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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在希望的田野上

时下，黑龙江省的大地上仍是冬天的颜
色，但牡丹江宁安市的一些乡村已“春韭”飘
香——在大田种植户还在备春耕时，一些韭
菜种植户已进入忙碌的收获季。
“对于我们韭菜种植户来说没有春耕的

概念，而是直接‘春收’！”宁安市渤海镇双庙
子村种植户王艳涛，一边把打好捆的韭菜装
箱一边笑着说：“今年韭菜价稳，这一棚能净
挣一万三四千元钱。”

今年 33岁的王艳涛建了 3个大棚，雇了
十来个工人忙着收割、打捆、装箱，清香的韭
菜味混合在淡淡雾气里，在大棚内弥漫。
“跟合作社签了订单，销路也不用操心，

直接送过去就行。”王艳涛说，头茬韭菜收完，
过上一段时间割二茬，还能再收韭菜花。

宁安市有着百年韭菜种植历史。据介
绍，当地的韭菜不用刨根，“年龄”最大的老韭
菜根已有 40年。当地大面积种植韭菜，是从

2008年宁安市新农韭菜专业合作社成立开始
的。经过十余年发展，合作社带动了周边 10
余个村种植韭菜近8000亩。
“每年 5月到 9月吃韭菜的人少，价钱低

时一斤两毛钱都卖不上，过去甚至出现过烂
在地里的情况。”宁安市新农韭菜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鲁继新说，关键时候合作社发挥了“打
捆”作用，他们采取“订单收购+种植服务+利
益分红”利益分配模式，除常规的统一生产资
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之外，还解决了韭菜淡季
外销难题。

无独有偶。目前，牡丹江市各类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已发展到 5800余家，共同富裕的大道越走
越宽。 （王建威）

黑龙江宁安——

专业合作社拓宽致富路

河南郸城的农特产业不但

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还带动了

周边村民就业。 于 扬摄

时下，黑龙江省牡丹江宁

安市蔬菜大棚里的韭菜陆续

成熟，种植户们正忙碌着收获

韭菜。 新华社发

“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

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

进。”今年全国两会上，习主席参加河南代表

团审议时与代表深入交流，并就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作出重要论述，为进一步做好“三农”

工作鼓舞干劲。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人们眼中的肥田

沃土，往往要几代人耕耘涵养。乡村振兴是

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是攻坚战也是持久

战。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更需要一

张蓝图施工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步一个

脚印往前走。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村里人最有发言

权。完成乡村振兴的硬任务，必须坚持农民

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围绕农民群众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做文章，遵循群众路线

要求开展工作，从而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

力，才可能取得群众满意、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工作成果。

蓝图作纲,重在落实。要将乡村振兴的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需要一大批有责任担当、

有能力干劲、做表率善作为的优秀基层干

部。这就要求广大基层干部牢固树立“为官

避事平生耻”的思想观念，以“我们面前没困

难，困难前面有我们”的责任担当、“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劲头，时刻豁得出去、

顶得上去，把自己锻造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

险、渡难关的主心骨。

推动乡村振兴，还要注重聚集力量、合力

攻坚。一方面要注重聚人气，善于发挥人才

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多在优惠政策、服务措

施、基础设施等方面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

“农创客”、新乡贤反哺故里。另一方面还要

善聚财气，善于利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成

果积累反哺农村，搅动农村创业、创新热潮，

并借力区域人才和资金优势补齐农村公共服

务、基础设施等方面短板。

推动乡村振兴，还要用好深化改革这个

法宝，尤其是要把已经明确的农村改革任务

落到实处。当然，这期间要特别注意处理好

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通过改革进一步巩固和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通过推动人才、土

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

换激活乡村振兴内生活力。

推动乡村振兴，还需要各级的好作风凝

神聚力。当前，个别地方在推进乡村振兴中，

喜欢喊新口号、出新规划，把心思放在堆“盆

景”、编“材料”上，搞一些不实用的形象工程、

用不久的政绩工程。结果，不但不会增加农

民的获得感，反而会造成干群之间的疏离

感。对此，必须坚决给予纠正。

须知，农村工作量大面广，需要深耕细

作。为此，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

立正确的政绩观，多聚焦增进农民福祉这个

宗旨，多下补短板、利长远的功夫，围绕基层

党组织建设选好“带头人”，逐步夯实乡村治

理这个根基，不断完善各项民生制度、织密

“保障网”，推动“三农”工作走稳走实，不断增

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乡村振兴，须一张蓝图施工到底
■于胜平 姜逢源

三月的赣鄱大地，桃蕊吐艳，春意融融。
天未放亮，武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的官

兵便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带着专门定制的
太阳能灯，赶往定点扶贫的安义县吊钟村。

