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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粮仓底气足

粮食，一头关系着百姓民生，一头

连着国家安全。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持续增强

粮 食 等 重 要 农 产 品 供 给 保 障 能 力 。

2024 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迈上 1.4 万

亿斤新台阶。2025 年“丰景”如何？

春风拂过黄河两岸，阳光洒向苏醒

的麦田。越冬的麦苗犹如一片青绿色

地毯，随风摇曳。

雨水节气已过，冬小麦进入水肥管

理的关键时期。望着自家几十亩麦田，

河南省邓州市文渠镇李洼村村民孔海

瑞一脸轻松。眼前，自走式打药机正展

开机械臂来回穿梭，喷洒除草剂。

“快了打不到害草，慢了会浪费农

药 ，这 个 机 器 喷 洒 均 匀 ，比 人 工 更 靠

谱。”孔海瑞说，“种田有了好帮手，今年

又会是个丰收年！”

孔海瑞的信心，来自麦田里长势良

好的麦苗，也来自 20 公里外的邓州市智

慧农业中心，“我们麦田的‘大脑’就在

那里”。

一个月前，该中心通过卫星遥感监

测，发现孔海瑞等 12 家农户的麦田中叶

面积指数低，属于弱苗麦田。该中心立

即派出工作人员，指导村民及早浇水追

肥，促弱转壮，降低冻害风险。

作为河南省首批成立的县市级智

慧 农 业 中 心 ，邓 州 市 智 慧 农 业 中 心 运

用物联网、传感器、图像识别等技术 ，

可 以 精 准 高 效 地 开 展 土 壤 环 境 监 测 、

气 象 监 测 、虫 情 监 测 等 工 作 。 孔 海 瑞

算 了 一 笔 账 ：受 益 于 该 中 心 大 数 据 平

台 ，去 年 他 家 的 农 田 每 亩 每 季 增 产 超

100 斤。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近年来，我

国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今年中

央一号文件围绕“米袋子”“菜篮子”“油

瓶子”等，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这再

次表明，必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始终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依靠科技创新，中国饭碗装了更多

中国粮。除 19.29 亿亩耕地外，广袤的

森林、草原、海洋 ，处处蕴藏着食物资

源。

早春二月，山东省荣成市浩瀚的海

面上，一轮初升红日映红海天。此时，

荣成市俚岛湾海洋牧场的渔民们已乘

着小船，穿梭在海面上。

荣 成 市 是 我 国 重 要 的 海 带 养 殖

区。气温刚刚回暖，当地渔民就开展海

带春管、贝类养殖、浮漂更换等海上生

产作业。远远望去，行进中的舢板，在

海洋牧场上“犁”开一道道浪花，呈现出

一派“海上春耕”的繁忙景象。

从荣成出发，沿着海岸线向南数百

公里，有一片“海上菜园”。近日，在江

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数万亩紫菜喜获

丰收。趁着晴好天气，渔民们加紧收割

紫菜。

在 当 地 ，立 春 后 收 割 的 紫 菜 被 称

为“春菜”，因口感鲜嫩，深受消费者喜

爱 。 除 了 鲜 食 ，这 些 收 割 上 来 的 紫 菜

大 部 分 将 被 运 往 产 业 园 ，进 行 统 一 加

工。一张张紫菜经过“塑形 ”后 ，销往

全国各地。

纵横阡陌间，中原大地小麦返青，

北国黑土地上泥浪翻滚，江南水乡春意

盎然……一处处“大国粮仓”生机勃勃，

良种良法良机良田深度融合，全方位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

产业增收日子旺

每到春季，趁着花还未开，人们采

摘蒲公英嫩芽，蘸上东北大酱，丝丝苦

味伴着黄豆酱的香甜，令人回味无穷。

吉林省安图县十骑村村民王昆没

想到，自己童年记忆中的蒲公英，如今

成了增收致富的“金苗苗”。

2008 年大学毕业后，王昆成为村里

第一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一次偶然

的机会，他发现家乡随处可见的蒲公英

药用价值高，当地村民常将其根晒干泡

茶饮用，有消炎去火之效。

“ 长 白 山 区 积 温 低 ，黑 土 地 水 分

足，生长的蒲公英品质优良，制成的蒲

公英根茶口感醇香 。”王昆说 ，经过市

场调研，他以蒲公英根为原料，加工成

特 色 茶 饮 ，并 经 常 参 加 全 国 各 类 展 会

进行推销。

订单接踵而至，王昆乘势创立蒲公

英生产专业合作社，带领当地村民开展

蒲公英种植。如今，王昆的合作社探索

出蒲公英种植、加工、经营服务的全链

条产业模式，吸纳 500 多位村民就业，年

加工量 1000 多吨。此外，合作社还收购

富有东北特色的香菇、木耳、榛子等，这

些农特产品经过加工、打包、装箱后，成

为全国各大超市货架上备受消费者青

睐的东北“土特产”。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

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着力

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对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作出部署。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大江南北，

