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7月8日 星期五 主编 罗文胜 责编 史玉根 美编 张影CHINA WOMEN’S NEWS 乡村振兴6
villagewomen@163.com

新风貌新风貌新农村·

兴农富民富民

villagewomen@163.com

每块耕地都有人守护每块耕地都有人守护
河
北
省
秦
皇
岛
市
北
戴
河
区
推
进
美
丽
庭
院
创
建

千亩荷花开千亩荷花开 游客纷纷来游客纷纷来

农
家
女
抖
起

农
家
女
抖
起
﹃﹃
文
艺
范
儿

文
艺
范
儿
﹄﹄

■ 潘江平 文/图

“包书记真是好样的！在我们村一干就
是4年。群众遇到什么困难、村里的工作有
什么难题，她都会帮助解决。”在贵州省黄平
县旧州镇白纸桥村，提起驻村第一书记包会
恩，村民和村干部都竖起大拇指夸赞。

包会恩是贵州省黄平县妇联机关干
部，2018年，44岁的她被选派到百纸桥村
担任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员兼包片网络
员。2021年上半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
胜利，包会恩驻村工作任期也结束了，就

在许多人以为她要卸任回城时，她却选择
继续留下来。

“我在这里待了三个年头了，对这里
的情况很熟悉，和村民有了很深的感情，
开展工作也比较顺利，与其让单位其他同
志来，还不如我自己再坚守几年。”回忆当
初的选择，包会恩用轻淡的语气说。

百纸桥村曾是一个贫困村，贫困发生
率达21.46%，脱贫任务比较艰巨。驻村
后，包会恩挨家挨户走访调查，对每户村
民家里的情况，几乎了如指掌。两年多的
时间里，她与村干部们一道，为群众排忧

解难，积极带领村民发展产业，促进村民
增收，全村所有贫困户顺利脱贫。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后，包会恩深感肩
上的担子更重了。她深知要防止脱贫户返
贫，并且避免发生新的贫困，就必须发展乡
村产业，让所有村民持续增收。白纸桥村
拥有2000多亩水田和1000多亩旱地，主
要种植水稻和玉米等传统作物，收益一直
不高。如何结合当地实际发展特色产业，
成为包会恩驻村工作的一件头等大事。

2021年上半年，刚刚上任的包会恩就
向县农业农村局争取到150亩的稻田养鱼
项目，县农业农村局免费提供鱼苗，乡村
振兴驻村工作队和村党支部负责联系农
技人员进行指导，并落实产品销路。在包
会恩和村干部们的动员和引导下，100户
农户率先实施，每亩投放鱼苗40余斤。当
年秋天，每亩出产200余斤稻花鱼，很快销
售一空，每户试养农户平均增收6000余
元。今年，包会恩决定在去年的基础上增
加150亩种养面积。

白纸桥村的稻田灌溉水渠由于年久
失修，很多地方出现了堵塞或渗水，如果
再不整修，就会影响水稻种植和稻田养
鱼。去年下半年，包会恩多方化缘，最终
争取到40多万元的援助款和项目资金。

今年春天，资金尚未完全到位，专业工
程队迟迟未进场，包会恩心急如焚。她一
边催促有关人员落实资金，一边组织驻村

工作队成员和村里的部分党员干部先干了
起来。她每天到现场指挥。在她的带领
下，大伙儿齐心协力，为工程打下了基础，
终于抢在春耕之前完成了灌溉水渠的整
修。

往年，村里大部分稻田在秋收之后就
进入冬闲。为了让闲置的土地产生效益，
去年秋季，包会恩和驻村工作队队员动员
村民在自家承包农田里种植油菜。90余
户村民响应，一共种植了300亩油菜。由
于油菜品种选得好，又实行了科学种植，
今年初夏，油菜籽大获丰收，种植户共增
收30余万元。村民喜滋滋地说：“包书记
又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增收门道，今年我们
准备扩大种植面积。”

