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时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

新气象”。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

容，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推

动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一起抓，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

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

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借力传统文化，健全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一方面，充分发

挥群众的集体智慧，激发调动群众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深化村民自治实践。

另一方面，切实保护好农耕文化遗产，深入

挖掘其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淳化民风中

的重要作用。同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

互融互促、优势互补，通过自治让群众有参

与的热情，通过法治让乡村振兴有坚强保

障，通过德治在春风化雨中润泽人们的心

灵。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有助于推动广大

群众成为乡村治理的参与者、乡村振兴的

受益者。

传承乡村文脉，展现乡村生活新面

貌。蕴含优秀传统文化的乡风乡情、家

规家训、民俗技艺等，是乡土环境孕育的

民间瑰宝，是乡村文脉的现实体现。传

承乡村文脉，需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建

设，推动公共文化资源重点向乡村倾斜，

丰富农村文化业态，提供更多更好的农

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需要探索统筹

推动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发展的具体方

式，推进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

发挥县级公共文化机构辐射作用；需要

开展移风易俗行动，组织文明村镇、星级

文明户、文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激活植根乡村的文化资源，不

断培厚文化土壤，既塑形又铸魂，才能让

群众生活更加有滋有味。

深挖文化资源，激发乡村振兴的创造

活力。深入挖掘农村地区的优秀传统文

化，促进文化资源与其他产业相融合，提高

文化的附加价值。实践中，一些地方通过

与企业合作，盘活当地戏曲、服饰、美食、民

俗等文化内容，实施产业化发展，打造乡村

文化旅游精品，形成具有地域特征和文化

韵味的特色经济；一些地方提炼乡村自然

资源的文化价值，通过发展农村手工业、乡

村文创等，让传统村落焕发新生、农业遗迹

重现活力、文物古迹活跃起来，为文旅产业

发展提升品牌内涵和文化意义。立足乡村

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

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不断赋予其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

式，就能持续释放乡村文化的内在魅力、增

强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

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要

绵绵用力，下足功夫。立足实情、因地制

宜、顺势而为，以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

举措，提振农民群众精气神，孕育农村社会

好风尚，就一定能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

兴新篇章。

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宁阳

第三十四届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开幕
本报讯（张培奇 王帅杰）7月6日，第34届

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在河南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431家企业参展，成

为国内外相关企业进军中原畜牧市场的重要

平台。

本届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主要由四部

分内容组成：一是国内知名企业参展；二是展

销优良种畜禽、畜牧龙头企业、屠宰加工企

业、乳业加工企业、地方优质畜禽产品、养殖

企业、饲料及添加剂、兽药及生物制品、畜牧

机械和畜产品加工设备等上万个品种；三是

展示畜牧业新技术、新成果、新项目，开展多

种形式的技术转让和贸易洽谈；四是重点举

办招商引资、高峰论坛、专题技术讲座和报告

会等活动。

作为农业大省、畜牧业大省、农产品加工

业大省，近年来，河南省大力推进畜牧业转型

升级，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优质畜产品生产和

加工基地。2021 年，全省畜牧业总产值达

2942亿元，肉、蛋、奶产量分别为641万吨、446

万吨、212万吨，肉、蛋、奶产量以及猪牛羊禽饲

养量均居全国前列，其中，2021年全省生猪存

栏4392万头、出栏5802万头，是全国第一生猪

调出大省；农产品加工业已发展成为万亿级产

业，涌现出了双汇、牧原、三全等一批全国知名

品牌，河南省正在加快从“国人厨房”向“世人

餐桌”迈进。

据了解，第34届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由

河南省家禽业协会主办，河南省养猪行业协

会、河南省肉类协会等单位协办。来自全国25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31家企业参展，其中

省外参展企业占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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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辉南县周长霞出售：天麻、人参。