万 千 乡 村 ，孕 育 出 各 具 特 色 的“ 土 特

产”。农业农村部相关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累计认定绿色农产品、有机食

品 6.8 万个，培育 3000 多个区域公用品

牌，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收入

超过 18 万亿元。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

农产品“走出”山乡，销往全国各地。

以农业为基础，不少乡村产业走出

一条融合之路。“农业+文化”“农业+旅

游”“农业+康养”等新业态不断涌现，成

为村民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一朵牡丹花，一座菏泽城。山东省

菏泽市素有“中国牡丹之都”的美誉，当

地 农 民 培 育 牡 丹 花 ，并 开 发 出 牡 丹 籽

油、牡丹花蕊茶、牡丹护肤品等一系列

产 品 ，走 出 一 条 溢 满 花 香 的 产 业 振 兴

路。

在“中国工笔画之乡”菏泽市巨野

县 ，工 笔 牡 丹 画 成 为 农 民 增 收 的 新 密

码。走进巨野县洪庙村农民绘画专业

合作社，十几位农民画师正伏案创作，

提笔勾勒、层层晕染间，一朵朵雍容华

贵的牡丹花跃然纸上。

“农忙时伺弄土地，农闲时画画牡

丹 ，一 年 收 入 不 少 ，比 之 前 在 外 打 工

强！”农民画师王桂芹介绍，巨野县书画

院时常调配专业画师进村开展培训指

导，经过一段时间培训后，村民可独立

完 成 工 笔 画 作 品 ，再 由 合 作 社 统 一 收

购。

合作社的订单从何而来？“花瓣层

层叠叠，错落有致，仿佛微风拂过，便能

闻到那淡淡的芬芳……”在巨野书画一

条街，53 岁的合作社负责人姚树昭，正

通过手机直播介绍画师新创作的工笔

牡丹画。“网络直播不仅提高了合作社

的知名度，也收到不少绘画订单。”姚树

昭说。

城乡融合添活力

从浙江省临海市市区向南行驶 7 公

里，便来到江南街道香年溪片区。沿溪

踱步，可以在溪望大乐园里喝上一杯“稻

田咖啡”，在萌宠牧场与梅花鹿、土拨鼠、

羊驼等亲密互动，还可以在乡村创意空

间寻一件茶盏、一个摆件……一条香年

溪串起 6 个行政村，一步有一景，一村一

特色。

3 年前，这里还随处可见破旧的老

屋、散落的瓦片和杂草丛生的院落。“临

海的产业基础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但在乡村振兴领域，缺少与临海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相衬的亮点和样板。”临海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坦言。

当地经过调研发现，该片区村庄原

始风貌保存较好，环境清幽，交通便利，

“一小时高铁圈”可辐射到杭州、上海等

地，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2022 年 5 月，一个“一溪六村”整体

联建工程应运而生。该工程打破“单打

独斗”做法，探索片区组团发展，涵盖水

利、交通、农田和智慧系统等建设内容。

如今一到周末，曾经的“空心村”吸

引众多周边游客前来休闲娱乐。沿溪

各村以“租金保底+股份分红+共富基

金”实现村集体增收超百万元，村民以

“股金+租金+薪金”实现人均年增收近

万元。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向 乡 村 延 伸 ，助 力

农村实现现代化；改建后的美丽乡村，

成为城市居民周末休闲的好去处。香

年 溪 片 区 的 成 功 ，是 一 场 城 与 乡 的 双

向奔赴。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必然要求。”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

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说，我国人口众多，

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是客观规律。

当前，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对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意义重大。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作为“千万工

程”的发源地，在 20 多年的实践中，浙江

省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如今的浙江

城市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村

（居）委会为圆心，在“城市步行 15 分钟、

乡村骑行 15 分钟”服务半径范围内，居

民就能享受到看病、养老、上学等公共

服务。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今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通篇体现了改革的

