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时评】

正值返乡高峰，浙江某工业社区开通

“爱心摆渡车”，集结 30 多辆爱心车为返乡

职工提供“点对点”接驳服务，畅通厂内务

工人员的回家路，让许多在此务工的外地

人倍感温暖。一些务工者表示，节后还会

来此务工。

看似举手之劳，何以有如此效果？事实

上，不少用工厂区都位于城郊地区，自宿舍

去往火车站、长途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往

往需要先坐公交再换乘地铁。更遑论过年

回家时离开厂区的务工者多是大包小包，即

便是从宿舍到最近的公共交通站点，可能只

有两三公里的路，但带着行李步行太远，高

峰期打车也不太方便。这短短的一段路，给

盼着尽快返乡团圆的务工者造成了诸多不

便。因此，这样的接驳服务可谓是做到了务

工者的心坎上。

值得欣慰的是，根据笔者看到的消息，

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开展这样的“温暖返乡

路”服务活动，温暖着返乡务工人员的心。

有的地方为返乡务工人员送上爱心礼包，里

面多是归家途中可以吃的食物；有的地方帮

助遭遇购票难的返乡务工人员购买机票、车

票；有的地方免费送车票，把返乡务工人员

从市级客运站送到县里，打通“最后一公里”

的亲情距离。

平时，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者拼搏在异

地他乡，在为自己的美好生活奋斗的同时，

也为保障城市和经济有序运行作出巨大贡

献。受疫情影响，过去两年春节，很多外来

务工人员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选择留在

务工地过年，有些人在过年期间也不停工，

保障城市有序运转。今年，疫情防控措施进

一步优化调整后，不少外来务工人员迫不及

待地想要与家乡的亲人团聚，踏上返乡之

路。对此，用工地设身处地为之着想，提供

更多的便利服务，也是让他们更感受到城市

的温情。

过去，每逢春节过后，不少用工地的企

业、社区都会组织“欢迎返岗”活动，有的是

报销路费，有的是开车去接，有的是夹道欢

迎。其实，对用工地而言，“欢送回家”与“欢

迎返岗”同等重要。城市留人，需要“用薪”

也需要“用心”。有回家过年的“送一程”，让

外来务工者在这里有幸福感、归属感，才能

有节后返岗的“下一程”。期待看到更多暖

心举措，为外来务工者提供更多便利服务，

照亮团圆的归途。 （郭元鹏）

“欢送回乡”与“欢迎返岗”同等重要

笔者从1月16日举行的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3年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3年中国农业

科学院要以高质量全方位支撑农业强国建设

为统领，以“抓改革、优布局、强统筹、提能力”

为总体要求，一体部署推进全院科技、人才和

教育工作，持续打造国家农业科技战略力量，

更好发挥农业科研国家队的“领头羊”作用。

2023年将加快推进六大领域科技创新，着力在

种业创新攻关、耕地保护利用科技创新、农机

装备补短板、农业生物安全研究、农业绿色发

展技术供给、乡村发展科技支撑等领域加大工

作力度。

六大领域科技创新的具体部署是：一是强

化种业创新攻关，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鉴定

利用，挖掘重大价值基因，培育优异新品种，

加强生物育种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选育

南方多熟制作物新品种，加快畜禽良种化和

大动物品种国产化，加快实现重要种源自主

可控。二是强化耕地保护利用科技创新，在

“护黑土、肥旱地、阻酸化、保水田、改盐碱、强

设施、挖潜力”方面下功夫，突破关键技术，提

供系统解决方案，打造示范样板。三是强化

农机装备补短板，聚焦粮食装备智能化、棉油

装备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薄弱环节和区域

生产装备全面化，研发新型农业设施装备，推

进戈壁设施农业试点，构建适应国情农情的

农机装备体系。四是强化农业生物安全研

究，系统开展外来物种入侵、植物病虫草害、

畜禽疫病、微生物耐药性、生物技术环境安全

等风险因素的监测预警、快速检测、综合防控

和战略研究。五是强化农业绿色发展技术供

给，围绕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投入品科学使

用、产地环境清洁等，研发推广绿色低碳种养

技术和产品。六是强化乡村发展科技支撑，

研发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技术，研究数字乡村治

理和乡村科学规划。

据介绍，中国农业科学院将推进“举院抓

大事”改革，加快优化学科布局和科研力量布

局，加强人、财、物等科技资源统筹配置，加强

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攻关，加快科

教、科产融合发展，扩大农业科技国际交流与

合作，提升支撑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

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整体能力。

（李丽颖）

中国农科院今年推进六大领域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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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央组织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印发《农民参与乡村

