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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河套平原，瑞雪如画。梨花园、人
工湖、迷你牧场……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
市临河区干召庙镇民主村，路旁、房前屋后栽种
着树木，一个个景点各具特色。

“我们村树比较多，等到了夏天，就是绿树
丛中找房屋了。”村民张娟笑着说。

几十年来，为了摆脱风沙困扰，当地持续
植树造林，推动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近些年来，
村里支持村民发展果树种植，增收的同时，优美
环境吸引了大量游客，乡村旅游、文化展演活动
欣欣向荣。

“全体村民拧成一股绳，我们村先后获得
‘全国文明村镇’‘中国最美乡村示范村’称号，
今后我们要继续保护好‘绿水青山’，持续推进
乡村振兴。”民主村党支部书记张三明说。

一件件民生“小事”，也是乡村振兴的
“大事”。

留住乡风乡韵乡愁，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

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完善
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接诉即办等务实
管用的治理方式……今年以来，各地稳步推进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
文明生活。

走进江西省吉水县乌江镇枫坪村鱼梁自
然村，街道干净整洁。春节前夕，枫坪村党支部
书记赵令勇正召集村民代表和志愿者，商讨矛
盾纠纷调解、安全隐患排查。

“春节马上到了，人流、车流、物流量大幅增
加，我们组建了7支队伍，建立了专班上门入
户，帮助大家排忧解难。”赵令勇说。

在鱼梁村的无忧治理工作站，设有接待咨
询服务台、矛盾纠纷调解室、法治大讲堂、心理
咨询室等。近年来，乌江镇创新推行“党建＋”
工作模式，发挥主管部门、党员、干部、志愿者等
力量，入驻各村，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服务
综合平台，服务功能已从乡村治理延伸至美丽

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领域。
一个个村庄的生动实践，是我国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的缩影。
“2024年‘三农’工作的总基调是稳中求

进，其中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问需于民，狠抓工
作落实，久久为功。”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
长陈邦勋说。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协调推进乡村建设
行动，牵头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推动改
善农村水电路气房讯等设施条件，提升教育、医
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质量，循序渐进推进农村改
厕，协同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开展美丽
宜居村庄创建示范。

“我们将坚持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坚持
农民主体地位，从农民想干、愿意干、能参与的
事做起，把好事办好、办稳妥，增强农民的获得
感。”陈邦勋说。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2024年
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稳住农业
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会议要求，“毫不
放松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记者近日在一线调研了解到，各地各部
门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出发，正
着手找准发力点，抓紧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
产，努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
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工作实效，增强农民群
众的获得感。

冬季人不闲 为全年粮食生产开好头

在地处华北平原的山东省高密市，一场
冬雨滋润了越冬期的麦苗，绿意绵延在松软的
土地上。

1月17日一早，高密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
广研究员冯连富便来到位于大牟家镇的小麦
种植基地，查看土壤墒情和麦苗分蘖情况，指
导合作社做好越冬期的田间管理，规划好春耕
春播。

高密市丰俊粮棉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共
管理5600亩地，在农技人员指导下，去年通过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采取单粒精播、
密植高产、水肥一体化、一喷多促等技术，大豆
和玉米获山东省秋收粮油作物高产。

“今年我们首先要做好小麦单产提升，抓

住返青期‘关键窗口’做好田间管理，防好‘倒
春寒’、春旱和病虫，培育好苗壮苗，争取夏粮
丰收。”合作社负责人刘风俊说。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去年底召开的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推动大面积提高粮食单产”“探索建立粮食产
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优先把东北黑
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的
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

围绕这些关键点，各地加快采取措施，落
实落细各项部署。

冬日清晨，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
一处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挖掘机、推土机等
大型机械往来穿梭。“趁着冬闲我们抓紧建设

高标准农田，改善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条件，
把粮食生产的基础打得更牢。”黑龙江省农业
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副处长丁宏权说。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资源环境约束趋
紧、外部环境复杂，对于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稳产保供提出了更高要求。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示，2024 年
必须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确保粮
食产量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扎实推进新
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坚持树立大
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
系，持续提升大豆油料产能和自给率，健全
产能调控机制，稳定畜牧渔业生产，更高水
平保障有效供给。

发展“土特产”努力让农民腰包鼓起来

春节临近，在宁夏盐池县瑞牧农产品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加工车间，经过24小时排
酸后的羊肉，被分割成肋排、腿肉等品类，进
入精加工流水线后打包装箱，借助冷链物流
批量发往全国各地。

“最近滩羊价格达到峰值，近一个月的
销量是淡季的五六倍。”公司副总经理牛瑞
翔说，2023年公司销售额达到1.1亿元，带动
脱贫村5000多户养殖户增收。

“土特产”发展的提档升级，日益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夯实基础。

地处西海固的盐池县是“中国滩羊之
乡”，也是宁夏第一个脱贫摘帽的县区。当
地加快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滩羊养
殖收入占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0%以上。

“现在种公羊和饲草料是统一提供，从
源头确保了品质，还有专门的购销企业高于
市场价收购，保障了养殖户收益。最近市场

行情好，大家今年想再多养些羊。”花马池镇
皖记沟村党支部书记白云江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产
业发展好，乡村才能聚人气，才能让农民腰
包鼓起来。

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加快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
牌……新年伊始，各地年货市场品种丰富，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地加快推动乡村产业
全链条升级，为推动农民增收奠定基础。

冬季的“春城”，在云南省昆明市嵩明
县，花农们早早就在大棚里培育、养护年宵
花。一个个现代化的温室大棚里，大花蕙
兰、蝴蝶兰等花卉吐露芬芳。

嵩明县杨桥街道大村子社区党总支书
记吴林忠介绍，当地引进花卉企业，组织农
民培训班、开展技术指导，2023年花卉从业
人员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3万元。

“去年10月至今，大花蕙兰销售量突破6

万盆；出口越南的数量、金额同比增长均超过
30%。”嵩明博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
永明介绍，他们为企业提供选地、建棚、种苗、
技术、销售等指导，推动产业抱团发展。

“我们正加快兰花资源库建设。”李永明
说，当地种植大花蕙兰优势明显，但受种苗资
源限制，产业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他们将
加快品种选育，让新品种早日惠及更多花农。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坚持产业兴
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精准务实培育乡村
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实施农民增收促
进行动。

据了解，2024 年农业农村部门将分类
抓好乡村产业发展。粮油等大宗农产品要
着力补上精深加工、综合利用等短板，乡村
特色产业要做到生产上适度规模、组织上适
度竞争，脱贫地区帮扶产业要结合实际推进

“巩固、升级、盘活、调整”，健全乡村产业联
农带农益农机制。

抓好一批实事 推动乡村生活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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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滦州市小马庄镇一家蔬菜育苗
合作社的社员在大棚内嫁接黄瓜秧苗。

山东省高密市姜庄镇后老屯村——村
民将收获的玉米封囤归仓。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老铺村的淡水鱼
养殖户在鱼塘捕鱼。

本版文图均来自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