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 搜狐新闻客户端 消费日报微信公众平台

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乡 村 振 兴

新闻热线：010-67609195 邮箱：xfrbzkb@126.com 总第8717期 第5776期 本刊第27期 2024年6月20日 星期四

宁夏以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建设
为牵引砥砺奋进，推进宁夏城乡山川协
调发展，实现了百万人口移民、百万人
口脱贫“两个百万”目标。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

2023年，全区一产增加值 428.1亿
元，增长7.7%，增速居全国第2位；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772 元，增长
8.2%，增速居全国第 5位。夏粮单产创
近十年来最高，粮食生产“二十连丰”，
生鲜乳产量跃居全国第 3位，瓜菜人均
占有量全国领先……

脚下，带着泥土的芳香，每一天都
是激情昂扬地行进，书写着致富的故
事。

心里，扎根坚定的信念，每个村都
在撸起袖子加油干，洋溢着奋斗的精
神。

滴滴汗水，张张笑脸，撸起袖子加
油干，致富的脚步永不停歇。

延链条增效益 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6月 11日，固原市原州区姚磨村冷
凉蔬菜基地，连片的蔬菜长势旺盛，空
气中洋溢着天然的清香。

远处，一栋栋漂亮的新式蔬菜大
棚，提升了蔬菜基地现代农业的成色。

村民姚文强刚干完农活，看着自己
种植的近 200亩蔬菜，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

“近几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种植技
术越来越好了，学会了育苗降低成本，
有机肥代替了化肥，无人机施肥订单式
种植，村上还扩建了冷库……”种植户
郭少玲告诉记者，现在蔬菜的品质提升
了，滞销的风险大幅降低了，农民收入
稳定增长。

“2023 年，全村人均年收入 23000
多元，位居原州区第一。”姚磨村党支部
书记程广锦介绍，村民们从以前的小打
小闹、土生土种已经发展到现在的现代
化种植，目前正努力向有机无公害方向
发展，打响姚磨村的“绿色”蔬菜品牌。

姚磨村的奋斗故事，书写了产业带
动乡村振兴的一个样本。

产业兴则乡村兴。原州区不断创
新新模式、新机制，以产业发展带动拓
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涌现出许许多多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样本、经验和典
型做法。

固原市延链强链，引进雪川农业集
团，打造马铃薯智能化生产车间，成为
国内出口冷冻马铃薯制品最多的企业。

“在原州区年加工生产冷冻马铃薯
产品30万吨，占集团冷冻马铃薯产品产
量的72%。”雪川六盘山食品(宁夏)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助力固原
市形成结构合理、链条完整的优势特色
马铃薯产业集群。

特色农业提质，全力推动农业高质
量发展。

“出台推进‘六特’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文件，创建葡萄及
葡萄酒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产业
集群项目覆盖‘六特’产业占比达三分
之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

宁夏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正不断完善：创
建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2个、现代
农业产业园 1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
县数量占比位居全国第五、西北第一，
奶牛存栏增速连续五年全国第一，肉牛
和滩羊饲养量增速全国领先。

“精深加工提档升级，实施农产品
加工提升行动，新增国家和自治区级产
业化龙头企业 75家，形成国家、区、市、
县四级龙头企业梯队，农业高质量发展
成效显著。”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2023年，“六特”产业全产业

链综合产值突破2600亿元。

优品质树品牌 特色农产品香飘四方

彭阳县的蔬菜大棚，西红柿长势喜
人。

“都说马无夜草不肥，现在我的西红
柿也吃上了‘夜草’，让我尝到了科技的
甜头。”村民张风有介绍，今年1月，宁夏
朗星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LED植物照明
技术在彭阳县海子塬设施农业园区进行
试验示范，在张风有的西红柿大棚安装
上了LED植物补光灯，给西红柿带来养
分，味道也更加鲜美。

近年来，彭阳县加大对农业生产领
域的科技投入力度，建成了标准化、智能
化、规模化的设施蔬菜产业基地，让种植
户及时掌握高产高效生产技术，以科技
赋能助力农产品“提味”，农民增收。

提升品质，打响品牌。宁夏实施农
产品品牌战略，构建“区域公用品牌+知
名企业品牌+特色产品品牌”协同发展格
局，累计培育特色农业品牌647个、区域
公用品牌20个，7个产品品牌进入中国
农业品牌目录，在全国授牌建设宁夏农
产品品牌店95家，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中
宁枸杞、盐池滩羊品牌价值分别跃升至
全国区域品牌百强榜第8、第11和第31
位。创建国家及自治区全产业链标准化
基地9个，灵武、盐池、泾源获批整建制推
进中国良好农业规范高质量发展试点
县。