今年初夏，百纸桥村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在包会恩建议下，村里决定在村道两
旁的荒山空地种植油葵。村里一时拿不
出资金购买油葵种子，包会恩自掏腰包垫
付了7000多元。“油葵出油量高，长成后既
可美化环境，又可获得不错的经济效益。”
包会恩告诉笔者，今年，他们试种了30亩
油葵，如果成功，明年再扩大种植面积，形
成一道美丽景观，吸引游客来观光，带动
乡村旅游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发挥妇女‘半边
天’的作用，加快特色种养产业的发展，为
百纸桥村的全面振兴贡献巾帼力量。”包
会恩信心满满地说。

包会恩包会恩：：脱贫不脱贫不““卸甲卸甲””整装再出发整装再出发

安徽省天长市加大对耕地的保护力度，创新开展定制购种、农资配

送、在线培训、直播答疑等服务，助力春耕和“三夏”——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丽婷
■ 陈秋菊

盛夏时节，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
河区西古城村，一排排、一户户美丽庭
院掩映在绿树、鲜花之中，戴河水从村
旁缓缓流过，润泽着村落。

近年来，西古城村把美丽庭院创
建工作融合到全村的总体规划之中，
提出“八小”（每家配备小导游、小卖店、
小歌厅、小乐园、小动物，让人感受到小
温馨、小文化、小情调）和“三化三心”
（绿化、亮化、文化，开心、热心、童心）的
建设标准和要求，采用“订单”和“点单”
的方式为各家统一采购大型绿植和花
卉，装饰庭院内部环境，一些美丽庭院
还被打造成民宿，用来接待游客。

在已有的文化夜市基础上，西古城
村还把文艺元素“植入”美丽庭院，利用
闲暇时间举办乐器培训班，打造特色音
乐小院。许多村民特别是美丽庭院的
女主人积极参加培训，每个人都学会了
两三种乐器，能弹奏五六十首曲子。

村民张凤清家的既是民宿，又是
音乐空间站。村里的“民间乐手”们经
常在她家演奏古筝、钢琴、萨克斯、葫
芦丝等乐器，小院里洋溢着欢乐的笑
声。“80后”郭海燕除了在家里办卡拉
OK，还发挥年轻人的优势，发抖音宣
传推介村里的美丽庭院和民宿。村里的“民间乐手”们
组成了一支乐队，经常参加村里组织的演出，给游人们
献上精彩的节目。

每年，村“两委”都会组织“优秀党员”“优秀十星文
明户”“优秀村民代表”“优秀致富能手”和“好儿媳、好邻
里”等“四优两好”评选活动，激发村民文明新风建设争
先创优的积极性。村妇联还以妇女讲习所、妇女微家等
为阵地，用各种形式引领本村妇女和家庭成员培养健康
向上的兴趣爱好，提升综合素质，培树良好家风。

“如今，我们村的妇女们不仅能持家，而且越来越时
尚，越来越文艺了，在她们的打理和经营下，村庄和农户
的庭院变美了，引来了游客，带来了经济效益。”西古城
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天艾自豪地说。

从驻村工作队员到驻村第一书记

在位于山东省阳谷县张秋镇东义和村的特色养殖
合作社里，几名妇女利用孔雀羽毛制作工艺品。

近年来，当地通过“党支部+合作社+返乡创业能
人+脱贫户”模式，引导村民发展特色养殖、工艺品加工
等产业，并形成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带动农村妇女
及脱贫户实现家门口灵活就近就业。

秦鑫 吴传来/摄

让珍禽羽毛生金让珍禽羽毛生金

巾帼行动巾帼行动乡村振兴·

山东省阳谷县发展特色养殖和加工

■ 刘传福 李悦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连日来，四川省
泸州市江阳区泰安街道咀阳村上千亩荷花迎风绽放，吸
引周边游客来荷花基地赏花、拍照。

