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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合肥 10 月 10 日电（记者姜
刚、水金辰）又到一年秋收秋种时，江淮大
地一派繁忙景象。“玉米已经收割完了，每
亩产量能达 1000 斤左右。”国庆假期刚
过，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岳坊镇戴尧村种
粮大户戴云龙开始忙碌起来，既要收割高
粱，还要抢抓农时忙秋种。
　　农事托管服务给戴云龙种粮带来了新
变化。这项服务由村里组织人员提供，包括
提供农资、负责耕种管收、统一销售等。“到
了收割的时候，打一个电话就能叫到农机，
村里还帮销售粮食。”戴云龙告诉记者，“秋
种用的种子、化肥都已备好，也是村里统一
提供的，价格比市场价便宜，现在种粮省事
还省钱。”
　　据戴尧村党总支书记戴同阳介绍，
2020 年 4 月，该村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
的基础上，成立农事托管服务组织，探索出

“供、耕、种、管、收、销”六位一体的农事托
管全程服务模式，全方位贯通为农服务“最
后一公里”。
　　记者近日来到戴尧村时，戴同阳正在
清点整齐堆放着的麦种。
　　“村里集中统一采购农资，可以把价格
降下来，让利于民。你看，这些种子是一个
星期前送来的，一斤比市场价低 0.6 元左
右。”戴同阳指着种子说，“另外，从湖北订
购的化肥今天到村里，一袋复合肥的价格
低于市场价 15 元左右。”
　　在淮北市、淮南市、阜阳市等粮食主产
区，农事托管全程服务模式也在推广中。记
者采访了解到，这种模式不仅推动种粮主
体多种粮，而且促进种好粮。此外，有的种
粮主体还开动脑筋，提供认养地块服务，与
消费者“无缝对接”。
　　在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田野一片金

黄，水稻进入成熟收获期。
　　对于天长市禾禾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平东林来说，今年他创建“云上小
农”线上平台，开通认养地块项目，选种优
质水稻品种，消费者通过摄像头就能追踪
水稻生长全过程，目前被认养的约 100 亩
优质稻已基本成熟。
　　在平东林看来，实现优质优价，可以带
动更多的人多种粮、种好粮。“我们一亩地
认养价是 3280 元，消费者不仅能获得约
400 斤优质大米，还包括母鸡、鸡蛋、蔬菜
等配套农副产品。”平东林告诉记者，相较
于以往的原粮销售，他希望做一些尝试和
探索，努力提升粮食附加值，实现价值最
大化。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今年安徽探
索的“新农事”。受访的种粮大户表示，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根据大豆和玉米的生

长特性，采用大豆带与玉米带间作套种，利
用植物边行效应，增加玉米种植密度，实现
作物协同共生、一季双收。
　　 9 月下旬以来，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
的玉米、大豆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随处可
见忙碌着的收割机。
　　“我们县今年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面积达 5 万亩。”濉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副主任周维江向记者介绍说，“从整个生
长期表现和收获情况来看，可以说取得了
比较好的收成，为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
程作出了贡献。”
　　据周维江介绍，除了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外，得益于政策支持、育种技术进步
和种植效益提升等因素，濉溪县近三年来
大豆种植面积呈稳步增加态势，“按照目前
的发展形势，预计明年的大豆种植面积将
继续增加。”

