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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解决早稻生产中的难
点堵点问题

1826万亩以上！这是今年我省必须
完成的早稻栽插任务。早稻生产中的急
难愁盼事，就是93个宣讲团的头等大事。

4月28日，铜鼓县带溪乡东源村一些
农户向宣讲团反映：全村 1300 多亩良田
在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还差300余亩没
有全面完工，农户的秧苗还有几天就要栽
插了，村干部和农户多次与高标准农田改
造施工方商量，施工方都以天气为由，进
度一直迟缓，农户们非常着急、意见很大。

铜鼓宣讲团团长、省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农产品质量安全处副处长熊晨急了，让
村支部书记打电话给高标准农田改造施
工方负责人。几分钟后，高标准农田改造
施工方负责人赶到。经宣讲团成员耐心
做工作，促成施工方次日动工，并增加 5
台挖掘机，不管天晴下雨，抢抓时间，加快
进度，绝不误农时。

南昌市新建区厚田乡新洲村农民反
映，因早稻机插秧时间较迟，担心影响晚
稻的种植。宣讲团了解种植品种及育秧、
机插时间后，提出解决方案；南康区宣讲
团成员为种粮大户现场指导水稻种植施
肥机械的各类运用，建议对出现立枯病和
恶苗病的秧田尽快喷施恶霉灵等进行防
治；玉山县宣讲团成员走访时，发现双明

镇永久村部分田块缺水，立即查找原因并
联系分管县领导，县领导当即督促水利部
门尽快修通水渠……从政策到技术，从良
种到育秧，从栽插到管理，早稻生产的每
个环节，都牵动了宣讲团每位成员的心。

从今年 3 月中旬开始的早稻重点县
蹲点督导，到4月中旬开展的农业大讲堂
宣讲活动，我省压实粮食生产政治责任，
预计今年全省完成早稻面积 1826万亩以
上。

全力以赴排百姓之忧解群
众之难

93个宣讲团赴各地宣讲、服务期间，
正值春季农业生产关键期。一年之计在
于春，各宣讲团一改以往“我讲你听”的宣
讲模式，下沉农业生产一线，为广大农民
开展“点单式”、手把手、面对面技术服务，
将解决农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宣
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赣州市南康区由17名干部和专业技
术人员组成的宣讲团，把重点放在入户
宣讲和现场宣讲上，宣讲团团长、省农业
农村厅法规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通
过聊家常、话农事、谈农情、讲农技等方
式，和农民进行面对面交流。“这种‘把脉
问诊’的方式，可以针对实际问题‘对症
下药’。”只有深入农业生产基地、农业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一线，通过现场踏
看、查阅生产记录、谈心谈话的方式，才
能了解农业生产情况，帮助解决遇到的
技术难题。

信丰红瓜子是当地传统的种植品种，
历史种植面积最大时达5万亩，亩纯收益
保持在 1000 元以上。近年来，由于种质
退化，其品种抗病性、丰产性逐年下降，影
响了农民种植红瓜子的积极性。信丰县
宣讲团成立了红瓜子提纯复壮技术攻关
小组，联系育种专家帮助编写红瓜子提纯
复壮技术流程，落实红瓜子良种繁育基地
100 亩，挑选了责任心强、配合意识强的

种瓜户作为实验对照。一系列举措提振
了农民种植红瓜子的信心。

破解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
的难题

“省委一号文件指出，要走出一条具
有江西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上走前列。”5 月 6 日，寻
乌宣讲团团长刘宇围绕《学习一号文件
推进乡村振兴》，对2021年中央和省委一
号文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吸引了前
来听课的农民朋友。

省农业农村厅科教处负责人告诉记
者，随着“三农”工作重心全面转向乡村振
兴，今年省农业宣讲团聚焦“脱贫攻坚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主题，广泛宣讲《江西
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等政策法规，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破解发展难题。

金溪县宣讲团在宣讲“怎样结合乡村
振兴把乡村产业特色做强做大”时，台下
的马街村主任戴勇提问：他们村是个古村
落，曾是红四军驻地医院，是3A级乡村旅
游点，也是抚州市的研学教育实践基地，
为了打造特色旅游点，2017 年村集体流
转了村周边的680亩土地，但在运营过程
中碰到不少瓶颈。听说宣讲团中有来自
凤凰沟生态农业示范园的成员，他便邀请
他们到村里实地指导。

