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社会经纬
责编：张一琪 邮箱：rmrbzyq@126.com

2024年5月6日 星期一

民生新事

社会 谈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

“背篓专线”彰显民生温度
叶 子

“游客说他们还会再来”



日前，有网友建议重庆轻轨早晚高峰应禁止乘
客带菜筐。对此，重庆轨道交通方面表示，只要行
为和物品合规，就不会干涉。此番回应获得各方点
赞。自 2022 年 6 月重庆轨道交通 4 号线石船站开通
后，乘地铁去市区的菜农多了起来，慢慢地，4号线
被亲切地称为“背篓专线”。行驶的列车里，“解放
鞋”与“皮鞋”共处同一空间，“菜背篓”与“公文
包”和谐并存。网友表示：“守护人间烟火气，重庆
有温度”“接地气、很暖心，这才是公共交通应有的
样子”。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增强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
展中的获得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地铁本属公
共交通，遵守规定的乘客都有乘坐的权利，不能仅
因携带物品等就将部分乘客拒之门外。更何况，菜
农的背篓里，装着蔬果清香，也装着一家生计。

石船镇位于重庆市渝北区东部，距离市区有 40
多公里。在地铁站开通之前，菜农们只能在镇上卖
菜。由于镇上人少，菜卖得慢，菜价也偏低。“背篓
专线”的开通，给菜农带来了便利。按照当地政
策，重庆市行政区域内年满65周岁的老人可以免费
乘坐地铁，这大大降低了部分菜农进城卖菜的成
本。同时，城市居民的“菜篮子”“果盘子”也更加
丰富。

对于带着大包小包的背篓乘客们，重庆地铁不
仅没有“一刀切”地“一禁了之”，还做细服务，尊
重和回应差异化、个性化需求，更加值得称赞。例
如，为了给菜农提供方便，本该 6时 15分打开的闸
门提前了 5 分钟。菜农大多是老人，又背着较重的
农产品，在搭乘扶梯时存在困难，地铁工作人员往
往会“搭把手”扶一下，或引导他们乘坐升降电

梯。菜农的背篓大多是敞口，为方便通行，工作人
员大多采取手持检测仪器安检。考虑到其他乘客的
感受，重庆轨道交通方面还表示，如发现这些菜有
气味、汁水，保洁人员会马上上前处理……点滴细
节，透出满满人情味。得到方便的菜农也主动为地
铁卫生环境着想，大多都将菜包好，不让泥水蹭脏
地面。

“城，所以盛民也”。城市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城
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城市建设与治理
的方向。背篓与轨道交通看似不协调、不匹配，却
成了一种无声的广告，彰显着城市治理的民生温
度。此前，有菜农称听不懂普通话语音报站。近
日，方言报站在“背篓专线”石船站、保税港站上
线——“保税港站到了，左边车门打开前，千万不
要去挨车门哦，小心遭夹到起了啦”。为解决渝北区
两江大道北延伸段沿线石龙、青杠等 7 个村的群众

“出行难、乘车难、卖菜难”问题，今年 6 月底前，
重庆还将加开公交专线，与“背篓专线”无缝链
接，方便更多的村民搭乘“背篓专线”。

包容、平等才是城市的内核。近年来，盲道建
设保障残障人士安全出行，口袋公园在方寸之间传
递小确幸，秋日落叶缓扫留住城市里的诗意……以
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理念有了越来越多的生动实
践。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把优质且有温度的
公共服务送达更多群众，这样的暖心故事一定会越
来越多。

本报新疆可克达拉电（张一琪、杨俊钦）“现在
这里道路宽，住宿干净便捷，我们还有骑马、登山
向导服务，给不少客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游客说
他们还会再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
拉市七十四团六连，当地群众巴图拉生在自家民宿
正热情招待着来自山东的游客。

