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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银川 12 月 2 日电(记者陈晓虎、靳
赫)宁夏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素有
“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近几年，蓬勃发
展的现代农业为当地农村发展助推动力，增添
活力，尤其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塞上
大地春潮涌动，农业农村领域不断推陈出新，绘
出一幅乡村兴旺美丽的崭新画卷。

生态种养催生“稻田革命”

宁夏平原，黄河由南向北流动，宛如玉带，
这里沟渠纵横、稻香鱼肥、瓜果飘香。今年春耕
前，记者曾来到宁夏贺兰县通义村采访，当时村
里正大规模改造稻田，田旁新修围式鱼塘、有机
蔬菜长廊等。

“村里通过成立合作社、鼓励农民以土地入
股等方式实现了土地规模化经营，试验推广稻、
鱼、蟹、蔬菜共生互补的有机稻生态种养模式。
改造稻田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通义村支部书
记马瑞宁说。

通义村还创新销售模式，发展有机水稻“认
种”，将农田分割成若干片区，由企业、城市家庭
认领片区土地的收获权。去年，客户在通义村
“认种”一亩地，需交 3000 元“认种费”，平时田
里农活由村里的合作社完成，田里产出的有机

大米、有机蔬菜和生态鱼等农产品全部配送
上门。

这种模式很快获得市场认可。今年，通义
村每亩地“认种费”增加到 3600 元左右。“每
亩地年收益平均翻了一倍，而且有订单，稻米
不愁卖。”宁夏荣辉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
长荣辉告诉记者。

在宁夏，通义村的成功并不是孤例。近年
来，订单农业、认种认养农业、土地入股、统种
分管等农业经营新模式在宁夏农村遍地开
花，在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的同时，推动农业
生产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发展有好
势头，我们干事也更有劲头。”马瑞宁说。

职业农民“让获得感托起成就感”

从春播、秋收到冬灌，宁夏灵武市鑫旺农
业社会化综合服务站负责人王海刚时常奔波
在田间地头。当地农民把近 8000 亩耕地托管
在他的农业服务站，在保证颗粒归仓之前，王
海刚丝毫不敢大意。

“农民每年为每亩地支付 750 元托管费，
地里的活我们全包，还保产量、保质量，农民
只等庄稼种出来卖钱就行。通过我们牵线，农
民还和一些粮食加工品牌企业签收购合同，

收益更加稳定。”王海刚说。
王海刚的服务站里有不少农技专家，还

配备了各种大型农机具，生产中节本增效效
果显著。“我们一天能平整上千亩土地，并且
通过水稻精量穴播技术，每亩地可以少用十
几斤种子，直接节约 30 多元成本。同时，由于
农资统一采购，还能享受到批发价的优惠。”
王海刚说。

这中间的实惠农民看得见。“我家的 20
亩地全托管了，委托服务站按照企业订单要
求种植优质水稻，除去托管费，平均每亩地净
挣 1200 元，服务站还雇我干田间淌水等零
活，一年打工收入近 8000 元。”灵武市杨洪桥
村村民李怀说。

近两年来，宁夏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提供农业生产全托管
这种“打包式”服务，还提供农机作业、农资供
应、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单项农业生产性服务，
而像王海刚这样懂市场、有技术和实力的职
业农民则成了农村“红人”，他们通过规模化、
机械化、专业化生产手段，有效改变着传统农
业生产方式。

“种田凭技术和专业，一年收入几十万
元，当个职业农民很有获得感和成就感。”王
海刚说。

美丽田园“引来游客，记住乡愁”

金秋时节，罗山脚下，宁夏红寺堡区西川
村，酿酒葡萄园一眼望不到边，葡萄园旁，一
排排民房整洁气派，树木、凉亭、风车长廊、休

闲广场等点缀其间，美不胜收。然而，多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荒滩。

“我们都是从宁夏南部贫困山区搬迁来
的生态移民，比起老家，这里地势平坦、用水
方便，可一切都要从头建设。”西川村村民侯
国栋回忆说，2006 年他搬来时，一刮风黄沙
遮天蔽日，被子里、碗里都有沙子。

