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时评】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小岗村考察，并主持

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作出“三个坚定不移”的重要指示，希望

小岗村继续在深化农村改革中发挥示范作用，为小岗村和中国

“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小岗村干群牢

记嘱托、感恩奋进，不断推动农村改革闯出新路子、产业发展迈

出新步伐、乡村治理取得新成效，让希望田野焕发出乡村振兴

的勃勃生机。

从一声惊雷到多点开花，农村改革与时俱进闯新路。习近平

总书记在小岗村考察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矛

盾和问题，根本靠深化改革。45年前，小岗村18枚红手印按出

一道改革惊雷，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大幕。小岗村围绕处理好

农民与土地关系这条主线，不断推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

革，全面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

工作，巩固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红证书”给农民

吃上了“定心丸”，推动了适度规模经营，全村流转土地超七

成。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三变”改革，壮大集体

经济，连续6年给村民分红，累计金额达1400万元。成立乡村振

兴银行，设立乡村振兴基金，试点发放“兴农贷”“劝耕贷”，开展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不断探索农村金融改革，有效破解了乡

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大包干的“红手印”到确权颁证的

“红本子”再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分红利”，实现的是小岗人

红红火火的美好生活，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唯改革才

有出路，改革要常讲常新”。

从一花独秀到三产融合，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开新局。习近平

总书记在小岗村考察时强调，加快农村发展要紧紧扭住发展现

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大任务。小岗

村心怀“国之大者”，扛起政治责任，坚持在做好以粮食安全为

根本的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农业，推动一、二、

三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一产做优。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通过高标准农田治理实现“小田变大田”；通过“引水上岗”“引

淮润岗”等项目工程，不断优化农业基础设施；做给农民看，带

着群众干，帮助百姓赚，持续释放农业活力，实现小农户和现代

农业的有效衔接。二产做强。以小岗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为载

体，组建产业投融资公司，抢抓长三角绿色食品加工业（小岗）

大会契机，发挥小岗品牌优势，招商引资、园区建设齐头并进，

盼盼食品等先后投产，凯盛农业等陆续落地，构建“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绿色食品加工产业链初

现雏形。三产做旺。改革旅游管理体制，成立小岗旅游公司，

突出特质禀赋和独特资源，培育红色旅游、休闲观光、研学拓

展、教育培训、农村电商、金融等第三产业。小岗村初步形成了

以现代农业为基础，农产品加工为核心，农文旅、培训教育、电

商等为支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市场化格局。

从奔向小康到共同富裕，乡村和美宜居宜业逐新梦。习近平

总书记在小岗村考察时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以保障和

改善民生为优先方向。小岗村大力推进村民居住小区和配套设

施建设，村民全部住进小区，小区硬化、绿化、亮化、水电气网络一

应俱全。村集体为村民购买新农合、新农保、政策性农业保险

等，每位村民每年直接获益500多元。建立教育教学奖励制度，

每年发放奖补资金50余万元。积极推进智慧医疗覆盖，家庭医

生签约达100%。加强敬老院建设，开展“老年助餐”等暖民心服

务，提升养老保障水平。不断完善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机制，

充分发挥村民理事会作用，成立义务调解委员，逐步形成协商

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建设数字小岗平台，实现网格化管理、数

字化赋能、精细化服务。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依法治村

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与解决村民合理诉求相结合、与民主管理相

结合的有效途径。持续提升推广“美德银行”，推进移风易俗，

花小钱办大事，用小积分撬动大治理。小岗村构建了党组织领

导下的自治消化矛盾、德治春风化雨、法治定分止争的“三治”

融合体系，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新征程新起点，小岗村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总书记考察小

岗殷殷嘱托，时时把百姓装在心里，切切把责任扛在肩上，加快建

设创新小岗、美丽小岗、实力小岗、幸福小岗，走好党建引领、创新驱

动、产业带动、治理联

动、共同富裕的乡村振

兴之路。 （李锦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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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农业农村部再次召开小麦赤霉