咀阳村距中心城区仅6公里，有着几百年的种藕历
史。近年来，泰安街道瞄准农旅结合发展的思路，以财政
补贴的方式鼓励村民大面积栽种观赏性荷花和经济性荷
花，既促进了农民增收，又吸引了游客。

“截至目前，全村6个社栽种了4000余亩荷花，其中
咀阳村核心区就有1500亩。”咀阳村党总支书记杨朝华
介绍，“到了周末，荷花基里经常都是两三千游客，有时候
停车都有点困难。”

荷花开了，游客来了，不仅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发展，
还拓宽了农民致富的路子，促进了家门口就业。

“自从荷花基地打造好以后，我家栽种的番茄就再也
不愁卖了。”村民张正德是当地的菜农，不仅栽莲藕，每年
还种6亩番茄。因为番茄品质好，深受游客青睐，家门口
就销售一空，年收入5万余元。

荷花基地还带动了当地的农家乐和民宿的发展。据
介绍，下一步，村里将做大莲藕产业，对莲藕进行深加工，
在临山的位置种植季节性可观赏农作物；在尽量维持居民
住宅原建筑的基础上，打造既宜居又宜商的“荷美集市”。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咀阳村鼓

励村民栽种观赏性和经济性荷花，打

造荷花基地——

粮安天下天下

■ 宣金祥 李振龙 范正磊 文/图

“三夏”时节，安徽省天长市的乡村大
地上，到处都是抢收抢种的场景，一台台
收割机穿梭在金色的麦田里，一台台插秧
机来回奔跑，身后播下片片新绿。

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主产
区，天长市主粮面积超过118万亩。今年，
该市继续加大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杜绝耕地
非粮化，同时创新开展定制购种、农资配送、
在线培训、直播答疑等服务，助力春耕和“三
夏”（夏收、夏种、夏管），确保粮食稳产高产。

打“耕保”牌，违法用地“双清零”

“今年全市违法用地存量、增量实现
了双清零。”天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
长、市田长办主任王玉华介绍，今年，天长
市三级田长积极行动，确保每一块耕地都
有人守护，都能种上粮食。

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是天长市
多年来的一项重要工作。近年来，该市加
大耕地保护力度，建立市、镇、村三级“田
长制”协作机制，制定了各级田长责任田
分布图，将耕地保护任务落实到责任人，
还聘用2000多名村级网格化巡查员，加
强巡查监管，打通耕地保护“最后一米”。
去年，该市率先建立智能实时监管平台，
提升耕地智能化监管能力，违法用地、违
法占用耕地比上年分别下降 45.8%、
33.7%，被列为滁州市耕地保护工作先进
典型案例。

天长市许多村民在附近工业园的企
业务工，没有时间耕种，有些村民宁愿薄
种薄收甚至让自家的农田闲置，也不愿意
流转。近年来，天长市支持、鼓励种粮大
户流转更多耕地，实行适度规模化经营，
村干部和村级田长积极协调，说服无暇或
无力耕种的农户将自家的耕地流转出来，
让种粮大户种植。

万寿镇忠孝村陶开银是当地有名的
种粮大户和庄稼把式，几年前流转了320
亩土地种粮。去年12月，他想再流转部
分耕地，扩大种植规模，但和几家农户谈
了几次都没有谈成。村党总支书记、村
级田长王寿山得知此事后，上门做通相
关农户的工作，最终以双方满意的价格，
帮陶开银流转了45亩农田。流转合同刚
签好，陶开银就在新流转的农田里施下
有机底肥，种上蒲芹、荸荠和茨菇等季节
性水产作物。

今年3月，陶开银收获了水产作物，随
后全部种上水稻。“种水产作物赚了2万多
元，农田也更肥沃了，估计今年的水稻产
量不会低。”尝到种粮甜头的他希望村里
帮他再扩大种植面积，王寿山一口答应想
办法将村里剩下的30多亩零散的边角坡
地流转过来。

