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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走笔

□ 本报记者 艾培
通讯员 周宇亮 万仁松

“趁着最近天气好，我们要加快土地复垦
进度。”10月19日上午，在丹阳市延陵镇东
皇村杭甲自然村，1台推土机和3台挖机正在
作业，东皇村党总支书记束和平告诉记者，月
底前，这46亩坑塘有望全部复垦完毕，11月
10日之前就能全部种上麦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进一步坚
定了我们的方向。”束和平说，东皇村属于半
丘陵地区，虽是传统农业村，但田块小、土地
高低落差大、土壤耕层浅等问题一直制约着
发展，而土地的复垦和平整就成了村里解决
难题的“金钥匙”。通过10多年的努力，东
皇村可耕种土地从原来的3700亩增加到目
前的5600多亩，也为大型农业机械作业创
造了条件。

离开土地复垦现场，束和平来到村里的
农机专业合作社。“一周后就要收割水稻了，
最近我们在加紧对合作社的收割机、农耕机
进行保养。”束和平告诉记者，依靠土地股份
合作社和农机专业合作社两大平台，村里共
流转土地3776亩，实现了从耕、种、收、烘干
到稻米加工、包装的全程机械化。

2019年东皇村与恒顺米业成功签约，采
用订单农业模式，种植了1000亩水稻。今
年，恒顺米业将东皇土地合作社的土地确定
为长期糯稻生产基地，订单签订面积达1500
亩，可为村集体增收100余万元。

下午2点，束和平和村民代表一起，与工
程验收方来到村里道路改造的验收现场。“村
村通上柏油路”是去年村民代表大会上票决
通过的民生项目。从今年9月15日开始，村
里共投入300万元，顺利完成了总长4.6公里
的道路改造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
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
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束和
平说，从事基层工作36年来，他始终认为只
有踏实做好每件民生实事，才能赢得百姓的
信任和支持。

丹阳市延陵镇东皇村

做好每件实事
推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张文婧

金秋十月，硕果飘香。阜宁县三灶镇七灶村
北郊生态园内，一颗颗肥硕的桃果挂满枝头。在
北郊生态园务工的七灶村村民顾筛云将双手举
过头顶，为高处的桃果解袋。在顾筛云的手中，
桃果褪掉红色的防虫“外衣”，露出原本的黄色，经
过两三天的风吹日晒，便能上市销售了。

做精现代农业产业是七灶村推动乡村振兴
的重要举措。2010年，七灶村整村搬迁，将原
村土地流转，成立了占地6000亩的北郊生态
园，园区规划金秋桃园、本心农场、金土地火龙
果园、北郊风情玫瑰园、“记忆乡愁”主题果园等
6个特色项目。金秋桃园是生态园第一个建成
的项目，现在这里平均每天销售桃果1000斤，
今年“十一”假期适逢晚秋桃上市，每天有近百

名游客前来采摘。果品除本地销售外，还通过
电商平台销售至全国各地。不久前，七灶村党
总支书记顾斌在果园里开了一场村支书助农带
货直播，效果十分好。

“桃果之所以口感好、受市场欢迎，是因为
采用了有机肥料，我们将发酵的黄豆旋耕地
下，结出的桃果更甜。同时，果园还引进早、
中、晚熟共6个品种的桃果，6月至11月，每个
月都有新鲜桃果上市，让果园丰收时间更长。”
顾斌分享经验。在金秋桃园的辐射带动下，周
边的火龙果园、本心农场等逐步壮大，形成集
休闲观光农业、旅游农业、规模林果产业为一
体的现代化农业生态园，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近
600人，今年七灶村党总支被评为盐城市乡村
振兴先进集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令我们十分振奋。”
顾斌说，接下来，生态园将在种植优质水果的基
础上进一步拓展农业深加工领域，目前北郊风
情玫瑰园里的玫瑰精油、玫瑰纯露、玫瑰花茶、
玫瑰食品等产品已经上市，黄桃罐头、桑葚干等
生产线正在规划建设中。除采摘项目外，七灶
村还设置了露营、亲子活动等场地，计划通过
3-5年的努力，将园区打造成为全龄共享、全家
共乐的田园休闲主题旅游区。

“过去十年，我们七灶村经历了整村迁移、
打造北郊生态园、全村脱贫几件大事，人居环
境、基础设施、农民增收等方面都得到极大提
升。”顾斌表示，接下来将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
稳步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因地制宜实施农旅融合发展，把七灶村
打造成为“产业特村、生态美村、现代新村”。