这样迎来送往的热闹景象，过去是无法想象
的。作为七十四团最南边的连队，背靠天山，拥有
森林草原、边境哨所、清代界碑、地窝子等各类自
然、人文旅游资源。然而，受限于基础设施落后、
连队环境差等因素，长期以来六连接待能力较差，
丰富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2021 年，六连开始积极发动职工群众，大力改造
人居环境，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目前，六连共改造63户
职工住宅，每家都装上水冲式厕所，建设了卫生淋浴
用房；拓宽巷道水泥路面 2450平方米，安装太阳能路

灯40盏；种植榆叶梅、丁香等花卉20400余棵……
而这只是七十四团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七十四团立足百里边境，科学规划，
坚持“全域美丽、全域整治、全域管理”，拆除私搭
乱建76处，拆除破旧院墙9762米，清理渠道18余公
里，清理垃圾 1470 吨，硬化连队道路 63 公里，新
建、改建卫生厕所232户，各连面貌焕然一新。在整
治过程中，七十四团充分调动职工群众投工投劳1.67
万人次，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全过程，实现“自己的
家园自己建”。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 《关于通报表扬 2023 年
度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的通知》，对全国99个措
施有力、成效突出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含
县级乡镇、街道、团场） 予以通报表扬。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七十四团位列其中，是
兵团受表扬的两个团场之一。

今年以来，浙江省温
岭市滨海镇组织青年党员
干部走进果园，以农特产
品直播带货的模式，助力
农户创富增收。图为当地
返乡大学生党员在滨海镇
金闸村小番茄种植园进行
直播带货，帮助农户销售
小番茄。

郑玲富摄

良 田

挖掘机掀起肥沃的表层泥土，道道田埂在轰隆声中
被推平，空气中弥漫着雨水滋润下的清新，春耕前短短
数月的农闲时间，湖南省汨罗市白水镇西长村，沃野换
了一副模样——田成方、路相连、渠相通。当初零散斑
驳的大小田块，已经变成成片的高标准农田。

“小田改大田，农用机械用起来更方便。”西长村种
粮大户杨建鹏说。

粮以地为本。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和全国重要商
品粮生产基地，汨罗市创新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融资模
式，发动各类主体参与，推进“小田改大田”。

怎么改？
先流转、后建设——建设前由流转大户完成投入托

底；建设后，实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让效益落地。
杨建鹏算过账：改造一亩高标准农田投入不少于

3000 元，上级财政支持项目资金 1600 元，村民在 5 年时
间内减租一部分，等于只需要自筹800元左右。对于种粮
大户来说，小丘田改成平坦方正的大田，机械化率提
高，翻耕、植保、收割等各环节费用下降，叠加可用耕
地面积增加带来的收益，每年每亩有望增收约300元。对
于普通农户来说，在将土地流转5年后，高标准农田又将
带来每亩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的租金溢价，同样合算。

提质看得见，效益实打实。在这一模式助推下，
2022年以来，汨罗市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超过6万亩。

放眼全省，2023 年，湖南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
田 345 万亩。通过投融资创新，撬动社会资本投入 19 亿
元，建成亩均投资超3000元的高标准农田100万亩以上。

改好田，用好田。益阳市南县麻河口镇集中育秧千
亩示范片里，种粮大户董彬是受益者。“原来流转的土地

较为分散，地势不同、肥力不同，农田灌溉受到影响，
机插秧效率低下。”董彬说，“现如今，田块一整合，按
照农技部门的建议，栽插密度调整有了空间，早稻稳产
增效就在眼前。”

好田仍需严管。数据显示，湖南省耕地面积为 5431.71
万亩，排全国第十六位。牢牢守住耕地红线，湖南持续优化
耕地保护工作机制，完善耕地保护“一张图”，将各类占用耕
地统一纳入占补平衡管理，并积极稳妥推进耕地恢复，全省
耕地数量连续3年“进大于出”，累计净增加超60万亩。