农事托管·认养稻田·复合种植
安 徽 秋 收 秋 种 一 线 扫 描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陈钢、陈晨、
张斌）清晨，不时响起的微信提示音，
将 33 岁的张秀秀从睡梦中唤醒。这
位年轻的电商创业者拿起手机，开始
回复客户信息。
　　张秀秀的家在黄土高原上的陕西
省延安市洛川县。这里是中国知名的
苹果之乡，种植有 53 万亩苹果，家家
户户有果园。张秀秀自家种苹果，但主
业是在网上卖苹果。今年以来，她已经
销售了 500 多万斤果子，销售额超过
2500 万元。
　　洗漱完毕，她驱车去自家的“秀之
果”门店上班。正是丰收时节，一路目
之所及，果园漫山遍野，苹果挂满枝
头。据当地农业部门介绍，今年洛川县
苹果总产量预测为 101.9 万吨。
　　“最近是旺季，一个月能发出 100
多辆卡车的货。我们白天发货，晚上和
客户沟通，要忙到夜里 12 点多。”
她说。
　　门店所在的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
区占地 5000 余亩，是国家级苹果批发
市场。52 家规模企业、300 多家小微企
业入驻于此，5000 多人在这里就业。
　　如今生意已步入正轨，但张秀秀
仍时常想起创业之初的艰辛。在浙江
宁波打工 6 年后，2016 年张秀秀返
乡创业，和爱人做起电商。
　　“我们从老乡手中收购苹果，运回
家里打包，再拉到苹果产业园区发货。
从家到园区 20 公里路，我俩开着小
三轮，一天要跑 3 趟。”她说，遇到下
雨天，自己浑身湿透也要护住包装箱。
　　随着洛川苹果产业不断壮大，物
流配送体系变得越来越完善。2018
年，张秀秀搬进了洛川苹果现代产业
园区。在这里，从包装箱订购，到打包、装车和发货，都有专
业公司上门打理。“一部手机，就能搞定几乎所有工作。”
她说。
　　这段成功的创业，依靠的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
中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已提高至 58.8%。2022 年上半年，
农村网络零售和农产品网络零售分别增长 2.5% 和 11.2%。互
联网促使农村人才“走回来”，推动农村产品“走出去”。
　　作为网络时代的创业者，张秀秀和传统果贩不一样。她
扎着马尾辫、脚蹬高跟鞋，略施粉黛、着装时尚。
　　“我能有今天，是因为赶上了好时代。”张秀秀感慨万
千。这些年，她买了新房，开上轿车，在洛川已小有名气。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位于西北的
陕西省是中国苹果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省份，苹果全
产业链产值超过千亿元。
　　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延安市副市长魏延安说，新栽
培模式的推进、标准种植技术的普及和基础装备的完善，都
提升了苹果的品质，为苹果畅销网络奠定了基础。伴随着这
个千亿级产业兴起，催生了一批善学习、观念活的“新农
人”。
　　洛川县农民张永亮祖孙三代都种苹果。他的身上已没
有祖辈父辈“灰头土脸”的传统农民印记。他是网络达人，在
果园里的直播时常能吸引数万人观看。
　　他说，爷爷当年背着筐子走街串巷卖苹果，父亲坐在地
头等客商上门收购苹果，自己则通过网络把苹果卖到了全
国。“一家人，见证了苹果的时代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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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亮化工程进度、核实村里高端民
宿招投标流程……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
天荒坪镇五鹤村，廉情工作站的成员们正
忙着走进项目现场，监督村务资金使用等
情况。
　　“五鹤村正在打造民宿特色村落，成立
了强村公司进行运营，涉及的工程项目数
量和资金投入都很大。”据天荒坪镇纪委副
书记刘州星介绍，去年 6 月，镇纪委将监
督延伸到村一级，在原先村务监督委员会
的基础上，特别设立廉情工作站入驻村级
强村公司参与监督，确保工作顺利进行的
同时，能够牢牢把好“廉洁关”。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
诞生地，近年来，安吉县天荒坪镇围绕“清
廉安吉”建设目标，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村
级延伸，全力推行“清廉乡村”建设的联创
模式，努力营造“班子清廉、干部清正、村务

清爽、民风清朗”的“四清”村居政治生态。
　 　“黄 伟 昌 3 0 0 平 方 米 ，村 级 承 担
17100 元；戴阿忠 105.3 平方米，村级承担
6000 元……”今年 4 月，安吉县上墅乡刘
家塘村“村务清”平台新增了一条白寺里自
然村 10 户村民入户道路浇筑情况公示，
浇筑面积、补助金额等信息被公示得一清
二楚。这样的公示清晰明了，也让村民感到
心里亮堂。
　　从原来的遮遮掩掩到现在的主动公
示，这样的变化源于安吉县在清廉乡村创
建中实施的“清廉正村八条”。2019 年 7
月，安吉县纪委监委紧扣规范小微权力运
行这条主线，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凝练形成

“清廉正村八条”，以清单的形式对村级政
治建设、村级决策、“三资”管理、工程项目、

“三务”公开、村级监督、队伍管理、乡风文
明等八个方面作出具体规范，列明村级事

务运行中“必须为”与“不可为”的清单事项
26 项，明晰村级治理的权力边界，将全面
从严治党的要求有效传导到基层。
  三年来，群众对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
的认可度、满意度大幅提升，全县反映村社
干部的信访量也明显下降，年均降幅达
28.5%。
　　让乡村振兴底色更“清”，除了靠盯紧
项目、管住风险，还要靠定向监督、提级联
动。去年，天荒坪镇余村被确定为浙江省首
批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试点单位，试
点建设包含组织建设、产业发展、项目推进
等环节，涉及项目 39 个。用天荒坪镇纪委
书记陈润锋的话说，“在资产使用、公司经
营等方面，都可能存在廉政风险点”。
　　对于前期梳理的廉政风险点，天荒坪镇
纪委通过构建三元监督体系，最大程度发挥
县镇村三级联动作用。在主动协助县纪委对