阜宁县三灶镇七灶村 晚桃满枝头 果农喜心头

□ 本报记者 张莎沙 通讯员 黄洁

10月19日，走在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丰
年村合作社田头，满眼金黄色的田野稻浪翻滚，
收割机来回穿梭。在金秋丰收季迎来党的二十
大召开，丰年村洋溢着忙碌和欢欣的气氛。

“今天合作社正式开镰，又是一个丰收年！”
丰年村党总支书记卢攀峰说：“这些年，党的好
政策让我们乘上东风、脱贫摘帽。党的二十大
报告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我们向前
冲的劲头更足了。”

10年前，丰年村曾是个村集体负债70万
元的穷村，2019年以来，村集体经济实现“三年
三大步”，年收入持续超百万元，获评“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

“跟着村‘两委’走，我们是越干越有劲。”上

午正在合作社田头忙活的村民胡鹤叶说，“这几
年，村里搞土地流转，推广全程机械化、虾稻共
作，开展线上销售。靠着这些，我们村鼓起钱
袋、挺起腰杆，村里没一家贫困户在全面小康路
上掉队，还出现不少致富能人。”如今，65岁的
胡鹤叶在合作社做田间管理，一年有2.5万元
收入，每年还能领到入股土地3000元分红。

2017年，丰年村在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的
基础上，采取“村集体+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发展模式，整合各级扶持资金，建成2400平方
米育秧大棚、1200平方米烘干仓储房和400平
方米农机仓库。现在，该村合作社1250亩土地
实现全程机械化，每年还为周边村庄2万亩土
地提供全程服务。

在丰年村大圩组至陈圩组，一条2000米长
的水泥路正在进行路基拓宽施工。半个月后，
这条路将从2.5米拓宽至4.5米，更方便车辆通

行。“这是全村最后一条要修缮的路。”卢攀峰
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采取更多惠民生、
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2020年12月，我们在村‘两委’换届时给
了村民修缮全村道路的承诺，就一定要兑现。”

漫步在丰年村，商户聚集的农民街十分热
闹，宽阔的水泥路修到田头，散步道旁桂树飘
香。“村里的‘断头路’没了，走夜路不再黑灯瞎
火，还建了两处休闲广场。”丰年村村民李家年
说。两年来，丰年村先后投入资金200多万
元，建成桥梁18座，铺设水泥路15公里，安装
路灯400余盏，种植路边绿化树木3000余棵，
实现人居环境大变样。

“学习了党的二十大报告，倍感振奋，深感
责任重大，我们将继续做强产业链，做优综合服
务，做好乡村治理，把丰年村建设成为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卢攀峰说。

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丰年村 遇上好政策 丰年好“丰”景

□ 本报记者 赵芳 通讯员 张开虎

蔚蓝晴空下，田野里的稻穗迎风摇曳，像一
串串金色的音符，组成了一曲飘香的乐章。10
月19日一大早，东海县房山镇寇荡村党总支书
记寇锐走进村集体流转的一个千亩优质稻麦产
业园内，弯腰抚摸一串饱满充实的稻穗说：“你
看这成色，亩产1300斤应该不成问题。再过一
周左右就能收割，我们准备好了各类机械，确保
颗粒归仓。”

寇荡村位于东海县东南部，有640户3100
多口人，耕地5200亩。因位置偏僻、交通闭塞，
无工业基础和特色产业，集体经济无支撑项目，
先后有300余户村民外出务工。“这些外出务工
人员通常是农忙时节回家种地，种完地又回去，
导致田间管理不到位、粮食亩产不高。”上任后，
看着肥沃的土地产不出更多的优质粮，农民出
身的寇锐心急如焚，“手中有粮，咱们农民心中
才不慌。”

为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去年8月，
寇荡村利用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实施“富民
兴村”工程，以每亩1200元的承包价格倡导农
户以土地入股。“一开始有少部分村民想不通，

不愿意土地流转，后来我们给他们算细账，还让
有的人到合作社打零工，最终310户农户签订了
土地流转协议，流转农田3500亩。”寇荡村村委
会会计刘阳说。

面对流转来的土地，寇锐带领村“两委”
一班人通过“富民兴村”项目担保贷款 200
万元，并自筹资金 800 万元，探索创新定面
积、定产量、定奖惩的“三定”管理模式和村
集体统一生产计划、统一科学管理、统一技
术标准、统一指导服务、统一招标销售的“五
统一”工作法。

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支持下，今年
寇荡村流转土地夏粮喜获丰收，小麦总产量达
332.5万斤，亩均产量超950斤，村集体经营性收
入超500万元，净收益超90万元。“今年夏天我
们全部实行机插秧，经过精细科学管理，水稻整
体长势良好，预计总产量达450万斤，年内村集
体经营性收入超1000万元，净收益达300余万
元。”寇锐说,“事实证明，我们走出了一条符合自
身实际的致富路子。”