品牌价值不断提升的宁夏农产品，打

开了一条条通向全国市场的“绿色通道”。
“紧盯农产品质优价不优、市场销

售不畅等难题，把产销衔接作为农业发
展的关键突破口，通过‘请进来’‘走出
去’，招引落地了一批合作项目，线上线
下并举，促进农产品畅销市场，推动‘宁
字号’农产品积极融入国内‘大循环’，
部分产品走向海外，实现了优产、优质、
优销的好成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我区已成功举办宁夏精品
中国行、全国知名蔬菜经销商走进宁夏
等系列推介活动 32场次，签约项目 496
项、金额75亿元。并获批国家级农业国
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 4个，新建阿联
酋、摩洛哥中阿农业技术转移海外分中
心。

促和美善治理 打造宜居宜业乡村

鱼肥水美宁夏川，稻花香里说丰年。
走进贺兰县宁夏稻渔空间乡村生态

观光园，绿树红花、禾苗摇曳，四五位农
民在田间补苗，七八只幼鸭在田埂上散
步，乡村田园美景跃然眼前。美丽的稻
渔空间不仅带火了乡村，更带动了周边
村民增收致富。

近年来，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
将自然生态和农业、渔业、休闲旅游以及
产品加工、销售、社会化服务等相结合，
以现代农业建设为核心，结合农牧渔业
生产和经营活动，“融”出了乡村振兴的
新天地，产业兴，乡村美。

高标准农田，在提升农田产出质效
的同时，也为美丽乡村建设添色不少。
全区依托高效节水农业“三个百万亩”
工程，融合了工程、农艺、信息等技术，
推广水肥一体化、旱作覆膜保墒等节水
技术，初步搭建“互联网+高效节水农
业”信息管理平台。

用好空气、好土壤、好水源、好农田
产出好产品。目前，我区 1镇 9村入选
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8个村
庄入围2023“和美乡村百佳范例”，宁夏
平原引黄灌溉农业系统入选第七批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产业振兴，乡村振兴，在努力建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的征程上，宁夏加倍努力，风雨兼程
壮阔行进。

（宁夏日报）

本报讯 （记者 许永军）6 月 12 日
上午，安徽省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
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会议在合肥召
开。会议主会场设在安徽省行政中
心，安徽各省辖市、县 (市、区)设分会
场。安徽省委书记韩俊、安徽省省长
王清宪、安徽省委副书记虞爱华，安徽
省领导张西明、张韵声、王翠凤、任清
华、覃卫国等出席。

此次会议主要内容是：全省坚持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万企兴万村”
行动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徽工作的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全面参与、突
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农民主体、
合作共赢，自觉自愿、市场导向，依靠科

技、鼓励创新，组织民营企业持续深入开
展“万企兴万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聚焦助力实施“千村引领、万村
升级”工程，以产业项目合作为重点，推
动民营企业、商会组织和精品示范村、省
级中心村结对共建，以点带面，全面推进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加快建设高质高效的农业强省。

会议通报了安徽省“万企兴万村”
行动工作开展情况，总结交流“万企
兴万村”行动经验做法，部署“万企兴
万村”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为打造“三地一区”、建设“七个
强省”提供坚强保障。

骄阳似火，麦浪滚滚。正值夏收时
节，在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高岭镇侯陀
村的麦田里，3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
作业。

“夏收结束后别耽搁，紧接着就要
种上夏玉米，多关注天气，浇水一定要
跟上。”田边，27岁的王佳柳细心叮嘱着
高优农业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黄晓松。

去年 6月，土生土长的望都姑娘王
佳柳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大
学生农业职业经理人，为周边 3个乡镇
5家农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提供农业科
技服务和专业技术指导。

“好不容易去上了大学，咋还回来
当‘农民’？”起初，父母怎么都想不明
白。王佳柳却很坚定：“我在农村长大，

学的是农业，现在还有好政策，回到家
乡也能作贡献。”

王佳柳说的好政策，是去年 6月出
台的《保定市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农业职
业经理人的实施方案》。保定市委组织
部人才处处长王洋介绍，根据方案，本
科生每月工资 5000 元、研究生每月
6000元，落户、购房、租房、交通等另有
补贴，同时还可享受企事业单位招聘、
职称评定等方面的支持。每名大学生
农业职业经理人至少要联系5家农业企
业或合作社，每月至少到企业工作 15
天。

去年8月，王佳柳正式上岗，从校园
到田间，一开始还有点不适应。她参加
培训，跟着老农技员一起下乡入田，很
快和种植户们熟络了起来。

“要不是小王，去年我这损失可就
大了！”去年，望都县出现强降雨和短时
大风天气，王佳柳给黄晓松帮了大忙。

“当时地里积水有 20多厘米，出现了地
面径流。小王带着我们排涝，及时进行
农业生产补救。”此后，黄晓松的农田里
一有需要，王佳柳总会迅速赶到现场。

“这让我心里倍感踏实。”黄晓松说。
和黄晓松同样倍感踏实的，还有环

京周边蔬菜生产基地的负责人熊永奇：
“来了一个每天‘钻’大棚的大学生，没
想到还真‘钻’出了一个数字化管理系
统。现在我们的蔬菜都有‘身份证’，在
市场上卖得越来越好！”

