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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今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
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把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千万工程”实施以来，乡村
变得更美丽，乡风变得更文明。一
些地方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
设，使得乡村文化创意、产品与服
务屡屡“破圈”，既显著提升了乡
村文化产业的含金量，丰富了乡
村群众物质与精神生活，涵养了
文明乡风家风，又极大增强了乡
村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在“千万工程”引领下，农业
科技创新的战略布局正在不断优
化。随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不
断完善，特别是大数据、5G、人工
智能的快速发展与不断普及，科
学技术已经突破了城乡边界、地
域界限，使得科研在地、技术在
场、专家学者时时参与农业生产
成为现实，城市高校、科研院所的
专家学者与新农人、新农业广泛
联动、深度契合。科学研究与农业

实践的双向互动，推动了包括现
代信息技术在内的一众科学技术
广泛应用于农村、农业的各领域、
各环节，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亮点频出，少人或无人农场在多
地破茧而出，万亩田园“一人一
键”屡见不鲜。生产管理专业化、
分工垂直细分化、消费远程可视
化、产业行业整合化的农业现代
化态势已经显现，低成本、低耗
能、高效能、高质量的智慧农业
发展喜人，农业农村数据智能前
景已然可期，农业科技支撑乡村
全面振兴的效能逐渐放大。
“千万工程”造就的万千美丽

乡村，深刻重塑了农村人居环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居
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已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
取向和现实路径。多地围绕家园、
田园与资源谱写绿色华章，在持
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一
体化推进乡村生态保护修复，加
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的同
时，着力构建“生态 + 科技型”新
生产模式、培育“生态 + 简约型”

新生活方式。以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绿色发展新动能，做强做大
乡村全面振兴中的生态经济“蛋
糕”；以绿色生活、绿色消费新样
态，做深做实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如今，良好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乡
村全面振兴中最普惠也最实惠的
民生福祉。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
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内涵不断深化的“千万
工程”，是实现乡村增美、增绿，农
民增收、增福，高质量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关键引领与康庄大道。
在新的发展阶段，更需要凝聚包
括情系家乡的专家学者在内的各
方智慧与力量，广泛增强乡村全
面振兴的共同体意识，依托新农
人的根本性主体作用，树立更多
“千万工程”新航标，让广袤的农
村大地成为亿万人民幸福美好的
生产生活家园。

（据《光明日报》 作者：沙
勇，系南京邮电大学高质量发展
评价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千万工程”为引领 高质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月 18 日，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孙梅君在鹤壁市淇滨区、淇县调研，强
调要坚持创新驱动引领，加快乡村产业
振兴，深化基层平安创建，为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河南实践贡献力量。

在鹤壁科创新城和淇县生物科技企
业、智慧农业产业园，孙梅君详细了解科
技创新、农产品精深加工、设施农业发展
等情况。她指出，要紧紧扭住创新这个
“牛鼻子”，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大力
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
立足农业资源优势，聚焦农业强省目标，
强化科技赋能，协同推进农产品精深加
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高农业
比较效益和竞争力。要抓好现代设施农
业发展，不断强化国产技术装备升级改
造，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要推动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让百姓吃得更
丰富、吃得更安全、吃得更健康。要大力
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千方百
计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当前，正值春
耕备耕大忙时节，要因地因苗抓好春季
田间管理，夯实夏粮丰收基础。

在淇滨区钜桥镇综治中心、周园村，孙梅君与基层党
员干部深入交谈，了解人民调解、平安创建等情况。她强
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三零”创
建，建好综治中心平台，用好“中心吹哨、部门报到”工作
机制，建强调解队伍，畅通诉求渠道，耐心释法明理，真心
排忧解难，确保群众诉求得到及时回应、矛盾纠纷得到有
效化解，提升基层治理工作水平。 （据大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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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华界牌乡
积极引导村民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产业，通过政策
扶持、技术培训等方式，
推动特色产业不断发展
壮大，全乡 12 个村均都
有了自己的特色产业。

