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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
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
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近日，
农业农村部印发《农垦粮油
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
年）》《“农垦社会化服务+地
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为

“两个行动”），旨在通过集成
推广高产高效技术模式着力
提高农垦单产水平，开展社
会化服务示范带动地方提高
单产水平，为实施新一轮千
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提供
有力支撑。

农垦是国有农业经济的
骨干和代表，在保障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中
发挥着“国家队”作用。组织
实施农垦粮油等主要作物大
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和“农垦
社会化服务+地方”行动，有
助于推广应用先进农业生产
技术和模式，示范带动地方
提高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进
一步提升农垦社会化服务能
力，推动垦地高质量融合发
展，构建“政府统筹协调、职
能部门组织指导、农垦与地
方联合实施、有关部门共同
参与”的工作格局，助力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

抓好粮食生产，重点在
于稳住面积、主攻单产，力争
多增产。当前，我国农业生
产是“单技术为主、小面积示
范”的传统推广模式，大田生
产技术到位率不高，还未形
成“多技术集成、大面积普

及”均衡增产的格局。“两个
行动”的目标，就是在大面积
提高农垦粮油等主要作物单
产水平的基础上，通过深入
开展社会化服务，带动地方
大面积提升单产水平，同时
打造一批农垦社会化服务示
范点，建立一批社会化服务
标准，培育一批服务品牌，壮
大一批集体经济组织，将科
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专
家产量转化为农民产量、典
型产量转化为大田产量。

多打粮、打好粮，就要千
方百计提高粮食产能。着力
打造高产样板区、加快科技
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强化
农业基础建设、加强经营管
理和服务能力建设；建立农
垦社会化服务集群、完善利
益联结机制、健全服务管理
制度、完善服务标准体系、助
力乡村振兴、健全垦地合作机
制……把“两个行动”的政策
举措落实到位，就要以全方位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主线，以
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为
动力，促进全要素补齐短板、
全环节融合打造、全领域带动
提升，辐射带动大面积均衡增
产，推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
产能力迈上新台阶。

提高农作物单产水平是
科技成果、要素投入、生产主
体等多个因素叠加的集中体
现，需要各环节、各要素集成
整合、同向发力。面向未来，
以“两个行动”为抓手，在政
策制定、工作部署、资金投入
上动真格、出实招，推进重点
任务落实落地，我们就一定
能进一步增强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能力，把
粮食安全主动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

灰瓦白墙，绿树成荫。走
进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巴克
什营镇花楼沟村，道路两旁的
特色民宿成群连片，整齐大方
的商铺院落、充满设计感的街
巷标识、特色鲜明的摄影文化
墙，吸引了众多游客。

花楼沟村坐落在金山岭长
城脚下。依托厚重的历史、壮
美的长城，花楼沟村充分发挥
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发
展长城摄影、研学旅行、特色
民宿，古村落焕发勃勃生机。

原木的回廊、大理石的天
井、富有创意的盆景……住在
花楼沟村的民宿，推开窗眼前
就是风景。夏日清风拂过，民
宿经营者林强坐在长廊上，一
边接洽网上订单，一边与游客
聊起金山岭长城上的摄影和
取景技巧。

近 8 年间，当地依托金山
岭 片 区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投 资
2000 余万元，进行村庄绿化、
民居改造、环境美化等 9 大类
20 余项工程。“曾经深藏大山
的小村庄迎来大变化，在旅游
快 车 的 拉 动 下 ，颜 值 显 著 提
升。”林强说。

一些过去在长城上给游客
拍照的农民，如今成了专业摄
影师。目前，花楼沟村有 2 名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10 名河
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近 20 名
承德市摄影家协会会员、40 多
名 滦 平 县 摄 影 家 协 会 会 员 。
2022 年，花楼沟村国际摄影艺
术村项目获批建设。

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花楼沟村共建设特色民宿
100 余家，年可接待游客 10 万
余人次，从事旅游业的村民达
700 余人。

滦平县属燕山山区，处在
北京通往东北方向的交通要
道上，境内有长城、宋辽古驿
道、明代小兴州移民遗址等古
迹，古村落众多，历史文化资
源丰富。

“我们按照以点连线、点
线成面、文旅融合的思路，推
动 20 个乡镇利用文化资源赋
能乡村经济，培育各具特色的

文旅康养新业态。”滦平县乡
村振兴局局长刘玉江说，当地
先后投资 6000 余万元，实施基
础设施类项目 67 个，建成 4 条
美丽乡村廊道，以重点古村落
为载体，打造乡村振兴新亮点。