余村进行提级监督的基础上，加强对村级事
务的监督和问题整改力度，并以微巡察的形
式开展定向监督。截至目前，当地纪委已完
成对五子联兴、两山文创、游客接待中心、长
效保洁条线的四个微巡察，共发现问题 15
处，提出工作建议 6 条，初核案件 1 件。
　　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棒接着一棒跑。破
局清廉乡村建设后，安吉正齐头并进打造
机关、村社、学校、医院、国企、民企等 10
个清廉单元，努力通过“清廉共建”行动解
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深层次
问题，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清廉建设与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密
切相关，带来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我们
将持续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深化
清廉安吉建设，护航政治生态的绿水青
山。”安吉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宗明说。
          （本报记者王聿昊）

浙江安吉：让乡村振兴底色更“清”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张格）国庆节假
期，湖南省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迎
来不少游客。人们围在白族女子张丕和身
旁，目不转睛地看她灵巧地将布料折叠、翻
卷，再一针一线地完成缠扎。这位来自远方
的白族美女，正在向村民和到访者传授白
族扎染技艺。
　　张丕和的家乡，在距离合群村千里之
外的云南省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
　　 700 多年前，一支大理白族军队到湖
南桑植定居并开枝散叶。20 世纪 80 年
代，经走访调研，湖南省民委等部门认定桑
植白族与大理白族同根同源。
　　 2012 年，大理周城村与桑植合群村
结为“姊妹村”。10 年来，两村往来密切。作
为白族聚居自然村，周城村利用民俗文化
资源优势，带动合群村共同发展。
　　今年 5 月，合群村党支部书记钟白玉
和几位村民代表一起，再次走进周城村实

地参观学习。“不如让我女儿去合群村，帮
助传承和推广白族文化……”周城村党总
支书记张全金说，文化传承需要面对面、
手把手的“传帮带”，女儿张丕和从小受白
族文化熏陶，是支援建设合群村的合适
人选。
　　在张丕和心中，周城村与合群村虽隔
千里，但有着割不断的血脉亲情。今年 6
月，在将自家生意托给亲友打理后，张丕和
便与丈夫儿子一起，告别巍巍苍山和茫茫
洱海，奔赴合群村。
　　一起到来的，还有张丕和带来的白族
服饰、绣件等。“合群村要打造白族文化艺
术展馆，我当然要把最好的展品拿过来！”
张丕和说，“周城与合群，好比根与叶，我要
做连接根与叶的茎。”
　　得知合群村要修白族传统建筑照
壁，张丕和请来老家的工匠亲自修筑，连
建筑材料青瓦和大理石都专程从云南

运来。
　　钟白玉说，合群村的一些村民对白族
文化了解还不够深入，在传承和发展方面
存在局限性。于是，张丕和主动担任文化顾
问，协助合群村村委会打造白族文化项目，
系统性地向村民教授白族音乐、舞蹈等民
族艺术。
　　“周城村被誉为‘白族扎染之乡’，不少
村民通过售卖扎染成品、开设扎染体验课
过上了好日子，我也想把家乡文旅融合的
成功经验带到合群村来。”张丕和说。她安
排家乡人寄来染料、布料、针线等各种原材
料和工具，在合群村布置扎染房、开设扎染
培训课。
　　“张老师毫无保留地传授白族音乐、舞
蹈、茶艺、手工……作为白族姑娘，我一定
让这些技艺传承下去！”合群村村民王艳
说，她会努力传承白族传统文化，报答大理
白族亲人们的关怀。

她 从 苍 山 洱 海 来
跨 越 千 里 的 湘 滇 白 族 情

▲在湖南省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合群村，张丕和（左一）带领村民学习白族舞蹈（9 月 8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格摄

  新 华 社 石 家 庄
10 月 10 日电（记者
王昆）金秋十月，正是
河北省秋粮收获的关
键时期。连日来，河北
各地抢抓晴好天气，
加快秋收进度，数字
化、机械化收割场景
不断涌现，一幅现代
化丰收图景在广袤的
田野间徐徐展开。
　　在保定市望都县
高岭镇侯陀村，伴随着
机器的轰鸣声，一片片
玉米秸秆被粉碎还田，
黄澄澄的玉米棒被装
进谷仓。而一公里外，
高优农业技术服务专
业合作社的中央控制
室里，整个收割过程在
智慧农业平台的大屏
幕上一览无余，负责人
黄晓松通过屏幕了解
收割情况。
　　据黄晓松介绍，
现在不用一直耗在地
里，在收割过程中损
伤玉米粒过多就会报

