来

年肯定还丰收。”展望未来，杨东进信

心满满。

河北黄骅市旧城镇仙庄片区—

改良盐碱地 打造新粮仓
本报记者 邵玉姿

这边，手持测亩仪，

绕着田垄，魏文武疾速

前行。

那边，水稻收割机

收获结束，运粮车徐徐

靠 拢 。 收 割 机 打 开 阀

门，稻谷喷涌而出，扑向运

粮车……

“ 亩 产 910.66 公 斤 ！”计 算

结果一出，测产现场一阵欢呼。

水稻金黄，蛙声一片。在四

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农技

推广科技小院专家组组长魏文武

正忙着水稻田间测产。“用测亩仪

测面积，再用电子水分测试仪测湿

谷水分，结合湿谷净重，就能测算出

水稻单产。”魏文武说，测产对评估品

种质量、改进水肥管理帮助很大。

“魏老师，咱们这个品种选得好

啊！”说话间，种植大户王元威凑上前

来。测产就在他的田里进行，种出了

亩产超 900 公斤的高产田，王元威把

目光投向了魏文武，“得感谢农技专

家推广新品种！”

扬起一把稻谷，稻壳随风飘扬，

魏文武接过话茬，“也多亏了你敢闯

敢试！”前年，魏文武的团队引来了新

品种“麟两优华占”。听说新品种产

量高、抗倒伏，王元威连忙接招，“我

先种上一片试试！”

接连试种两年，效果越来越好。

今年，王元威家的 3500 亩水稻都种

上了新品种。

农 技 专 家 团 队 经 常 上 门 服 务 。

前阵子，水稻临近丰收，一场丰收培

训会就开在了田间地头。“水稻五成

熟以后，就得及时排水，还要特别注

意 抽 穗 后 的 病 虫 害 防 治 和 水 肥 管

理。”培训现场，魏文武仔细叮嘱。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振兴。这

几年，来永丰村的农业科技专家越来

越多。村里现在已经有了农技推广、

水稻等 4 个农业科技小院，专家团队

有 100 多人，不仅服务永丰村，还服

务 整 个 东 坡 区 岷 江 现 代 农 业 示 范

园区。

“有了农业科技专家指导，水稻

生产才能实现优质、高产、高效。”听

说亩产 900 多公斤，永丰村党委书记

李雪平也赶了过来。“在专家团队带

领下，王元威和好多种粮大户也都成

了远近闻名的‘土专家’。”李雪平说。

四川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

专家来帮忙 田间稻谷香
本报记者 王永战

金秋九月，山风微凉。内蒙古赤

峰市喀喇沁旗马鞍山村，张国利大爷

家的小院干净整洁，园子里栽满果树、

蔬菜和花卉，一派勃勃生机。

门外，杨树叶随秋风落下。老人

赶紧拿扫把清扫，顺手将落叶倒进门

口的分类垃圾箱。“这些年，村里新修

了水泥路，装了太阳能路灯，还配了垃

圾清理车。咱们也得上心，打扫房前

屋后，维护环境卫生。”张国利说。

记者随张国利的老伴儿赵国侠进

屋，只见物品摆放整齐，家具一尘不

染。“这拖把桶、围裙和洗衣粉，都是我

在爱心超市用文明积分换来的。”赵国

侠笑着说。

“要说干净方便，最称心实用的是

环保厕所。”赵国侠介绍，2019 年，村

里开展厕所革命，张国利一家争取了

试点户，在家里装上了微生物降解厕

所 ，改 造 总 花 费 3500 元 ，政 府 补 贴

3000 元。

近年来，马鞍山村坚持党建引领，

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重点做好垃

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

升，把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在加强

村庄街巷、古树名木等乡村景观保护

的同时，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充分发挥

环境保洁员作用，发现卫生死角及时

处理。同时，把环境卫生整治问题纳

入村规民约，划分农户卫生责任区，房

前屋后绿化美化实施农户‘三包’制

度，动员广大群众参与。”马鞍山村驻

村第一书记乌晓亮介绍。

如今，马鞍山村道路两侧全部实

现 绿 化 、美 化 ，安 装 太 阳 能 路 灯 204
盏 。 村 里 每 年 还 开 展 争 创“ 美 丽 庭

院”活动，张国利家便是“美丽庭院示

范户”。

临别之际，张国利拎来两串葡萄，

“快尝尝咱家种的葡萄，今年格外甜

哩，就像咱农村的小日子，越过越美。”