走进同汇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的食用菌厂房
内，一排排菌棒整齐陈
列，工人们正在其间穿
梭，熟练地采摘新鲜的平
菇，或将其打包好后放入
冷库待售，或将其烘烤制
成干货进行初加工。目
前，同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现生产有平菇、黄金
菌、鸡肉菌 3 种食用菌，
年产量达 400 多万斤，产
品远销到广东、海南等
地。
“我们这个厂子总共

是 4个车间，3个菌棚，一
个食品加工厂，每年可以
有 1000多万的收入。”同

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办
公室主任黄喜芝告诉记
者。

在生产鲜菇的同时，
同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扩大经营建立了瑶小二
品牌，将食用菌加工成辣
椒酱、豆豉酱等各类农副
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不仅为公司带来了巨大
的效益，也为周边村民提
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会，
实现了增收与务工的双

赢。
“周边一些不想出

去、务农的，又想在屋里
照顾老人、带小孩的都可
以来我们厂里头。”同汇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黄喜芝说道。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让界牌乡特色产业蓬
勃发展。除了食用菌产
业，粮油小镇建设也初显
成效，成功打造了“稻—
稻—油”和油茶低改示范

基地。同时，生猪养殖也
成绩斐然，年出栏生猪达
12万头，界牌温氏种猪场
获国家级无疫小区称号，
还引进了贵州英澜桑叶
公司，推进蚕桑产业发
展，为当地经济注入新的
活力。这些产业的兴旺发
展，大幅提升了村集体的
经济收入，更为当地百姓
开辟了多元化的增收途
径，让乡村振兴的成果惠
及广大民众，实现产业兴
旺、生活富裕的美好愿
景。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

步开展好湘商回归行动，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充分
利用好我们闲置的土地
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做
强我们已有的优势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界牌乡
党委书记雷永说道。

（据今日永州）

江华界牌乡：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为贯彻落实全国组织部长
会议、全省组织部长会议精神，
打造一支讲政治、有能力、敢担
当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3 月
11日至 15日，全省村“两委”委
员乡村振兴专题培训班在河南
新乡干部学院举行。

培训班上，来自省委党校、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的专家，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推

进基层治理和基层治理能力现
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内
容进行专题教学，深刻分析重
要意义、深刻内涵、思路举措
等，为学员指明了工作重心，提
供了方法指导。

在现场教学环节，学员们
走进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获
嘉县位庄乡后渔池村、新乡县
翟坡镇东大阳堤村，来到村史

馆、文化长廊、研学基地等，现
场观摩支部建设、产业项目、人
居环境改善等情况，聆听优秀
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治理乡村的
创新做法，实地感悟勇于开拓、
敬业奉献、一心为民的精神力
量。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义乌市城西街道何斯路村党总
支书记何允辉、辉县市冀屯镇

党委书记赵化录等“领头羊”代
表也来到学员中间，为大家“传
经送宝”，分享各自在提升党支
部组织力、壮大村集体经济和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等方面的
经验做法。学员们积极提问、
互动交流，一问一答间思路更
清了、办法更多了、信心更足
了。

在研讨交流环节，学员们

纷纷表示，此次培训的政治性、
思想性、指导性都很强，要将培
训成效转化为武装头脑的新收
获、指导实践的新思路、推动工
作的新举措，实现思想素质、综
合能力、担当精神新提升，努力
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
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
垒。

（据大河网）

3月 19日，新田县中山街道组织
干部职工到源头村开展植树造林活
动，为乡村振兴增添“生态绿”。

植树现场，干部职工和志愿者们
干劲十足，大家三五成群，挥锨铲土、
栽种树木、培土围堰、提桶浇水……在
相互协作、紧密配合下，活动现场呈现
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一棵棵
树苗在大家的精心种植和浇灌下更显
精神，迎风挺立。经过一上午辛苦劳
作，栽种的 400棵树苗，在阳光中散发
着勃勃生机，形成一道“生态绿”的靓
丽风景。

此次义务植树活动，不仅进一步
增强了大家的凝聚力、团队精神和合
作意识，还进一步提高了生态环保意
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家纷纷
表示，种下的不仅仅是一株株树苗，更
是一片片树林与希望。（据今日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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