良 种

4月17日，南县武圣宫镇百联村千亩育秧基地内，一
片繁忙。基地负责人符安祥正带着村民们将育秧大棚内
码好的秧盘往田里运。

秧盘上，早稻品种“中早 59 号”秧苗长得郁郁青
青，适用于机插和机抛。2023 年以来，南县将这一品种
在武圣宫镇向种粮大户推广。

符安祥也很乐意种。为啥？抗病、抗倒伏性能不
错，生长周期和之前的常规品种基本持平，但稻穗总粒
数、结实率、千粒重这 3 个事关产量的指标，都有所提
升。“粗略估计，单产能增加8%—12%。”符安祥说。

农以种为先。据测算，良种对单产提升的贡献率在
四成以上。选良种、用良种，湖南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着
力促进适宜品种加速落地，切实提升农民种粮效益。

益阳市赫山区笔架山乡中塘村中塘基地，田间秧苗
已经定根返青。赫山区中亿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俞聪
很高兴：“换了新品种，增产有希望，卖粮有保障。”

在去年多点试验基础上，今年，赫山区依据种粮大
户申请，试行推广 2万亩特定绿色优质水稻。“比起传统
品种，新品种稻谷每100斤可以多收入10元。”熟知市场

行情，俞聪把合作社500亩田都改种新品种。
湖南既是农业大省，也是种业大省，拥有中国种业

龙头企业隆平高科为代表的种业企业 400 余家，商业化
育种规模和水平居全国前列，杂交水稻供种量占全国
1/3以上。

依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湖南省水稻研究所等
科研机构，湖南在生物育种科学研究、种业关键核心技
术创新、重大战略品种培育等多个层面接连取得突破性
成果。记者了解到，2023 年，超高产品种“粒两优
8022”在四川省凉山州达到平均亩产 1251.5 公斤，刷新
杂交水稻单季产量世界纪录；绿色优质品种“臻两优
8612”在湖南省推广107万亩，均实现安全生产。

赫山区泉交河镇胡林翼村段家屋场，村民胡岁来特
意留出了 15亩田，供湖南省水稻研究所副所长周政及其
团队做试验——每年上百个品种在这里筛选迭代，多个
优良水稻品种已经成为当地品质大米的代名词。

培育良种，加大良种联合攻关力度，培育更多高
产、优质、安全的新品种……2024 年，湖南将推广优质
特定绿色水稻面积180万亩；建设“一企一片一种”优质
稻生产基地，力争优质稻面积达到 1700万亩以上，全面
提高粮食生产效益。

良 机

引擎轰鸣，伍国其坐在机耕船上，如履平地，船身
后的犁耙将泥块翻起、搅碎，不过十几分钟，先前还长
满青草的一丘水田，就已经旋耕完毕。

“新采购的机器，尤其适合这里的冷浸田。”伍国其说，
新化县上梅街道红旗新村不少水田是齐腰深的软泥，一般
农机容易沉陷，以前只能靠人工，效率低、成本高。

看到农户有需求，去年底，新化县光华农机销售有
限公司针对性采购机耕船，几乎卖成“爆款”。“不怕沉
陷，新机器一天耕地20余亩，爽快！”伍国其说，春耕前
买了2台，“双抢”前准备再采购2台。

农稳社稷，器利农桑。2023 年，湖南省水稻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3%，其中机械化种植占53%，同比增
长4个百分点。

“插秧机一天可作业三四十亩地；无人机植保作业，
一人一天可以管 200亩地。”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港中
坪村农民戴宏说。从 2015 年购置第一台旋耕机，几年
间，他添置起全套农业耕作机械。过去，一家人最多种
50 亩地，如今，家里的家庭农场种植规模扩大到了 480
亩，去年综合收入60余万元。

扩大良机推广力度，湖南今年继续实施水稻机插机
抛秧作业补贴，计划补贴范围扩大至 1000万亩，加快补
齐水稻机械化栽植环节的短板。

“以前春耕需要请很多人帮忙，人辛苦成本也高！”
董彬感慨，“现如今，机插秧每亩补贴70元，我流转了近
千亩土地，算下来节省成本7万元左右！”