“坚守耕地红线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基
础，我市三级田长履职作为，确保了每块

耕地都有人守护、有人种。”王玉华说。

打创新牌，种田高效又轻松

“今年，我们种植的稻种是团购的，都

是优良品质，而且比单独购买省了不少
钱。”冶山镇高巷村稼农农场主陈宏平介
绍，今年，他和村里另外7个种粮大户团购
了“丰两优香一号”杂交稻，比市场价低
12.5%。

过去，市面上的麦稻品种繁多、杂乱，
种粮户凭经验自己选择粮种，常因粮种与
当地小气候和土质条件不适应，造成粮食
产量低、品质差。另外，由于种植户各自
选种，难以形成品种规模种植，粮食加工
企业也不愿意上门收购，稻谷常常出现卖
粮难、卖不上好价钱的情况。

2020年起，天长市实行定制购种服
务。年初，市农业部门安排农技人员深入
各村，调研当地环境小气候和土质变化情
况，精心挑选适合当地种植的优质水稻品
种，向种粮户重点推荐，种粮户共同商议，
确定品种和团购数量。过去种粮户各自
为政、选种不当的状况逐步改变。

据介绍，今年，天长市共推荐了11个
水稻品种，种粮户团购稻种35万公斤，共
节省购种开支约210万余元，种植面积超
过110万亩，比去年增长3.24%。

“定制购种非常好，实现了品种大面
积统一种植，产品适销对路，加工的粮食
能卖出好价钱。”天长市华云米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张海云说。

与往年不同，今年春耕和夏收夏种，
组合作业的智慧农机更多了。在旋耕机
翻耕过后，底层土壤被轻松切割打散，杂
草和虫卵被翻出灭杀，地表变得既平坦又
松软；开沟机、播种机驶过，种子被均匀地
撒在一条条标准深度的直沟内；无人机平
稳飞过，在农田上空喷出雾状药水……

“精密播种大大提升了种子发芽率和
成活率，无人机喷药，效率比人工提高了
17倍。智慧农机的大量投用，种田比以前
更轻松了。”天长市丰仓机械种植合作社

理事长张建昌介绍，现代农机一天可完成
150余亩土地耕耘、160余亩土地开沟、
100余亩播种；无人机一天可完成500余
亩喷药，极大地缩减了作业时间。

据介绍，目前，天长市共有智慧农机
5500余台套，农业机械化耕作覆盖率达
98%。

打保障牌，护航生产求精准

“今年春耕夏种，本以为疫情期间物
流配送跟不上，买不到足够的化肥农药，
没想到头天下的订单，第二天农企专干服
务队就把订的农资送上门了。”金集镇益
民村种粮大户翁基龙说。

原来，今年上半年，天长市依托“村企
联建”平台，将全市所有涉农企业党员干
部，分类组建成60支农企专干服务队，分
区域协调农资采购、物流配送、植保服务
等工作。农户网上订购，农企专干“点对
点”配送到户。农户足不出村就可以买到
所需的农资，约到植保服务。

除了农企专干服务到村到户，近年，
天长市委组织部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在
农村挖掘了50名农技“土专家”，他们当
中既有生产型、经营型的，也有技能带动
服务型的。市里组织他们为种粮户开展
在线培训、直播答疑，另外，还就近就便
分配农技专员帮带农户，进村入户指导
农户机械化耕耘、无人机喷药、智能农机
使用等，共1800余户种粮户和其他村民
受益。

春耕和“三夏”期间，天长市纪委监
委还组织多个监督检查组，紧盯农资供
给、农业技术服务、涉农补贴资金发放等
环节，进行跟进式监督，督促各职能部门
落实惠农政策和生产保障措施落地落
实，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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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市永胜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90后”赵永玲驾驶插秧机作业。

天长市丰仓机械种植合作社在进行植
保飞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