距北京古北口 20 多公里
处，一条古驿道曲折回环，蜿蜒
于山岭之上。沿路寻访，起伏
的青石上，车辙印迹清晰可见。

这里是十八盘宋辽古驿
道，1000 多年前，这里曾是使
臣往来的重要通道。如今，它
成为附近农村发展的资源。

顺着古驿道一路下山，在
滦平县火斗山镇拉海沟村，阵
阵乐音飘入耳中。寻声而去，
几间灰色的瓦房里，花鼓咚咚
作响，二胡弦音悦耳，屋内十
几个人围在一起。这是拉海
沟村评剧艺术团在排练节目。

火斗山镇镇长李铁刚说，
为了将古驿道文化传承下去，
当地以文化旅游、康养娱乐为
重点，全面整合特色果蔬、山
水田园、民俗文化等亮点，构
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在火斗山镇大东沟村，以
宋辽古驿道为主题的广场、博
物馆、雕塑、石刻遍布全村。
这里举办过京津冀宋辽古驿
道徒步登山大会，吸引了来自
京津冀的 600 多名登山爱好者
参加。

在河北中南部一些地方，
说起祖上来源，除了山西洪洞
大槐树，还有关外小兴州。这
个小兴州就是现在滦平县的
兴洲村，历史上重要的移民基
地之一。明初大量关外居民
由此南迁，村里至今还保留着
清朝皇帝到避暑山庄经行的
行宫。

现在，以兴洲村为中心，
建有 500 余亩特色农业园区，
采摘区、体验区、旅游综合服
务区一应俱全，来这里寻根问
祖的游客可在园区采摘，体验
农事活动，品尝故乡的味道。

“寻根问祖地，冀北小兴州”的
品牌效应，间接带动周边 200
余户农民发展运输业及相关
服务业，促进农民增收。

“头雁”引领乡村振兴“加速跑”
——记双辽市卧虎镇前六家子村党总支书记王艳秋

全媒体记者 刘莉 见习记者 徐涵屹

近日，伊通满
族自治县残联在
三道乡举办农村
实用技术培训班，
让残疾人真正学
到科学的养殖技
术，激发家庭养殖
内生动力，助力乡
村产业振兴。

全媒体记者
刘莉 摄

家门口“赶大集”助农惠民“零距离”
——梨树县“同心助农 振兴经济”乡村消费大集活动侧记

全媒体记者 高鸿

以“两个行动”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田雨

燕山古村焕新生
新华社记者 王文华 冯维健

振兴论坛
盛夏时节，骄阳如火。7月25日，梨树县2023年市县政协委员联动

“同心助农 振兴经济”暨第二届乡村消费大集活动在喇嘛甸镇开展。该
县通过整合农村特色资源优势，凝聚社会力量共同发力，拓宽脱贫农民
增收渠道，为广大村民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努力打造
乡村治理新格局。

乡村大集助农增收
在喇嘛甸镇农贸市场，全镇14个村设

立 14 个地摊展位，展出了鲜食黏玉米、鹅
蛋、牛肉等农畜果蔬产品。“这些产品是14
个村48家脱贫户自家庭院种植、养殖的生
态产品，没用任何肥料和农药……”镇党委
书记高艳梅逐个摊位、逐个产品，一一进行

推介，每个脱贫户的产品都牵动着她的心。
现场，每个村的摊位点都有村支书或者驻村
第一书记帮忙助阵，代言吆喝叫卖。摆摊的
脱贫户中，有的身体残疾，有的患有脑血栓、
心脏病等疾病，大多是靠庭院经济增收维持
家用，是家中一笔主要的经济来源。

合力援手收购农产品
热热闹闹的集贸市场上，梨树县政协

领导、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乡村振兴局工作
人员、知名企业家组团前来消费，“土豆、豆
角、茄子、辣椒是家常菜，我得多买点，让亲
戚也尝尝！”“牛肉挺新鲜，我要三份。”“黏
玉米装10包，土豆装5袋，还有那堆豆角，
单位食堂够吃几天了。”大家从集市这头走
到那头，都装了满满一车回家，尽自己所能

帮扶脱贫户。
据统计，此次“同心助农 振兴经济”消

费大集活动累计销售额达15.63万元，县镇
多部门配合运作，围绕“乡土特色”经济，采
用“双赢助力”方式，推出了一批“土字号”

“乡字号”特色产品品牌，让现场消费者下
乡逛“超市”，一站式直接买到自己所需“好
物”，实现了脱贫群众增收的目标。

构建发展平台助力乡村振兴
当日，梨树县政协组织农业、畜牧、司

法等17家政协委员单位和企业，设立咨询
服务台，凭借各单位职能作用、科技优势、
资金优势，开展科技扶农、普法惠农、企业
助农等系列活动，从不同角度帮助和支持
农民增加经济收入，为产业发展和乡村振
兴提供全方位支撑。同时，梨树县二人转
剧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 40 余名演职人员
开展文化惠民活动，相继上演了传统二人
转《夫妻串门》《猪八戒拱地》《西厢观画》等
12个剧目，构建农商文化科教融合、城乡发