“过去忙活一年，每亩地满打满算也就收入
七八百块。如今家里15亩地流转出去后，每年
每亩地不仅能拿到1200元的土地流转费，我还

能到合作社打工，加起来一年有4万多元收入
呢!”一手拿租金，一手领工资，68岁的村民寇
建旺真切感受到了土地流转带来的增收喜悦。

村集体有了收入后，寇荡村拿出50余万元
清理疏浚河沟，促进农田水系畅通；铺建水泥道
路，方便村民生产生活，让田间作物运输通畅顺
达。刘阳说：“春节前后，我们还会拿出一部分
收益和社员分红，并对村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
升村容村貌，打造靓丽的新农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
亩耕地红线’。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引下，未
来我们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必胜信念更加坚定，
有基础也有能力牢牢把住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寇锐说。

下一步，寇荡村将与大型种子公司开展良
种繁育，实现种源自主可控；对所生产的稻米与
小麦进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打造自己的品牌；
发展米饼、锅巴等食品，延伸稻米产业链条；加
强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不断提高规划种植精
细度。寇锐说：“总之，就是把地种好，多产优质
粮。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的同时，帮助村
民鼓起钱袋子，过上好日子。”

东海县房山镇寇荡村 转“活”土地 端稳饭碗

党的二十大代表、盐城市委书记徐缨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既要稻谷满仓，也
要‘诗和远方’”描绘了盐城市推进乡村振
兴的秀美画面。她以回乡创业大学生夏思
成为例，展示了“新农人”通过探索与拓展，
实现亩产值大幅增加的生动实践。

乡村是田园，也是家园，希望的田野既承
载着“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的粮食安全重任，
又寄托了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乡村振兴是全方位、全领域、全系统的振兴，

“粮食满仓”和“诗与远方”不是单选题，而是
必须高水平实现的多选题。如今，脱贫攻坚
的成就已载入史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
蓝图已经绘就，在更高目标上朝着“满仓”与

“远方”进发，将让田野更加充满希望。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人才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持
续推进，农业科技专家、管理人才、能工巧匠、
乡土艺术家……越来越多的青年跨界来到农
村成为“新农人”，用汗水和努力浇灌生机勃
勃的土地，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激励各类
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
显身手，能助力更多“新农人”收获“满仓”和

“远方”，让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
聚的良性循环。

越来越多的“新农人”，正在江苏新时
代鱼米之乡建功立业、耕耘梦想。本报推
出的“乡村振兴江苏百村调研”，对话了数
百位“新农人”，勾勒出乡土人才“破土出
圈”、引进人才“大展拳脚”的乡村“百景
图”。这一幅幅兴旺画面的背后，是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对乡村振兴的支撑、
引领作用，不断加强政策、资金等支持，

“苏”写“引才”“育才”“留才”的乡村振兴人
才答卷。去年底，我省出台《关于加快推进
乡村人才振兴的实施意见》，以20条举措
推动乡村振兴各领域人才规模不断壮大、
素质稳步提升、结构持续优化。引培并举
拓展乡村人才来源渠道，分类施策强化乡
村人才政策扶持，党建引领健全乡村人才
工作长效机制……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的政策，也让“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
们激发出乡村产业振兴的内生动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
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我省城乡居民
收入比，从十年前的2.37∶1降低为2.16∶1，是
全国城乡收入差距较小的省份之一。从中
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出发，我省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仍有广阔的施展空间。让“新农
人”群体更好地发挥引领带头作用，我们应
进一步厚植人才第一资源，做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从乡土人才“三带”到定向培养，
从破除瓶颈到打造平台，助力更多“新农人”
感受到政策的保障温度、创新力度、激励强
度，激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精气神，
让人才成长与乡村发展同频共振，汇聚成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让
更
多
﹃
新
农
人
﹄

收
获
﹃
满
仓
﹄
和
﹃
远
方
﹄

□
袁

媛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党的二十大
报告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盛会期间，本报记者走进东海县房山镇寇荡村，与农民朋友畅聊通过流转盘活土地、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故事；走
进阜宁县三灶镇七灶村北郊生态园，与果农共享丰收喜悦；走进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丰年村合作社，感受脱贫攻坚成果……

奋力将党的二十大绘就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在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中感受到美丽乡村向未来的满满信心。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鱼米之乡孕育新希望鱼米之乡孕育新希望

扬州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种植的千亩高品
质试验水稻陆续成熟。

齐立广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曹庄村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曹庄村
朱红生朱红生 摄摄（（视觉江苏网供图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