近些年，在政策扶持下，西川村产业迅
速壮大，发展酿酒葡萄种植园 5000 多亩，并
引导葡萄种植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使西川
村逐渐成为“景村一体、产村一体”的美丽乡
村。夏秋季节，前来采摘、游玩的人络绎不
绝。

记者了解到，宁夏通过拓展农业功能，推
进种植与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提高农业综
合效益。其中一些农村不但突出了地域特色，
还将农耕民俗文化融入产业发展，取得良好
效果。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牛家坊村，从无人机
俯瞰拍摄，农村民居、农业生态园、农家乐等
镶嵌在一片桃林里，路在林中、家在园中、人
在景中。村农耕民俗文化博物馆 900 多平方
米，展示着近万件旧时农村生产生活用具，农
耕文化体验区里老油坊、老醋坊、石磨面粉坊
依次排开，游客可在体验劳动中购买自己生
产的农产品。

“在我们村不但能欣赏田园美景，还能体
验农村传统文化，游客爱来，来了也能留得
住。这几年，仅村里农耕民俗文化博物馆的参
观人次就超过 12 万，我们村成了城里人向往
的地方。”牛家坊村村主任马尚民说。

本报记者李洪磊

“扒了房子放了血，逞的只是一时之快。这
么做，你们兄弟俩都得去蹲监！老人怎么办？”听
了黄寿孙的一席话，罗仁玉的俩儿子放弃了“报
仇”的想法。
事情发生在 2016年六七月份。那天傍晚，江

西崇仁县礼陂镇沧源村的退休教师罗仁玉正在村
里遛弯。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一位开电动三轮车
的中年妇女不慎把 62岁的罗老师撞倒在地。罗老
师住院半个月，前前后后花了 1.6万多元。虽然交
警判定对方全责，但对方只肯给 6000 元。

罗老师的俩儿子都在外打工。听说老人被
撞了，对方还不愿赔足钱，两个年轻人憋着火，
返乡后放狠话，要给对方“放放血”。

在礼陂镇司法所干了一辈子，现在是礼陂
镇“法律明白人”的黄寿孙得知此事，赶到罗老
师家，又讲法又讲理，总算把两个后生劝住了。
在黄寿孙的协调下，对方赔了钱，双方达成谅

解。过春节时，罗老师专程给黄寿孙送了锦旗
以示感谢。

如果时光倒流几年，类似的农村邻里纠
纷，可不会这么简单就能妥善解决。

“前些年，崇仁社会矛盾一直高位运行，
社会治安情况令人忧心，甚至还有周期性的
大规模械斗。公众安全感全省排名，崇仁长期
位居后 10 位。”崇仁县司法局局长黄志猛对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忆说，“这也严重阻碍了
崇仁的经济社会发展。”

痛定思痛。如何破解基层法治建设的不
利局面？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崇仁县贯彻落实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组织法院、公安、司法等
多部门深入乡镇村组，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入
调研。

调研中，礼陂镇退休老司法所长黄寿孙的
事迹得到县里关注。黄寿孙是从“一五”普法到
“七五”普法的全程参与者和实践者。在 30 多
年的普法工作中，他主持调解了各种民间纠纷

达 2100 余件，还制止了群众性械斗 5起。
在黄寿孙看来，农村基层矛盾纠纷频发，

根本原因在于基层群众法治观念、法律意识
淡薄。因此，他在调解矛盾时，注重传播法律
知识，引导农民学法守法用法。“要让大家信
法不信‘拳’，讲理不讲‘蛮’。”黄寿孙对记者说。

黄寿孙在礼陂镇深受群众信赖，县里司
法行政部门也常请他帮忙。受此启发，2015
年 1 月，崇仁县提出在全县农村开展一户一
位“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礼陂镇成为第一
个试点乡镇。县里支持黄寿孙成立了工作
室，探索培养“法律明白人”的可行路径。县
司法局还专门给他特批一套制服，“干了一
辈子司法工作，穿上制服，更有底气嘛。”黄
寿孙说。