警，耕、种、管、收已经实现智能化远程操
作，农活儿干起来要比以前轻松。
　　在邯郸市成安县成安镇的玉米地里，无
人驾驶收割机借助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匀速
直线推进，遇到尽头的田埂自主转向掉头，
转眼间机身仓储就显示已经装满。“无人驾
驶收割机可以提高收获的精度，减少工人的
劳动强度，可以减少 2%-3% 的损失。”成安
县成安镇南鱼口村种粮大户杨俊山说。
　　走进邯郸市永年区硕丰家庭农场的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基地，一台谷物收割
机在前开道，随着收割机的滚筒转动，黄澄
澄的大豆“流入”收割机的谷仓中，紧随其
后的是一台新式玉米收割机。双机同时作
业，一次性完成了玉米大豆的收获作业。
　　看着大豆和玉米棒相继从收割机的出
粮口装入运输卡车上，种粮大户刘丙洋说：

“初步测产，玉米亩产量在 1100 多斤，大
豆在 150 斤以上，实现了一季双收。”
　　邢台市宁晋县润风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1000 亩玉米已收割完毕，农机手正在开展
土壤深松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军永在地头
就能通过手机实时监测自家农田作业情况。
　　“农机深松作业的轨迹、面积、深度等
数据都一目了然，省心又省力。”张军永表
示，农机深松深度达 30 厘米以上，能有效
打破犁底层，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的透
水透气性能和耕作层的蓄水量，为来年夏
粮增收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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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呼和浩特电（记者李云平）国庆节假期，正逢“塞
外粮仓”内蒙古河套地区农忙时节，当地农户抢收秋粮，确
保 600 多万亩玉米颗粒归仓。
　　连日来，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干召庙镇黄济村的田野
上，马达的轰鸣声此起彼伏，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收割玉米，农
户及时将机器分拣出来的玉米棒运回家。村民吴万生说：“今
年病虫害少，田间管理好，种的 75 亩玉米收成看好，初步测
算，每亩能产 5000 多个玉米棒子。”
　　记者现场看到，黄济村周围都是集中连片的玉米，10 多
台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一根根黄灿灿的玉米棒滚落进车厢。
黄济村党支部书记吴万平告诉记者，全村 7400 亩耕地都建
成了高标准农田，实现从种植到收割的全机械化作业，产量和
效益稳步提升。今年，全村种植 5100 多亩高产玉米，预计每
亩同比增产 50 公斤左右。
　　据介绍，临河区是全国产粮大县，由于日照充足、土壤
肥沃、环境无污染等原因，种植的玉米具有淀粉含量高等优
点。近几年，当地以建设高标准农田为契机，全面推广水肥
一体化、无膜浅埋滴灌等技术，进一步提高玉米产量和质
量，实现大田最高单产超过 1.1 吨。“今年临河区玉米种植
面积达 100 万亩，比去年增加 16 万亩，逐步实现高标准建
设、现代化种植。”临河区农牧局局长李泉说。
　　记者在临河区八一乡八一村走访发现，全村 4700 亩
玉米的收割工作已完成大半，多数农户已将收获的玉米运
送回家，收割机则将玉米秸秆粉碎还田。刚结束玉米收割工
作的农机手汪志强说：“过去我们村的耕地没有进行高标准
建设，地块小，垄道短，收割机回转作业比较费劲，1 天最多
能收割 40 多亩玉米。现在全村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我
1 天能收割 80 多亩玉米，效率提高 1 倍。预计今年每亩玉
米产量达到 1000 公斤以上，高标准农田变成高产田、高效
田。”
　　巴彦淖尔市地处北纬 40 度农作物种植黄金带，拥有 1100
多万亩耕地，是我国优质中强筋小麦、优质玉米主产地。巴彦淖
尔市农牧局副局长李斌告诉记者，2019 年以来，巴彦淖尔市采
取集中投入、连片治理、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的方式建设高标准
农田，逐步实现“一户一田”“一村一田”的格局，实现亩增产
100 公斤左右、增收 10% 以上，让良田多产粮、农户多增收。
　　据了解，今年巴彦淖尔市玉米种植面积达 617 万亩，
预计平均单产达 815 公斤、总产量近 50 亿公斤，同比增产
3.45 亿公斤。全市现已安排 1600 多台玉米收割机进行秋
收，预计在 10 月中旬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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