电话：13894578182

山西永济市师俊贤出售：蟠枣苗、接穗。

电话:13835994522

陕西富平县郭宏波出售：莲藕系列产品。

电话：15829660762

安徽庐江县江先生出售：绿茶。

电话：13856595551

陕西西乡县贺金家出售：香菇、茯苓等菌种。

电话：13892605513

陕西咸阳市范仲仪出售：富硒新茶。

电话：18091784421

安徽合肥市严先生出售：重阳木。

电话：13170276110

【农品交易台】

“没见过辣椒长得这么好”“在家门

口就有钱赚”……6月24日，在东至县大

渡口镇安全村410亩辣椒基地内，30余

位村民正在采摘，翠绿细长的辣椒挂满

枝丫，令人心生欢喜。

“辣椒全年可以采摘四五茬，亩产

3500公斤左右，产值约9000元。”安徽省

徽黔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步兵

告诉笔者，基地的辣椒可以从6月中下旬

采摘到10月底，共吸纳200余人务工，带

动村民土地流转和务工增收160多万元。

“我和老头子在基地做工有一阵子

了，目前收入1万多元，日子滋润着呢！”

谈起小辣椒带来的收入，65岁的吴桂莲

喜不自禁。

安全村曾是大渡口镇唯一的贫困

村，2018年在该镇党委政府的帮扶下，

以党建为引领，依托项目资金，盘活了

300亩村集体土地种植大棚蔬菜，带动村

民务工增收。2021年，村级集体经济收

入达到35万元，荣获2021年“安徽省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安全村党总支书记鲍文丽告诉笔

者，今年年初，大渡口镇引进安徽省徽黔

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跨村联建、村企共建、

产销互融等方式，打造600亩辣椒产业基地，探索

“辣椒产业联盟”之路。

该村以“党组织+项目+公司+基地”模式发展

410亩辣椒基地。此外，多渠道整合财政涉农资

金，新建辣椒烘干车间及仓储库租赁给公司，村集

体经济年增收17.5万元。

“预计今年村集体经济可以达到75万元。”鲍

文丽说。

今年以来，东至县将安全村辣椒基地作为该县

乡村振兴创业园进行创建，带动农户经营发展辣椒

基地4100亩，预计全年辣椒总产值近4000万元。

“依托‘两强一增’行动，我们将全力做优一

产、做强农业二产、做活农业三产，积极推进绿色

食品、有机食品认证，致力将东至打造成华东、华

中地区辣椒集产中心。”东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姚胜义告诉笔者。 （通讯员 丁满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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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全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生活，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顺利完成2022年度城乡

医保目标任务，六安市霍邱县夏店镇立足抓

早，快速行动，城乡医保应收尽收。

夏店镇人民政府明确全镇及各村城乡居

保征缴任务，参保缴费工作设立集中缴费期

为3-6月份，序时进度要求是3月底前达到

30%，4月底前达到60%，5月底前达到90%，

6月底前全面完成年度参续保缴费任务。

镇村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踊

跃参保、持续缴费；坚持实行个人缴费银行

预存代扣制，引导参保群众持本人银行存

折、卡、网上银行、微信等方式缴费，不得由

经办人员代收代缴保费，镇村干部要为参保

群众提供便捷服务。

落实个人账户权益告知制度，强化监督

管理，防范参保过程中潜在的风险点；做好参

保及到龄人员补缴申报工作；按月开展新增

到龄人员待遇申报工作，确保符合领取待遇

条件人员养老金发放率达100%；强化城乡

居保基金风险防控管理，按月做好自然减员

人员核销工作，通过数据信息比对、结合日常

服务掌握情况，完成本年度领取待遇人员静

默认证工作，防范冒领、重领现象发生。开展

城乡居保业务系统数据质量提升工作，定期

对到龄未核定、待遇暂停、发放失败等数据进

行清理，切实提高参保人员基础数据质量。

夏店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城乡群众养

老保障稳，参与乡村振兴干劲足。

（金其华 付梦林）

“三明确”抓城乡居保，稳保障促乡村振兴
霍邱县夏店镇——

7月10日，安庆市

岳西县来榜镇来榜大

桥宛如一条巨龙穿越

河流、田野，飞架在两

端的山腰上。安庆市

岳西县地处大别山腹

地，近年来，当地不断

加强对山区公路的建

设、运营和管护力度，

统筹实施提质和“瓶

颈路段”改建工程，构

建布局合理、衔接顺

畅 的 综 合 立 体 交 通

网。让山区公路成为

乡村振兴路、特色产

业路、生态旅游路和

增收致富路。公路、

桥梁穿越村庄、农田、

山川之间，构成一幅

幅美丽壮观的画卷。

通讯员 吴均奇 摄

““特色路特色路””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