精神，可以说是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部署的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任务的具体落实。”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

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不少业内专家表示，坚持城乡融合

发展，需要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工农之

间顺畅流动，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让

农民过上更加富裕美好的生活。

田 畴 沃 野 沐 春 风
—从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看“三农”新图景

■本报记者 于心月

写在前面

春来万物生。广袤沃野上，一幅充满希望的美丽乡村新画卷展开——
田间地头农机隆隆作响，奏响丰收“序曲”；“四季村晚”烟火气浓郁，吟

唱幸福生活；农家院里游人熙熙攘攘，共赏乡村美景……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2月 2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

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对外发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第 13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央一号文件，承载亿万农民
美好期待，传递了强农惠农富农的鲜明信号，描绘了 2025年“三农”工作任
务书、路线图。

春风作雨化为田，滋养的是农田，更是心田。放眼未来，农村天地广
阔，农业大有可为。

2月 18日，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遮镇曼拉村，农民在田间起秧。 新华社发

亲历者说

湖北省赤壁市伙铺镇安丰村村民田淑娴在田间进行直播带货。近年来，安

丰村依托本村特色产业，开设线上店铺，通过直播等形式探索丰富多样的农产

品销售渠道，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直播助农

军装在身，把青春热血挥洒在军

营；脱下戎装，初心不改冲锋在富民强

村一线。

2019 年，我来到山东省沂水县西

墙峪村担任党支部书记。6 年时间，西

墙峪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蜕变

成“省级乡村振兴重点村”，我也在和

村民的朝夕相处中收获良多。

我出生成长在沂蒙精神诞生的地

方，打小听得最多的就是一个个鲜活

的红色故事。上大学时，部队来学校

征兵，我第一时间报名参军，圆了“军

旅梦”。5 年的部队生活，磨砺了我的

意志，也坚定了我退伍返乡、回报桑梓

的信念。

2019年，临沂市出台面向退役军人

选拔农村党组织书记的政策，我通过公

开招考成为西墙峪村的党支部书记。西

墙峪村地处沂蒙山区腹地，村民主要靠

种植生姜、地瓜等为生，全村只有一条不

到 3米宽的土路。如何带领村民过上好

日子，这是我任职之初思考最多的问题。

“这个‘外来书记’能当好家吗？”

面对村民的疑虑，我暗下决心：一定要

干出一番成绩，让村里变个样！

上任第一个月，我带领村“两委”成

员挨家挨户走访调研，掌握村里的基本

情况，听取村民意见。西墙峪村是远近

闻名的“抗日堡垒村”，抗日战争时期是

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机关、鲁中军区司

令部所在地，许多开国将领在村里战斗

生活过。村里还保留着战争年代的藏

兵洞、野战医院、将军旧居等。

我和村“两委”成员商量，准备把村

里闲置房屋改造利用起来，依托村里红

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既能带动集体经

济发展，也能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有了想法后，真正行动起来却困

难重重。村里许多老人传统观念根深

蒂固，认为房子是自己的根，对改建房

屋一事比较抵触。我再次带着村“两

委”成员入户走访，还带领村民到外村

参观学习，拓宽视野。

一些新农人带头在村里建起民

宿，生意日渐红火。看着思路可行，不

少村民慢慢打消顾虑。我也争取到上

级资金支持，对村主干道进行硬化亮

化。如今的西墙峪，农家乐开了 8 家，

旅游旺季时“一桌难求”。

2024年，我们依托第一书记学校为

村里有意向的村民开展电商培训，助力

特色产品“走出”大山。到了年底，村里

的姜、芋头、板栗等农产品成为炙手可

热的伴手礼。看着村民的腰包渐渐鼓

起来，我打心底里为他们高兴。

革命战争年代，西墙峪讲大局、作

奉献，是标杆；新征程上，西墙峪是乡村

振兴的齐鲁样板。时过境迁，沂蒙精神

依然在为这片热土带来无尽的力量。

我想，自己有责任讲好这里的故事。

我拜访村里老人、红军后代，将西墙

峪村的红色故事整理出来，建成西墙峪

红色记忆馆。场馆里既有影像、历史文

献等资料，也有将军后代捐赠的革命文

物。如今，我担任场馆解说员，希望将西

墙峪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沂蒙精神

传得更广、传得更远。

（张兴、赫英杰采访整理）

广 阔 天 地 建 新 功
■山东省沂水县西墙峪村党支部书记 王成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