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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今年确保
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
宁，并围绕这三个目标部署了全年的“三
农”工作任务。如何深刻领会，并更好地贯
彻落实文件精神？多位“三农”专家就文件
中的重点和亮点进行了解读。

保面积保产量，三区各有任务

民以食为先。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确保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保面
积、保产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
授孔祥智指出，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到
粮食安全，都把重点放在粮食主产区，尤其
是800个产粮大县，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
的提法与过去不一样了，明确要求主产区
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主销区要稳
定和提高粮食自给率，产销平衡区要确保
粮食基本自给。“像北京、上海等粮食主销
区，也要求保证一定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比如，中央要求北京市的粮食播种面积是
70万亩。”

孔祥智说，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还
提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
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可以看出来，种
粮不光是农民的义务，同时也是党和政
府的责任。”

让种粮有利可图、抓粮有积极性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全力抓
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确保粮食
安全底线，强调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
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

“提高种植粮食和油料作物收益，政策
支持继续加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
究院院长汪三贵教授介绍说，2022年中央
支持政策涉及4个方面：适当提高稻谷小
麦最低收购价；对玉米和大豆生产者给予
补贴；对三大主要粮食作物的完全成本保
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覆盖所有粮食主产省
和产粮大县；对产粮大县和产油料大县进
行奖励。“以两个保险为例，保费大部分由
政府拿，农民只要出少量的钱就能获得保
障，将减少由于天灾等原因，给农民生产造
成的损失。”多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提及
稻谷、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政策，多以“完善”

“调整”为要点。继2013年之后，时隔9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要提高稻谷、小
麦的最低收购价。这对广大种粮者来说，
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今年高标
准农田建设要达到1亿亩。加强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能增加种粮收益。孔祥智指出，

“按照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一般农田建
成高标准农田以后，每亩地能够给农民节
本增收500元钱。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人
是国家，增加的收入则是农民的。可见中
央提出要提高农民的收入，不是一句空头
口号，而是落到了实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

院长郑凤田教授指出，把种植成本降下来，
同样也能提高种粮收入，“途径之一就是开
展社会化服务。过去，一些农民把自家的
地流转出去，自己出去打工；现在，许多地
方开始推行耕地托管，地还是在农户手里，
但是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全给包下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可以降低农户的
种植成本。”

提高务农收入，吸引年轻人下乡留乡

如何有效地可持续地提高农民的收
入？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
启臻教授认为，重点是提高务农收入水平，
增加农民的务农收入。

“无论农民增收途径有多少条，最根本
的还是要看务农能不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
收益。”朱启臻说，“只有务农收入增加了，
才有人愿意种地，才有人愿意当农民，有知
识有文化的青年人才愿意回到农村去创
业。”

朱启臻指出，增加务农收入的主要措
施是发展乡村产业，特别是发展特色产业，
发展融合产业。“特色农业就是天时地利人

和在产业上的表现，比如，有些作物只能在
这个地方生长，其他地方不生长，当地农民
种某种作物就可以获得比种其他作物更高
的收入；产业融合发展是多要素的融合，在
融合发展过程当中，一些过去不值钱的资
源变成了优势资源，比如，有的地方利用民
宅院落发展乡村旅游，有的地方激活当地
的传统产业，乡村振兴了，老百姓的收入也
提高了。”

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实现就近就业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
县域富民产业，支持大中城市疏解产业向
县域延伸，引导产业有序梯度转移。

为何要大力发展县域产业？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教授说，
从趋势来看，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
未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会越来越少，可
能100户流转出去的土地，经营主体雇八
九个人就足够了。大部分农户需要通过工
资性收入来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

“以往，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大多是农民
外出打工获得的，带来了很多负面问题，比

如长期跟家人分离，孩子和老人得不到照
料，这不是长久之计。县域富民产业发展
起来后，可以为农民提供大量的就近就业
机会，既获得工资性收入，又不再远离家
庭，能够跟家里的老人、孩子生活在一起。”
汪三贵说。

在专家们看来，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
性收入和增加务农者的务农收入，两者并
不矛盾，都可以有效增加农民的收入，后者
可以吸引更多新型职业农民的出现，前者
可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今后，
在县域就业将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
就业方式和主要收入来源。当然，条件比
较好的村镇也可以发展加工业、乡村旅游
等产业，让农民在家门口获得就业机会和
工资性收入。”汪三贵说。