建设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指南》），对完

善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机制进行部署，规范了

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程序和方法，为广泛依

靠农民、教育引导农民、组织带动农民共建

共治共享美好家园提供了工作指引。

《指南》强调，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落实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要求，

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全过程、全环节推动农民

参与，使农民内生动力得到充分激发、民主权

利得到充分体现、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引

导广大农民用辛勤劳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逐步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指南》明确了组织动员农民参与村庄

规划、项目建设和设施管护的工作要求，对

涉及村庄规划、建设、管护等乡村建设重要

事项，应履行“四议两公开”程序，组织农民

充分讨论，引导农民共议村庄规划、投身村

庄建设，充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

督权，优先支持村“两委”动员能力强、群众

参与程度高、投资投劳意愿足、利益冲突化

解好的村庄实施项目建设。

《指南》提出，各地应将组织农民参与作为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举措，加强组织领

导，推进人才下乡，创新投入机制，将农民对参

与方式的知晓率、项目实施的参与率、项目质

量的满意度作为项目立项、资金拨付、竣工验

收的重要指标。广泛开展“我的家乡我建设”

活动，引导农民群众由“要我参与”向“我要参

与”、“要我建”向“我要建”转变。 （龙成）

印发《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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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繁花食锦”年货

节上，电商企业主

播在直播间里为当

地特色农产品直播

带货。年货节上有

当地各类特色农产

品和经典旅游名小

吃，丰富的特色年

货吸引了众多市民

前来选购，有力地

促进了农民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肖本祥 摄

年货节助力乡村振兴年货节助力乡村振兴

国家乡村振兴局等七部门——

“看看这用玉米芯和棉籽壳为原料种

出的黑平菇，像不像盛开的花儿一样，不仅

品相好，而且产量高，每公斤批发价在两块

五左右，搁旺季每公斤都能卖到6块多

呢！”日前，在萧县大屯镇瓦房村雪枫农作

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蘑菇大棚种植基

地，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纵华魁自

豪地说。大棚里，工人们正将摘下来的蘑菇

放入菌堆间小轨道上的车筐里，然后装车，

准备销往县城各大超市及江苏徐州等地。

2018年底，瓦房村在市县有关部门帮

扶下，通过银行贷款、争取乡村振兴专项发

展资金等途径，筹资116万元，率先建成瓦

房村果蔬基地，共10个大棚。2021年，瓦

房村党支部领办建起了雪枫农作物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对先前的基地进行扩建，将

蘑菇大棚增加至30个，总占地面积达35亩。

“2018年，俺村集体收入才6.1万元，

通过发展蘑菇产业，2021年达到了71万

余元。照目前的行情，这30个大棚，每棚

能收入4万多元，一季子下来，整个基地

就能让村集体收入增加100多万元！”提

起蘑菇产业发展，纵华魁感慨地说。

发展蘑菇产业，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

入，也间接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这两年我

一直在蘑菇种植基地干活，每天工资按件计算，多

劳多得，每月能挣2500块钱左右。”该村脱贫户、

50多岁的王美英说。目前，全村像王美英一样在

基地就业的村民有80多人，从当年8月一直干到

第二年4月，平均每人能收入2万余元。

“以前种植黑平菇，都是购买外地的菌种菌袋，成

本高，从2022年起，我们申报了县秸秆综合利用试点

项目，开始利用小麦秸秆和玉米芯等原料来培植菌种

菌袋，并在高楼村建设了洁净接种车间、生产车间、菌

包生产线、智能恒温培菌车间、标准食用菌示范大

棚。如今，通过自繁菌种，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

加工的菌包还销往全国各地，形成了产业链。接下

来，我们将在全镇推广蘑菇分散种植模式，把加工出

的菌包分配给周边农户，菌菇收获后再统一销售，助

力各村企业走得更远，帮助农户致富增收。”大屯镇党

委副书记王忠峦表示。 （张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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