农机用好，好用是前提。
针对湖南多山丘陵耕地特点，近年来，湖南省投入

资金 2.5 亿元，支持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研发
“专精特”核心技术，制造“小而美”系列产品，推出50
余款适合丘陵山区的新机具。中联重科、湖南龙舟、湖
南农友等一批湖南本土农机创新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2023 年，湖南省农机装备总动力居全国第六位，农
机装备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90亿元。

良 法

湖南粮食稳产增产的背后，是耕作技术、植保技
术、培管技术的综合提升。

南县浪拔湖镇双季稻轮作千亩示范基地里，机抛机
插的秧苗长势良好。这些秧苗，都来自浪拔湖镇集中供
秧中心。

“相较于传统的育秧模式，集中育秧实现了从‘供种’
到‘供苗’的转变，在技术操作上实行统一优良品种、统一
浸种催芽、统一秧田管理，并有专技人员全程指导，培育出
来的秧苗素质更优，防病虫害能力更强，有利于落实机械
化收割和专业化统防统治。”浪拔湖镇集中供秧中心负责
人程岳辉介绍，今年春季，中心共接到育秧订单4000多亩。

早稻集中育秧的推广普及，为机插、机抛提供了条
件，还有助于规避早稻“倒春寒”、晚稻“寒露风”危
害，可进一步提升粮食单产。

今年，南县新建1座工厂化集中供秧中心，使工厂化
集中供秧中心增加到 6 个，为全县 12 个乡镇提供服务。

“全县去年机插面积约 3万亩，今年早稻机插面积就已超
过5万亩。”南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

2023 年，湖南省统筹安排资金 5.13 亿元，新建集中
育秧设施 875个、面积 369.6万平方米，带动全省落实早
稻集中育秧1350万亩。

在精耕细作上下功夫，努力推进土地地力提升，进
一步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农技人员甚至为新化县水车
镇紫鹊界梯田开出“营养表”。

“我们寻求湖南农业大学和湖南省农科院支持，对梯
田测土取样，分析其微量元素、酸碱度、有机质含量等
各项指标，为后续提升地力提供依据。”水车镇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罗治柏告诉记者，“根据送检结果，
针对性为高山冷浸田补充锌肥、有机肥，让千年老梯
田，焕发新活力。”

着力推动粮食种植良法普及，湖南在省级粮食生产
万亩示范片落实“五统一、两利用”技术 （即统一优良
品种、统一机插机抛、统一机械深施肥、统一绿色防
控、统一物化技术和利用田埂种大豆、冬闲田种绿肥）。
2023年，示范片面积23万亩，双季亩产达1173公斤，较
上年增加81公斤，增长6.9%。

良种良法配合，农技农艺融合，稳面积，提单产，
湖南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播种面积、总产量均居全国第一——

湖 南湖 南 做 好做 好 水 稻 大 文 章水 稻 大 文 章
本报记者 申智林

万事农为首，粮为天下先。
谷雨时节，从广袤的洞庭湖平原，到

崎岖的湘中丘陵梯田，再到湘资沅澧四水
两岸，翻耕、播种、育秧、插秧……三湘
大地，新一年的春耕长卷铺展开来。

作为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近年
来，湖南省全力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粮食
产能稳步提升。2023年，湖南省粮食总产
量613.6亿斤，连续4年保持在600亿斤以
上，水稻种植面积、产量均居全国第一。

数字背后，是湖南探索“中国人的饭

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的生动实践——建
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以
政策支持和示范引领，良种普遍推广、良
机顺利落地、良法可用易用，粮食生产也
从传统农业不断向现代化大农业发展。

“这几年，种田越来越轻松。”有 12
年种粮经验的湖南省新化县红旗农机服务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伍国其，今年一口气又
添置了多台农机，水稻种植增加 400 多
亩，“种粮食有赚头也有盼头，这才是我
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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