“英才”和“头雁”，都不可或缺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乡村
人才队伍建设，启动“神农英才”计划，实施
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乡村产业振兴带头
人培育“头雁”项目。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最重要基
础，没有人才，其他都是空谈。”朱启臻指
出，“英才”和“头雁”都不可或缺，“应该
更多培养本地人才，特别是要培养新型
职业农民、家庭农场主。家庭农场是以
家庭成员为主体的经营单位，他们不是
打工者，而是自己给自己劳动，所以家庭
农场的生产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效率最
高。因此，应该多发展家庭农场，多培育
家庭农场主。”

朱启臻还指出，在城镇化过程中，许多
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务工、定居，“给留在
乡村的人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让农村诞
生越来越多的家庭农场，随着政府的精准支
持和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后，家庭农场
的收入会让城里人都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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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波 文/图

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3倍；三面光水渠
让全村1200亩农田用水难问题获得解决；
几十年的活动场所梦今朝圆……这是广西
岑溪市三堡镇新安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徐霜玲上任以来的成绩单。

新安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村民收入
来源少，集体经济薄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落后。2017年，“80后”徐霜玲当选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后，带领班子成
员，真抓实干，一步步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

打好组合拳，让村集体钱袋子鼓起来

徐霜玲深知，只有村集体经济增收，才
能为村民办更多实事好事。她上任后做的
第一件大事，就是主持制定了村集体经济
增收计划，并逐一实施。

村里对外出租的水电站设备已经陈
旧，经济效益差，村集体所得的租金也少。
2017年下半年，村里更换水电站的部分设
备，并进行技术改造，重新发包，年租金提
高了一倍多。由于历史的原因，村集体山

场的租金比较低。徐霜玲经过多方努力和
协商，最终使承包方同意适当提高租金。

发展产业是提高集体经济收入的重要
措施，2021年下半年，徐霜玲充分利用本村
自然资源的优势，引进桶装水项目，预计每
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5万元。

随着一项项增收计划的实施，新安村
村集体钱袋子越来越鼓。截至2021年年
底，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达56万元，比4年前
增加了三倍多，成为全镇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最多的村庄之一。

完善基础设施，解决农田灌溉难问题

“我家种了6亩水田，以前水渠渗漏严重，
水渠的水通过甚少，农耕时节常常三更半夜等
水、抢水。现在水渠修好了，不用再抢水争水
了，晚上睡觉安心。”新安村村民秦金坚说。

新安村有 1700 亩水田，水渠年久失
修，导水效果很差，每年到了农耕时节，村
民们就会因为用不上水而头疼，吵架也时
有发生。

2020年，徐霜玲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决
定从村集体经济中拿出17万元作为抗旱资

金专用款，每亩获得了100元的抗旱资金
补助。同时，争取上级项目支持，对村里
4000多米的灌溉水渠进行整修和硬化，解
决了农田灌溉用水难问题。全村23个生产
组850多家农户受益，因农田灌溉用水而
争吵打架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建设活动场，村民健身有去处

新安村原来一
直没有大型活动场
所，村里想搞大一点
的文化活动都没有
地方。上任后不久，
徐霜玲将新建活动
场所提上了村“两
委”的议事日程。

2018 年 上 半
年，徐霜玲和班子成
员多次深入相关农
户家庭，说服他们让
出部分晒谷场地，解
决了建活动场所的
土地问题。随后，采

取村集体支持一点，群众自筹一点的办法，
解决了建设资金问题。当年下半年，总面
积达1000多平方米，设有舞台、篮球场、羽
毛球场、乒乓球场的露天活动场建成并投
入使用。

“有了这个活动场所，村里老人们跳
舞、健身，再也不愁没地方了。”一位70多岁
的村民高兴地说。

徐霜玲徐霜玲：：真抓实干交出靓丽成绩单真抓实干交出靓丽成绩单

■ 邱海鹰 文/图

早春时节，天一放晴，四川省华蓥市
蜀地花海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常务副理
事长兼技术总监匡小莉，就带领村民到
海棠博览园给红梅剪枝，移植种苗。

“修剪枯枝，去掉残叶，可以让花朵
更鲜艳、醒目。”匡小莉一边修剪，一边乐
呵呵地说，“今年春节，博览园的红梅竞相
绽放，来看花的人一批接着一批。不过，
红梅的花期较短，如果不精心护理，花朵
就凋谢得快。”

匡小莉是华蓥市双河街道办事处栋
梁村人，高中毕业后一边务工一边自修
大学课程，2014年春天，怀揣着“为家乡
父老乡亲做点有益的事”的梦想，她和亲
戚在华蓥市禄市镇凉水井村流转了
1000多亩河滩地和撂荒地，种植海棠、
紫薇、红梅、玫瑰等名贵花木和鸢尾、女
人花、荷花等水生植物，打造生态观光
园，发展生态农业和休闲农业。