宣讲团成员到马街村调研后，建议结
合马街村古村落和红色文化底蕴，将旱地
规划栽种七彩油菜，既可增加土地收入又
可打造美丽的花海景观，一三产有效融
合，相得益彰；同时打造水稻“DIY（意为
自己动手制作）区”，将水稻种植与研学游
相结合，为孩子们提供从种子到秧苗，从
稻谷到米饭的全过程农事体验，既有利于
粮食生产又为园区提供了看点，增加了粮
食生产附加值。戴勇接受了宣讲团的建
议，说：“听了专家的话，我豁然开朗，下一
步就按这些建议去做！”

春去不远，芒种在即。一支支
特殊的宣讲团，活跃在全省乡村。
他们开设讲堂，为农民朋友讲述党
史故事；他们走村串户，宣讲中央和
省委一号文件精神；他们躬身田间
地头，为农民“锄”去春季农业生产
中遇到的烦扰和问题。

这93支宣讲团，驻村进户近一
个月，截至目前，我省共组织1217名
农业农村干部和专家，开展集中宣
讲 1090 场次，现场服务 4316 次，帮
助解决生产问题766个，把一桩桩实
事办到了田间地头。

这是省农业农村厅连续第四年
开展江西农业大讲堂下基层宣讲活
动。今年的宣讲活动，由省农业农
村厅、省文明办联合开展，每个宣讲
团负责1个县（市、区），至少有10名
成员，分别由省、市、县三级农业农
村系统干部、专家、技术人员组成。
与往年宣讲活动不同的是，今年的
宣讲活动，以学习宣传党史，宣讲新
思想、新政策、新文明、新技术“一学
四讲”为主要内容，将农业宣讲与党
史学习教育、新时代文明实践等活
动有机结合，赋予了新的内涵。

上图：宣讲团成员参加机插秧服务，
助力早稻种植扫尾补缺。

通讯员 钟 玲摄

左图：南昌市新建宣讲团成员指导专
业防治人员提醒无人机施药人员有关注
意事项。 通讯员 洪 桑摄

盛夏将至，丰城市乡村处处涌动着发展的热潮。
聚焦特色秀美乡村、着力镇村扶贫产业、扎实推进组

织建设……丰城市紧扣乡村振兴主题，上下同心、主动作
为，全市各乡镇呈现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村新画卷。

如何在推行宅基地改革，建设秀美新农村中，让村落
文化、厚重乡愁留住，成了丽村镇人一直思考的重要课题。

“秀美乡村建设中，我们一开始就注重与整个乡村振兴
大战略的衔接，跳出秀美乡村建设来抓秀美乡村建设。为
顺应乡村旅游、城郊游大势，丽村镇从三年前就开始创建旅
游风情小镇，将秀美乡村建设点纳入创建江西省旅游风情

小镇的大框架。注重挖掘各村特色，抓好保护性建设，探索
出一套长效管护机制，真正实现了‘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效果。”丽村镇政府负责人黄文艾如是说。

据了解，丰城在秀美乡村建设中，要求各乡镇摒弃贪大
求洋、大拆大建，深挖各村历史元素和文化元素，村村都彰
显出鲜明的文化特色，涌现出一个个独具魅力的“丽村”。

日前，笔者走进白土镇龙泰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只
见一片繁忙景象，“90”后女孩徐芳正在稻蛙田里照看养殖
的青蛙。如今，她的基地规模已达 600 余亩，从阳春三月
的百亩“七彩油菜花”到稻蛙、稻鳅等多种种养模式，成功
引领当地乡村振兴，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关键。丰城市注重选准产业，坚
持因地制宜、项目带动、区域特色、效益优先。截至目前，该
市蔬菜及食用菌播种面积32.07万亩，形成了以胡萝卜、藜
蒿、空心菜、红薯叶、大蒜、辣椒等为主导的优势品种产业。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针对乡村人才“引进难、流失
易”并存问题，丰城市着眼于夯实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积
极引导大学生专职村干沉下去、干起来。

科学精准“育”。通过建立大学生专职村干信息动态
管理库，摸清每名大学生专职村干的履历。将这些情况与
全市各村（社区）经济发展及人才需求状况进行双向分析
研判，有针对性地安排到乡村振兴、重点项目、信访维稳等
矛盾多、任务重、困难大的岗位接受锻炼。