病条锈病防控工作推进落实视频会，进一步调

度分析黄淮江淮西北小麦病虫害发生态势，对

当前小麦病虫害防控工作再动员再部署再落

实，全力打好防病虫保夏粮丰收攻坚战。

会议指出，目前江淮江汉冬小麦处于盛花

期，黄淮、华北、西北东部等地也开始抽穗扬

花，正是小麦赤霉病、条锈病防控关键期。气

象部门监测和专家分析，4月中旬以来，江淮北

部、江汉东部、黄淮海主产区降水偏多，田间湿

度大，温湿条件利于小麦赤霉病、条锈病侵染，

加之近期大风天气多，也利于病菌借气流、风

雨传播扩散。预计未来10天小麦主产区还有

降雨过程，加之气温回升，加大了小麦赤霉病、

条锈病暴发流行风险，未来10天是病虫防控关

键“窗口期”，防控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不能麻

痹松懈，不能贻误时机，要争分夺秒、全力以赴

做好防控工作。

会议要求，各地要把小麦赤霉病、条锈病

防控作为抓好当前夏粮生产工作的大事要事，

挂图作战、督战督办，在责任、资金、技术、服务

等方面协同发力，确保把小麦赤霉病、条锈病

防控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一是抓责任落实。

提高政治站位，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层

层压实防控属地责任，加强防控工作组织领导，

对发生情况、防控进度、资金投入等要实行日调

度并通报督促。二是抓资金落实。用好中央

已下拨的病虫防控资金，特事特办、急事急办，

抓好防控资金落实，确保时节到、作业到、资金

也到。三是抓专业服务。要全面摸清统防统

治组织和高效植保机械情况，创新购买服务方

式，大力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提高防控效果和

效率，确保喷防作业全覆盖。四是抓指导服务。

要落实包保机制，及时派出防控技术指导组和

科技小分队，帮助农民抓住防控“窗口期”落实

好防控措施，确保小麦条锈病危害损失率控制

在5%以内，赤霉病病粒率控制在2%以内。

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陕西、

甘肃等小麦主产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参

加会议。 （龙新）

紧紧抓住当前窗口期 坚决遏制小麦赤霉病条锈病发生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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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再次部署安排小麦赤霉病条锈病防控工作

近日，由中国农科院油料所选

育的高产、高油、多抗、短生育期油

菜新品种“中油早 1 号”在江西省

万安县示范点现场测产，油菜籽亩

产 达 175.7 公 斤 ，含 油 量 达

44.16%，生育期约 169 天，比当地

主推油菜品种生育期早5天，产量

增加26.5%，创造了三熟制模式下

短生育期油菜高产纪录，为破解南

方冬闲田三熟制生产瓶颈提供了

突破性品种支撑。

当前，我国植物油自给率仅

30%左右，在南方利用冬闲田发展

稻油多熟制生产是稳粮增油保供的

重要途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推行稻油轮作，大力开发利用

冬闲田种植油菜。但晚稻收获期不

断后延导致稻油轮作茬口紧、播种

期温度偏低，现有早熟油菜品种高

产高油与短生育期矛盾突出，出现

花期低温因结实性差导致产量不

高，在光温资源不足的地区生育期

仍达190天以上。因此，具有耐迟

播、耐寒、早熟特性的短生育期油菜

新品种缺乏，已成为制约我国冬闲

田有效开发利用的突出短板。

油料所王汉中院士团队在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中国农科院创新工程等

项目的支持下，针对上述问题，历经

6年技术攻关，选育出了短生育期

油菜新品种“中油早1号”。该品种

克服了高产高油与短生育期矛盾，

具有迟播、下苗期生长势强、冬前不

早花、冬后长势稳健、抗倒性和抗病

性较强、成熟期一致和适合机械化

收获等特性，在北纬 27 度生育期

170 天左右，越往南方生育期越

短。其中，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示

范点生育期仅156天。

油菜作为我国第一大油料作

物，占国产油料作物产油量半壁江

山，我国长江流域稻后可种植油菜

的冬闲田超过6400万亩，油菜扩面

积增产量保供给潜力巨大。据专家

估算，以亩产 175.7 公斤、含油量

44.16%估算，推动“中油早1号”等

短生育期油菜品种在我国冬闲田区

域应用，每年可实现增加油菜籽

1124.5万吨左右，增加菜籽油供给

496.6万吨左右，使食用植物油自给

率提高12个百分点左右。此外，通

过种植油菜还可培肥地力，促进主

粮稻米量质双升。 （李丽颖）

短生育期油菜 为南方冬闲田利用提供品种支撑

4月25日，宿州市砀山县玄庙镇三联村“一村一品”特色种植基地，200多亩大棚杏陆续进入成

熟期，果农忙着采摘“金太阳”大棚杏。近年来，该村大力实施“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战略，根据当地

资源禀赋、产业特点，形成了以“金太阳”大棚杏为主的特色设施种植产业，实现亩均收益2.7-3万

元，带动140余户群众增收致富。 通讯员 崔猛 摄

大棚杏丰收助农富大棚杏丰收助农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