2016年，他们牵头成立了蜀地花海
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匡小莉自任合作
社常务副理事长，带领乡亲抱团发展。

自修会计专业的匡小莉，以前对花
卉种植和管理几乎是门外汉。于是，她
又自修四川农业大学园林绿化专业，一
边从书本中汲取理论知识，一边把学到
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从测土配方、土壤
改良、施肥、修枝，到防治病虫害，她慢
慢地从一个花卉苗木小白成长为半个
专家。

2020年春，匡小莉在外面出差，由于
员工管理不当等原因，第一批栽植的100
多株三角梅幼苗全部枯死。匡小莉回来后，发现主要问
题出在培养土上，于是马上组织员工补救，用壤土、牛
粪、腐叶土、沙等重新做培养土，加入适量骨粉, 栽培时
将三角梅栽正，浇透水……由于补救及时、方法得当，4
亩多的三角梅栽植成功，当年全部售出。

目前合作社已引进近30个系列600多个品种的
名贵花木共700多万株，除了成品销售，还引来一批批
游客观光，产业涉及4个村庄。这几个村的产区变成
了景区，田园变成了公园，600多个劳动力实现了就近
就业，人均年收入达1.6万余元。“搞花木产业由于投
资较大，技术性强，目前虽然还没有纯利润，但这是一
个朝阳产业，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大做强！”匡小莉信心
十足。

去年，合作社新开发了“花海人家”民宿大院，今年
一开春，社员就在大院外修建湿地，用来开展摸鱼儿、
捉鸭子等趣味活动，“一年之计在于春，早点把这些配
套项目完善，我们这片花木基地，就真正变成看有看
头、玩有玩头的花博园了。”匡小莉高兴地说。

匡小莉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她要继续当好带头
人，带领合作社社员和周边的村民撸起袖子加油干，把

“蜀地花海”打造成“画里乡村”，助推当地乡村振兴。

▲ 近年，贵州
省岑巩县结合当地
工农主导产业，通
过“外引内培”等举
措，大力建设就业
帮 扶 车 间 ，创 造
2000 余个适合妇
女就业的岗位，帮
助 1000 多名农村
留守妇女实现了就
近就业。

图为近日岑巩
县的一家公司组织
新入职的妇女学习
生产技能。

杨俊 杨宝/摄

乡村善治善治

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三倍多，用水难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盼了多年

的活动场所建成并投入使用……

新农人新农人巾帼

草莓苗栽在钢质种植管槽上，架在1米高的架子
上；施肥、灌溉、调温控湿由各种传感器自动控制……
山东省烟台市农科院玻璃智能温室内，一项项“黑科
技”让人眼花缭乱。

烟台市农科院小浆果学科团队负责人苏佳明介
绍，他们采用最新的草莓省力化栽培模式，温室配备环
境智能控制系统和水肥一体化设备，代表了目前世界
上设施果菜生产最先进工艺。团队还开展了新品种选
育研究工作，筛选出了章姬、红颜等优良品种，作为烟
台地区设施大棚草莓生产的主栽品种进行示范与推广
应用，章姬草莓品种亩产量高达5150公斤，创造了章
姬草莓温室产量最高纪录。 （据中国农科新闻网）

““黑科技黑科技””助力草莓亩产万斤助力草莓亩产万斤

自2015年开始，甘肃省有关部门和单位着手研发
制种玉米去雄机，经过反复试验、改进，如今已研发出适
宜当地推广的自走式制种玉米去雄机，去雄率已经达到
95%，

据介绍，去雄是玉米种子生产的关键环节，目的是
把制种玉米的雄花去掉，促进制种玉米雌穗生长和玉米
籽粒的发育。长期以来，国内制种玉米去雄环节以人工
作业为主，并且去雄的有效时间只有1周左右，劳动强
度大。目前，我国制种玉米从播种到收获采用机械化作
业，比人工作业每亩节约成本达530元,大大提升了制
种农户、企业的生产信心。 （据新华社）

玉米制种机械化节本增效玉米制种机械化节本增效

▲ 2月21日，在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
贾寨镇贾寨后村，嘉丰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社
员驾驶镇压机进行麦田镇压保墒作业，以确
保夏粮丰收。 赵玉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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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小莉 (前)带领村民给红梅修剪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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