秋风中果香弥漫，房屋错落有致，街道

整洁有序，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美丽乡

村画卷令人沉醉。

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马鞍山村—

山青村洁净 景美人文明
本报记者 张 枨

绿蔓繁茂处，又闻果蔬香。丰收的

季节，陕西榆林市绥德县郝家桥村引来

一拨拨游客。

“路口拐角太窄，游客的车不好掉

头。”晴空当头，村党支部书记刘振喜正

与村党支部委员郝志停商量拓宽村道。

64 岁的刘振喜，38 岁就被选为村委

会主任，在村里干了 26 年。56 岁的郝志

停，原本在外地生意做得红火，几年前返

回家乡。“老把式”与“新思路”碰撞出火

花——2021 年，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

彰大会上，“农村楷模”郝家桥再获一份

“楷模”称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如何当好楷模？郝家桥村摸索出经

验：建好党支部、选好带头人，把群众积

极性调动起来、觉悟提高起来、认识升华

起来，共同把事业做好。

2018 年，郝家桥村启动“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

改革，计划将 6400 余亩土地流转，成立

郝家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股份制咋干？山沟沟咋种？收益

咋保证？”有老乡不理解。

刘振喜经验丰富，知道讲政策、搞

创新得下“慢功夫”。郝志停思路灵活，

提出办法“让大伙儿眼见为实”。两人

拉着乡亲到邻近做得好的村参观，看着

人 家 产 业 做 大 、听 说 分 红 不 少 。 转 一

转 ，疑 惑 打 消 大 半 ，80%的 村 民 当 天 就

投下“赞成票”。

村党支部随即谋划产业：引进陕西

果业集团，建成山地苹果生态果园 2000
亩、日光温室大棚 20 座、拱棚 40 座，由村

民自主承包；500 千瓦的光伏产业、高标

准养殖场等，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林果粮上山、设施农业到滩、规模

养殖进沟”，郝家桥村正在告别“人种天

养”的传统农业模式。

而今，村党支部迎来了 80 后，村子

里又有新变化。 26 孔闲置窑洞改造为

民宿、打造陕北文化主题商业街区、建

成 村 庄 电 影 院 ……“ 年 轻 人 更 懂 新 农

村，我们的日子还能更好！”刘振喜竖起

大拇指。

陕西榆林市绥德县郝家桥村—

党支部带头 楷模村蝶变
本报记者 张丹华

夜幕降临，秋风送爽。广东茂名

高州市根子镇柏桥村村口的柏桥大

舞台上灯光闪烁，歌声飞扬，引得忙

活了一天的村民，兴致勃勃地从各家

汇集而来。正赶上 68 岁的王奶奶登

台，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唱得情深

意切，博得台下掌声阵阵。

“我 们 柏 桥 村 是 有 千 年 历 史 的

荔 枝 之 乡 ，文 化 底 蕴 丰 厚 。”站 在

喝彩的村民边，柏桥村党总支书记

何 清 特 意 将 声 音 提 高 八 度 ，“ 这 里

是 柏 桥 大 舞 台 ，也 是 百 姓 大 舞 台 ，

基 本 都 是 村 民 自 发 筹 演 ，大 爷 大

妈 、小 伙 姑 娘 们 纷 纷 登 台 ，曾 经 创

下 连 续 26 天 都 有 文 艺 展 演 活 动 的

纪录。”

热情从哪来？说话间，王奶奶已

一曲唱完，走下台来。“我们又是演

员，又是观众，为大家‘作了好戏’，还

给自己挣了积分，一举两得呢。”她精

气神十足地说。

王奶奶所说的“积分”，正是村里

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推动文化振兴

实行的一项重要举措。走进柏桥村

的积分超市，货架上的日用商品琳琅

满目，每个商品都标着积分数，前来

兑换的乡亲络绎不绝。

村 民 参 与 志 愿 服 务 、乡 村 治

理，或在移风易俗、弘扬文明风尚、

村规民约落实等方面表现突出的，

都可以赚取积分。每季度，村里还

会 对 积 分 情 况 亮 账 通 报 ，典 型 引

领 ，奖 惩 并 举 ，让 小 小 积 分 超 市 发

挥文明共建大能量，真正成为吸引

群 众 、带 动 群 众 、教 育 群 众 的 生 动

课 堂 和 实 践 阵 地 。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像王奶奶一样，以实际行动树文化

新 风 ，在 文 明 实 践 和 乡 村 治 理 中

“唱起主角”。

柏桥村种植荔枝约 6800 亩。眼

下虽已过采摘季，可村里在保护原始

荔枝林基础上打造的古荔园、荔枝古

诗主题园等主题荔枝景观，仍引来众

多游客。

漫步村庄，荔园胜景、荔林绿道

和整齐楼房、洁净村道相映成趣，来

自天南海北的游人和本地村民共享

历史之韵、荔乡之美。

如今的柏桥村，特色文化旅游渐

入佳境，文明乡风逐渐走深走实。

广东茂名市根子镇柏桥村—

荔乡树新风 村民唱主角
贺林平 欧梦霞

稻黍成熟、瓜果飘香的时节，我们迎

来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发展现代化

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加快推进乡村振兴，让农村具

备现代化生产生活条件。”

民 族 要 复 兴 ，乡 村 必 振 兴 。 党 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年是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

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之年。

各地区各部门扛稳粮食安全责任，一体

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迈上新台

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可喜进展。

大国粮仓稳，饭碗端得牢。各地区各

部门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位，加快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确保平时产得出、供得足，极端情况

下顶得上、靠得住。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持续加大对粮食生

产的支持力度，科学有效应对不利气象条

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今年全国夏粮产

量 2923 亿斤，居历史第二高位；早稻比去

年增加 4.3 亿斤，增长 0.8%。最新农情调

度显示，南方秋粮局地开始收获，北方秋

粮作物长势良好，全年粮食产量有望继续

站在 1.3 万亿斤台阶，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

乡村产业持续壮大。产业振兴是乡

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上半年，农村“土特

产”产业发展稳步推进，农村电商较快发

展。乡村休闲旅游加快复苏，出游人数和

营业收入明显增长。建设 50 个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40 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200 个农业产业强镇，更多农民实现就近

就地就业，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上半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551元，实

际增长 7.2%，高于城镇居民 2.5个百分点。

乡村建设全面提升。加快推进乡村

振 兴 ，让 农 村 具 备 现 代 化 生 产 生 活 条

件。目前，全国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

理的自然村比例达 91%，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率达 31%左右，14万个村庄得到绿化美

化。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73%。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今

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实施乡村产业振兴

带头人“头雁”项目。围绕强化乡村产业

振兴人才支撑，遴选 1.8 万名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负责人及种养大户等带头人，组织

他们到相关高校接受培育，并加强政策、

项目、平台等配套支持，强化联农带农益

农作用发挥。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中国农

民丰收节是农民自己的节日，迎丰收、促

和美，亿万农民过上了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好

日子，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不断谱写新篇

章，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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