严管厚爱“留”。出台“2+5”规定，前2年为聘用期，在
村工作满 2 年，考核合格的，统一招聘为乡镇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并继续在村工作至少 5年，满 5年后，按事业编制
人员正常提拔交流。目前，丰城市已有14名德才兼备、表
现优秀、群众公认的专职村干进入村党组织班子。

这里处处是“丽村”
熊 珵 聂军洪

远处青山如黛，层峦叠
嶂，眼前碧水潺潺，波光潋
滟。水库周边一道道荒坡
上早已植上了点点绿色。
这是记者日前在上饶市广
丰区饶丰灌区军潭水库看
到的一幕。

饶丰灌区骨干水源工
程以七星、军潭、关里、下
会坑 4 座中型水库联合进
行 灌 溉 ，渠 系 以“ 长 藤 结
瓜”的形状与灌片中的 17
座小（一）型水库、105 座小
（二）型水库及团结坝、芦
林坝、大王坝等多座引水工
程连接成一体。饶丰灌区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灌
区东西长 31 千米、南北宽
40 千米，灌区土地总面积
84.2万亩，耕地总面积 42.32
万亩，设计灌溉面积 32.3 万

亩 ，是 灌 区 群 众 的“ 母 亲
渠”。

据了解，灌区内灌溉水
量由 7 条干渠、68 条支渠或
干 斗 渠 输 送 ，渠 道 总 长
529.8 千 米 ，其 中 干 渠 长
140.1 千米，支干渠长 389.7
千米。自上世纪 50 年代末
动工建设以来，经过几代人
的不懈努力，饶丰灌区有力
地保障当地农业灌溉用水，
提高了抗灾减灾能力，为改
善灌区内生态环境作出重
大贡献。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
之年，饶丰灌区干部职工正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
态，更加团结和谐的干事氛
围，更加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以优异成绩向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饶丰灌区——

昔日荒坡展新颜
周平平 本报记者 游 静

本报讯（通讯员董蕾）日前，省农业农村厅深入推进“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赣服通”平台为依托，建立“江西省
农业农村厅服务专区”，上线涉及种植业、种业、畜牧业等 7 大
类，15项企业群众高频办理的行政审批事项，以及涉农法律法
规规章知识库，推进涉农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掌上办理”、办理
结果“掌上可查”、涉农法律法规“掌上学习”，让企业和群众随
时随地就能办成事、办好事。

在省农业农村厅办事服务大厅，线上服务专区还开通了电
子证照查询。办证人员可自行完成“兽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经
营许可证”等多项存量证照签发，输入企业信用代码或者关联
相应企业，即可查询对应的电子证照，企业群众不需打印，直接
手机亮证，进一步提升了政务服务便民化水平，为全省农业农
村经济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线上“农业农村服务专区”惠农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兴国讯 （通讯员黄明） 兴国县高兴镇高
湖村果农老丁种了 100 多亩脐橙，他最近发现园子
里有些植株叶脉发黄增粗。“到底是怎么回事？看
上去不像病”“是不是缺啥营养？”老丁始终不得其
解。

正当他一筹莫展时，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植
业技术推广应用处朱安繁和省科学院生物资源研
究所周华两位专家来到了老丁的果园里。经过实
地“体检”，专家给出了诊断结果并开出了处方：“这
些植株缺硼，可以叶面喷施 0.2%硼砂溶液进行矫
治。果园里还可以种点绿肥或者任其长点草。”朱
安繁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您微信扫码关注一下

‘江西省测土配方施肥系统’小程序，使用小程序里
的‘作物营养拍照诊断’功能，可以辅助进行营养诊
断和矫治，拿不准的时候随时在线联系我们。”

为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5 月
中旬以来，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植业技术推广应
用处、省科学院生物资源研究所的科技人员纷纷走
进兴国县田间地头，对农户施肥情况作深入调查，
为当地果农科学施肥提供技术保障。