每天“钻”大棚的，是毕业于河北农
业大学的大学生农业职业经理人尚小
凤。去年上岗后，她通过对京津市场进

行调研，开始尝试建立追溯码系统：通
过把所有的打药记录，连同蔬菜生产地
点、生产时间、上市时间及保质期等生
产信息上传至网站平台，形成追溯码，
让每一件农产品来源可查，在确保食品
安全的同时大大提升了基地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

帮助农户解答种植难题，指导企业
建立智慧平台……丰富的理论知识正
在广袤田野上开花结果。如今在保定，
像王佳柳和尚小凤这样的大学生农业
职业经理人共有240名，来自全国60余
所高校的涉农专业。

“大学生农业职业经理人充分发挥
专业特长，在灾后恢复农业生产、提供
生产技术支持、宣讲农业产业政策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王洋介绍，截至目
前，全市大学生农业职业经理人先后提
供技术服务1756次，解决农业生产技术
和经营管理问题 528个，提出合理化建
议579条。

（人民日报）

6月15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乡村音乐会在浙江省建德市三都镇

镇头村文化礼堂举行，来自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师生为村民

即兴演出并对村民乐队的演奏进行专业指导。这是建德市委宣传

部和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人文乡村·艺术乡建”合作的首场乡

村音乐会，同时也是三都镇2024乡村音乐学校开班仪式。

近年来，浙江省建德市积极推进艺术乡村建设，选派文艺、文

化领域的专业人员到有需求的乡村服务。建德市三都镇积极响应

文化特派员制度，以乡村音乐学校为载体，深化与杭州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合作共建，通过专业院校老师的指导，带领群众主动参加文

艺活动，培育农村的文艺骨干和文艺爱好者，不仅丰富了乡村居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图为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学生（右一）在三都镇镇头村指
导村民进行空灵鼓、葫芦丝合奏。

（新华网）

宁夏推进乡村振兴全力擘画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安徽省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

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会议召开

河北保定组建大学生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

村里来了“钻”大棚的大学生

浙江建德推进艺术乡村建设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
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要求，统筹抓好自然资源要素保
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力支
撑。

摸实情开良方，构筑政策制度体系

为统筹资源要素，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广西针对性组织开展调
查研究，聚焦用地保障难点堵点问题和乡村产业发展新需求，将调
研成果转化为政策文件，形成自然资源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
制度体系。

2023 年，广西先后出台《强化乡村振兴用地保障若干措施》主
文件和《关于强化村庄规划编制实施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等 3个
配套文件，明确强化村庄规划编制实施、降低设施农业用地成本等
措施，建立健全政策制度体系，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的内生动
力。

2024 年起正式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首次
明确村庄规划可作为农用地转用审批的依据，并增加耕地保护和
粮食生产激励机制，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制度保障。

抓规划强保障，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广西积极发挥村庄规划对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持作用，鼓励各
地结合实际大胆探索，积极推广“数据共享+技术赋能+多方协同”
的低成本、实用性、简易型村庄规划编制新模式，最大程度降低编
制成本，提升编制效率。202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协调
落实 1.93亿元自治区财政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支持村庄规划编
制，村庄规划编制费用由平均每个行政村 33 万元降低至 17 万元，
全区累计完成 6300个行政村“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

在用地保障方面，2023 年，单列下达 33 个脱贫县 1.98 万亩用
地计划指标，并要求各设区市每年单列不低于 5%的计划指标，保
障乡村建设和产业用地需求。指导各地充分利用未纳入耕地后备
资源的荒地、园地、林地、工矿废弃地发展设施农业，2023 年完成
5021.08亩设施农业用地上图入库。启动 15个县（市、区）“农地入
市”试点工作，挖掘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潜力，盘活农村集体资
产。

在农村群众资源资产权益保障方面，深入推进农村房地一体
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2023 年实现权籍调查 100%全覆盖，符合房
地一体登记发证条件的宅基地登簿率达 90%以上。积极开展清理
规范林权确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国家级试点和自治区级试点探
索，依申请颁发林权类不动产权证书 1.5 万本。目前，全区延伸至
乡镇（街道）、村（社区）的登记服务网点超 2500 个，实现农村不动
产登记“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少跑快办”。

注资金配项目，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广西注重发挥行业政策优势，加大资金、项目等支持力度，通
过一系列举措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2023 年，广西通过补充耕地指标交易调剂和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为脱贫攻坚后续扶持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筹措资金 56.93亿元；持续推进砂石土净采矿权出让，完成出让 36
宗，成交金额 43.22亿元，直接服务于乡村全面振兴 3.25亿元；扎实
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 46个县（市、区）273个行政村（社区）实
施试点项目 62个，下达奖补资金 5.54亿元。

广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积极开展地质灾害防治。
2023 年，全区统筹中央及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 2.975 亿元，实施地
质灾害工程治理和搬迁项目 128个；累计完成监测预警设备安装 2970处，受益人
口达 6.4万人。

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宣传中心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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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6月12日上午，安徽省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会议
在合肥召开。

宁夏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将传统种植业和乡村旅游业有机融合，走出了
一条致富增收的三产融合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