位于赣西革命老区的吊钟村，因为历史和
地理环境因素，在当地出了名的贫困。2016年
初，该支队官兵将这个村确定为定点帮扶村。
在扶贫实践中他们发现，很多村民农业生产靠
传统经验，有的人想搞副业经营，但因没技术、
缺门路多次尝试失败后而失去信心。

“扶贫，关键要让村民自己动起来！”支队
长贺小良感慨地说。为此，他们协调驻地农技
部门专家，为村民宣讲农业技术知识。在此基
础上，还为村民定期举办种植、养殖技能培训
班，不但帮村民开阔了视野、启迪了心智，还提
升了专业技能。

如今，提起劲头的乡亲们不但把农业生产搞
得有声有色，有的还琢磨着搞家庭养殖场、食品
加工店之类的产业，以拓宽增收门路。
“群众要把好日子过长远，最终还得靠产

业支撑。”看到村民生活有所改善，该支队官
兵又谋划起下一步的打算。他们形成一个共
识：引导村民发展特色产业，以夯实脱贫致富
基础。为此，他们主动与南昌教育学院的专
家联系，研究确定了特色种植帮扶项目，并协
调当地企业走“公司+订单+农户”的路子，确
保产品销售有渠道。

与此同时，他们还发挥支队年轻战士熟
悉网络、懂电子商务的优势，帮村民建起了电
商平台，并协力做好广告推介。

军旗到处满眼春。在子弟兵的帮扶下，如
今的吊钟村村民年收入较之前有了明显改
观。生活好了，大家的干劲更足了。尝到特色
产业甜头的村民帅有狗，正筹划着扩大蘑菇种
植规模。谈起未来，他乐呵呵地说：“这样干下
去，小康生活不用愁！” （曹先训 叶 杉）

江西安义——

红土地上谱写富民曲

江西安义通过发展贫困

村产业基地、壮大农业龙头产

业等措施，实现产业扶贫全覆

盖，取得良好效果。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摄

“如果放到现在，我肯定也想法办工厂了，
要想挣大钱，还得靠产业。”村民崔民昌一边在
村里的蛋鸡场忙活着，一边半开玩笑地说。

崔民昌是河南省郸城县宁平镇竹园村村
民，30年前，凭借在村办夜校学习的裁缝技术，
他成为村里第一个购买电视机的人。随着市场
经济大潮的冲击，崔民昌家庭作坊式的小加工
点被迫倒闭，他本人也不得不外出干建筑谋生。

崔民昌本以为这辈子生活就这样了。两
年前，村里在上级扶持下搞了一家蛋鸡饲养
场，崔民昌因为技术娴熟被聘为拣蛋工人。
如今70岁了，他每月还能领到2000元工资。

聊起村里兴办的企业，崔民昌言语间充满
自豪。他没想到，一个只有千余人的普通村
落，却能搞起年产值超千万元的村办产业。
“崔民昌所在的养殖场是村里最大的村办

产业，目前采取股份制经营，有意愿、有能力的
村民都可以入股，一起参与分红。”村支书崔公
平说，经过两年的发展，现在鸡场养殖规模已
达5万多只，不但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还带动
了周边村民就业。村办企业的兴起让不少村
民受到启发，很多人靠一技之长自发搞起了养
猪场、木器厂和大棚蔬菜等，借力本土资源兴
起的农特产业给小村落带来勃勃生机。

生活好了，逐步富裕起来的乡亲们要求也
更高了。“白天敲敲打打，晚上蹦蹦跳跳，全天
热热闹闹。”崔公平说，他们发挥村民特长组
建了两支文艺队伍，每逢节假日都会表演丰
富的文化节目，村民们的闲暇时光变得充实
起来。 （于 扬 李玉坤）

河南郸城——

农特产业激荡新活力

3月16日，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的10万亩小麦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区，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进行病虫

害机械化绿色综合防控作业。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引 语

—点赞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三月的春风拂过，在亿万追
梦人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

务，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农民生活达到全面小康水平”……
刚刚闭幕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
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三农”关切，不
仅让广大农民看到承诺的目标，更
听到了行动的号角。
“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

当前，全国已由南向北全面进入
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各地围绕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
稳住粮食生产，保障重要农产品
供给，全面加快推动绿色发展。
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呈现一片生
机勃勃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