兴国：果园来了营养专家

54 岁的邓志平是高安
市杨圩镇仙游村人。12 年
前，他是一个木竹加工厂的
老板。正当生意做得风生
水起时，一次偶然的事故促
使他改了行。

2009 年 7 月，邓志平到
外省采购原木地板材料，突
遇山体塌方，滚落的石头差
一点把车辆压瘪。惊魂未
定之际，邓志平向附近村民
了解情况。得知当地由于
长期砍伐，导致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严重。一语惊醒
梦中人。他不顾木竹加工
厂的红火生意和亲朋好友
的反对，果断关闭了加工
厂，改行做园林绿化。

万事开头难。邓志平
如饥似渴学习园林方面的
知识和技术，到江西农业
大学进修，取得了园林绿
化 工 程 师 职 称 。 10 多 年
来，邓志平的园林产业规
模越来越大。园林面积从

最初的几百亩发展到如今
的 1.5 万亩，花卉苗木品种
上百个。

2012 年，邓志平与江西
农业大学、江西林业科学院
合作种植猴樟树种，取得成
功。猴樟生长快、材质好、
树姿优美、四季常绿。种植
6年的猴樟，每亩效益5万元
以上。经过多年努力，邓志
平硬是将一片片残次林、一
座座荒山变成一片片猴樟
林。绿浪翻滚、鸟语花香的
园林景观吸引不少游客前
来游玩休闲。

2018 年，邓志平又投资
开发仙游谷森林旅游休闲
综合体项目。如今，公司已
由单一的花卉苗木产业向
森林旅游转型升级，成为

“全国苗圃50强”“国家林业
重点龙头企业”和“江西省
4A 级乡村旅游示范点”，他
本人获得了“全国绿化奖
章”荣誉称号。

邓志平：从伐木到造林
况庆林 张 婷

日前，南丰县桑田镇丰利山羊养殖基地内，养殖户正在
喂养山羊，查看山羊长势情况。近年来，南丰县积极调优农
业产业结构，通过政策扶持、创建品牌、开拓市场等措施，大
力发展山羊特色养殖，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袁 智摄

发展特色养殖

本报井冈山讯 （杨平
记者游静）5月27日，广东荔
枝 红 色 之 旅——“ 粤 品 进
赣 赣品入粤”活动在井冈
山市举行。

为深化粤赣两省农业
交流，探索“粤品进赣 赣品
入粤”合作新模式，我省与
广东省举行结对县农产品
推介签约仪式。井冈山市
（井冈红米）与汕头市澄海
区（狮头鹅）、吉水县（水南
腐竹）与徐闻县（菠萝）、遂
川县（狗牯脑）与高州市（荔
枝）、信丰县（脐橙）与化州
市（化橘红）、于都县（富硒
蔬菜）与惠来县（鲍鱼）、上
犹县（高山茶）与阳西县（程
村蚝）成功签约。

活动主办方在现场设

置了农产品现场推介环节，
来自赣粤两省的“名特优
新”农产品在这里亮相，在

“赣品”展示展销区，集中展
示了我省 11 个设区市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农产品出口
和品牌建设成果、“赣鄱正
品”品牌农产品、结对县特
色农产品以及“湘赣红”品
牌农产品。

“粤品进赣 赣品入粤”
活动由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共同
举办。活动以荔枝宣传推
介为抓手，以“线上+线下”
方式，着力推动粤赣两地农
产品市场互通，实现宣传资
源和市场销售网络互通共
享，助力两省农民增收致
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粤品进赣 赣品入粤

赣粤探索农产品销售新模式田间地头“锄”烦忧
——我省农业宣讲团“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江仲俞江仲俞

把流动大讲堂
办成农民的“服务队”

江仲俞

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明办联合开展
农业大讲堂宣讲活动，是推动落实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农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的有力抓手，是为群众
办实事的实际行动。

江西农业大讲堂下基层宣讲活动已
成功举办三年，今年的内容更丰富、形式
更鲜活、效果更明显，赢得了广大农民朋
友的点赞；把流动的大讲堂办成永远不
走的“宣传队”“引导队”“辅导队”“服务
队”，更是农民朋友的期盼。

今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
始之年，要借助农业大讲堂这一平台，广
泛宣传党的百年奋斗史，引导群众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围绕农业农村法律
法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等，把政策法规
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聚焦农业高质
高效，到田间地头和生产一线开展技术
服务，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促进农
民增产增收；围绕农民朋友的急难愁盼
事，与农民朋友聊家常、话农事、谈农情，
为农民朋友排忧解难，让农民朋友从农
业大讲堂中受益。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