在礼陂镇试点的基础上，同年 8 月，崇仁
县在全县 15 个乡镇正式铺开“法律明白人”
培养工程，把法治建设的触角延伸至每家每
户。在实际运作中，崇仁县把农村党员、干部、

教师、退伍军人和个体工商户作为骨干进行
培养；同时，对在家庭中有话语权、有较强法
治意识的农民，作为普通“法律明白人”进行
培养。农闲时节，崇仁县不少农村的祠堂都成
为培训“法律明白人”的法律讲堂。

3 年多来，全县“法律明白人”已有 5 万
余名，其中有 3000 多名骨干——— 村里发生矛
盾纠纷时，“法律明白人”会佩戴徽章出面调
解；村里有红白喜事时，“法律明白人”会进行
移风易俗宣传；逢有农村基建工程时，会优先
吸收“法律明白人”进入理事会，对工程质量
进行严格把关……如今，“法律明白人”活跃
在崇仁农村治理的各个角落。

“通过实施一户一位‘法律明白人’工程，
崇仁社会治安形势得到根本好转，公众安全
感指数跃升到全省前列，并于 2017 年获评全
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崇仁县委书记
程新飞说，“‘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已经在崇仁蔚然成风。”

种田先赚“认种费”，职业农民成“红人”
宁夏乡村振兴见闻

在全县农村每户培养一位“法律明白人”，有效化解基层矛盾

江西崇仁：信法不信“拳”，讲理不讲“蛮”

新华社长沙 12 月 3 日电(记者柳王敏)“这是我们的天
鹅堂吊桥，往前走是沿江风光带，尽头可以看到拦水坝，走过
拦水坝，抬头可见 520 级的登山天梯……”71 岁的周元纯精
神抖擞，饶有兴致地向游客介绍“大变身”后的敏村风光。

敏村位于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花桥街镇，属于偏远
山区，全村 527 户共 1640 余人。河水是脏的，路是不通的，
夜是黑的，人心是散的…… 2015 年以前，敏村因乱砍滥伐，
生态破坏严重，村民冲突不断。

已退休多年的敏村人周元纯，2015 年被村民请回支援
敏村发展。周元纯牵头组建了由热心老人、老党员、老教师等
20 余人组成的“乡贤团”，为敏村出点子、拉资金、跑项目。

“敏村农业不发达，工业难发展，乡村振兴出路在哪里？
我们觉得必须要做好‘山水文章’，守护绿水青山，发展生态
旅游。”周元纯告诉记者，目标确定后，敏村人铆足一股劲，
不等不靠，说干就干。

在“乡贤团”的支援和推动下，敏村修建了通村入户公
路 13 公里，改善了基础设施，户户通了自来水，组组有路
灯，成立了矛盾调解室，建设了生态旅游景区。如今，村民纠
纷少了，河水清了，未来更有盼头了。

“乡贤有威望，有知识，有号召力，同时还有奉献精神，
跟着他们干没错。”50 岁的周小勇原本在外从事装修行业，
因看好家乡发展和对“乡贤团”的认可，返乡开办了饭店，自
愿垫资支援敏村景区建设。

近年来，冷水滩区通过传颂“古贤”、引进“今贤”、培育“新
贤”等系列活动，吸引人才和资本下乡，发展产业，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让“乡贤”回馈家乡，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在冷水滩区上岭桥镇仁山村，一座由旧礼堂改造的“乡
贤馆”格外引人注目。内设的仁山村历史简介、族规家训、仁
孝故事、乡贤名人等展览，吸引附近的村民驻足参观。

仁山村村支书刘良新表示，“乡贤馆”已成为村民了解
村史、族史、家风家训的重要场所。

“乡贤团”来了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王皓、杨晨光)回忆起十年前赵康镇
辣椒产业的盛况，58 岁的曹玉刚眉开眼笑，“那时的赵康是
远近闻名的辣椒集散地。”曹玉刚是赵康镇农业技术综合服
务站的站长，“一天走二十多车辣椒，23 个省份都有客户！”