展共享新平台，营造人人关心、关注、支持、
参与乡村振兴的氛围。

新思维引领新时代，新征程呼唤新担
当。高艳梅说，喇嘛甸镇党委在县委、县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围绕“共同富裕”，兜住兜准兜好基
本民生底线，创新拓展思维，集聚社会力
量，改善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让全镇
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让父老乡亲的日子
越过越甜，持续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一路前行。

宽阔整洁的村道直通入户，亮丽干净
的民居错落有致，郁郁葱葱的稻田蛙声阵
阵……走进双辽市卧虎镇前六家子村，一
幅幅业兴景美、民乐村富的田园画卷徐徐
展开。说起村里的变化，村民们都说多亏
有一个好的带头人。

村民口中的带头人是2019年3月满票当选的村党总支书记王艳秋。几年
来，她带领村两委，时刻牵挂村民冷暖，踏实工作、开拓创新，立足村中特色，整合
资源，因地制宜开展乡村振兴，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有效推动了全村各
项工作开展。

党建强村

乡村振兴关键是组织振兴。村民富
不富，关键看支部。上任后，王艳秋将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与基层
党建工作统筹推进，形成“支部建在一
线、党员干在一线、作用发挥在一线”的
党建工作新格局。

充分调动村干部核心骨干、村级后备
干部以及全村党员积极性，在工作中，党员
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乡村振兴和美
丽乡村建设中凝聚强大的民心民意。

在改善人居环境中，村党总支在积极
改善外部环境同时，下大力气狠抓民居内
部环境整治，通过“十户联学、一户一策、志
愿服务、网格化管理”等举措展开“拉网式”
推进，对室内卫生进行彻底整治，实现了从

里到外的净美。
村民自发管理养护花草，家家户户打

扫庭院，保证自家房前屋后不乱堆乱放杂
物、干净卫生。为打造建设村精品线路，
2021年至今，村里栽植各种树木4.19万株，
种植花卉花草30万棵，同时以村干部分段
负责、全体村民参与的网格化管理环境整
治模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和环境整治常
态化。

前六家子村充分发挥“道德银行”激励
作用，采取谁家积分多，谁家就能领取不同
的生活必需品的激励形式，大到橱柜、洗衣
机，小到毛巾、板凳，促进村民转变观念，通
过榜样的力量，培育全村形成良好家风、文
明新风和淳朴民风。

产业富村

“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先行。”王艳秋认为，
只有因地制宜、开拓创新，大力发展乡村产业，
才能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她带领村两委不等
不靠，经过多次研究统一思想，决定大力发展
水稻产业及养殖业促进村民经济增收。

前六家子村一直以旱田为主，增收效
益不明显。经过反复研究、学习，王艳秋先
行先试，将旱田改为水田，种植水稻 30 公
顷，连年获得丰收。为了带动村民致富，她

将所有土地流转，按每公顷6000元补给村
民，土地流转后，10余户村民外出打工，实
现了效益双赢。

2019年，在王艳秋和村两委积极倡导
下，村民开展土地流转和村屯养殖业项目，
将村里 80 公顷土地流转给有花生种植经
验的农户，改变种植结构，实现土地效益最
大化。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和发展养殖业实
现了增收目标。

帮扶兴村

担任村党总支书记以来，王艳秋的脚
步走遍了全村所有群众家，各家的情况她
都如数家珍。村民们都说：“我们现在有
事就找王书记，她一定能帮助解决”。

前六家子村曾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31 户 45 人，现已全部实现脱贫。为了
让所有脱贫户不返贫，王艳秋积极落实
脱贫不摘政策，脱贫不摘责任，脱贫不
摘帮扶，脱贫不摘监管政策，让脱贫户
充分享受国家相应政策。

王 艳 秋 悉 心 帮 助 村 里 困 难 学 生 ，
大 学 生 小 娜（化 名）一 直 是 她 资 助 的
对象。小娜父亲去世后，患有精神疾
病的母亲无力支付她上学的费用，为
了让小娜完成学业，王艳秋每年总是

如期将学费送给小娜，小娜眼含热泪
感谢王艳秋的关爱，立志完成学业回
报社会。每到稻谷飘香的收获时节，
王 艳 秋 总 是 把 自 家 产 的 新 大 米 送 到
31 户 困 难 群 众 家 ，几 年 来 ，为 困 难 群
众捐赠大米 3000 余公斤。

王 艳 秋 曾 获 得“ 四 平 好 人 ”“ 四 平
市劳动模范”“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

“双辽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等殊荣。“乡
村振兴是一个大战略，更是一项系统
工程，我将和村里的党员干部一同，把
乡村振兴的重大使命真正扛起来，让
村里群众过上幸福日子，感受到党和
政府、社会大家庭的关爱。”谈及未来，
王艳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