赵康镇位于山西省中南部的襄汾县，这里种植辣椒的历
史，还要从 20年前说起。

1998 年春天，赵康镇赵雄村的 3 个农民，赴河南考察
后，回乡种下了 10 亩辣椒。年底一算，每亩辣椒收入居然超
过了 6000 元，见到商机的村民们纷纷效仿。2001 年，在当地
政府的鼓励下，赵康镇的辣椒种植面积突破了一万亩。到了
2004 年，全镇 8 万多亩耕地，一半都种上了辣椒。“到了收获
采摘的时候，小小的镇子每天都是车水马龙。”曹玉刚说。

2010 年，赵康镇辣椒总产量超过 1 万吨，产值上亿元。
2013 年，“赵康辣椒”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但赵康镇种植的三樱椒品种，产量高，价格却相对较
低。刘建生是赵康镇赵雄村的“辣椒大户”，作为镇上最早一
批种植辣椒的农户，他见证了赵康辣椒产业的“潮起潮落”。

“辣椒价格波动比较大，好的时候能卖到每斤 10 块钱，
不好的时候只有 2 块钱，这对普通椒农的影响就比较大。”刘
建生说，前些年辣椒只能卖到 3、4 块钱，许多椒农觉得不赚
钱就改行了，镇上辣椒种植面积少了一半。

“来自重庆的客商尝了，觉得还不够辣。”看到收辣椒的
客商越来越少，曹玉刚心想，为了推动辣椒产业提质升级，
引进新品种或许是一个好切口。

2014 年开始，经过多次考察，赵康镇从浙江引进新品
种高辣王、高辣 8 号、高辣 9 号等。“新品种单产高、抗病虫
害强、价格好，一亩辣椒能抵 4、5 亩小麦和玉米，好年份能
收 1000 斤哩！”村民们纷纷议论道。

为了抵御风险，赵康镇的椒农也开始“抱团取暖”。成立
于 2006 年的晋绿三樱椒合作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
成员超过 1200 人。合作社成员李连生介绍，合作社通过产
前提供化肥、农药，产中技术推广以及产后深加工、销售，帮
助农户稳定增收。

李连生种植辣椒已经超过 10 年。近两年，随着辣椒品
种的更新和市场的回暖，他又承包了 40 多亩土地。“现在
正是辣椒采摘分拣的时节，我们号召村里赋闲在家的妇女
来帮忙，也赚点钱补贴家用，冬闲也变成了冬忙。”他笑着
说。

随着辣椒产业不断完善，赵康镇加大了对技术设备的
投入，相继购入数台大型辣椒加工设备，经过烘干、切丝、磨
粉、去种等工序后统一包装，走向市场，延伸了产业链条，增
加了产品附加值。据赵康镇政府介绍，2018 年全镇辣椒种
植面积超过 2 万亩，人均增收超过 2000 元。接下来，赵康镇
将继续推广辣椒新品种，吸引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回乡发展。

红了辣椒富了腰包

山
寨
里
的
﹃
白
衣
天
使
﹄

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酒井
乡岩因村，有一名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白衣
天使”的村医张惠仙。张惠仙，哈尼族，1999
年中专毕业后回到岩因村当了一名乡村医
生，至今已在山乡工作 19 年。

岩因村居住着拉祜族、哈尼族、傣族等少
数民族村民两千多人，分散在八个寨子。19
年来，张惠仙走遍山寨的每个角落，对家家户
户的健康状况了然于心。哪家有人病了，一个
电话过来，张惠仙就立即上门看病，或者载着

患者回卫生室医治；有时碰到疑难杂症，她就
想方设法帮助病人转到上级医院。在村医岗
位上，张惠仙不断学习新技术，并应用于基层
医疗服务的实际工作中，努力提高诊疗水平
和医疗质量。凭借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张惠

仙认真做好各种常见病、地方病病人的检
查、诊断及处理，深受当地村民的喜爱。

张惠仙说：“我们村医要认真做好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工作，尽心为老百姓提供他们应
该得到的医疗服务。”

近日，张惠
仙(右)在出诊路上
与村里的老人聊天。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摄

▲日前，在襄汾县赵康镇晋绿三樱椒专业合作社，
村民在晾晒辣椒。 新华社记者杨晨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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