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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主抓总
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一次播种，两次收获，而且稻米口感和品质均
优于单季稻。”去年10月，市农科院、国家统计局开
州调查队等有关专家对开州区竹溪镇优质再生稻
示范片随机选取了上、中、下具有代表性的3块田
块进行实收测产。

结果显示，示范区优质再生稻平均亩产达到
402.2公斤，较全市再生稻平均亩产预计110公斤/
亩增2倍以上，亩增效500元以上。更让人为之兴
奋的是，该示范片两季平均亩产达1019.36公斤，
成功实现了“吨粮田”目标。

食为政首，谷为民命。为坚决守住守好确保粮
食安全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底线，去年开州区在
坚持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基础上，制定出台了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八条硬举措，将考核权重由2020年的
5%提高到15%，进一步压实压细粮食生产责任。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粮食种植面积只增
不减，如何增？从哪里增？开州区相关负责人说，
针对浅丘耕作条件较好的闲置地，通过复耕并优先
用于粮食生产，扩大粮食播种面积。仅去年开州盘
活闲置土地复耕利用种粮1.04万亩，占复耕利用面
积41.6%。

为扎紧“粮袋子”，开州区还把提高耕地质量作
为粮食增产的重要抓手。为优先支持“口粮田”，去
年开州区以“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
保护区）、脱贫乡镇和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区域为重
点，新建高标准农田7万亩，并结合“千年良田”工
程，通过集中连片、整村整乡整片、绿色农田、数字
农田建设示范，推进土地宜机化整理整治，让“巴掌
田”改为“整片田”，通过“小并大”“短变长”“弯变
直”和互联互通等改造，使一个个项目区变成地成
片、路相连、渠相通的连片地块。

同时，为确保耕地质量安全，开州区去年建成
耕地质量长期定点监测点15个，实施水稻有机肥
替代化肥15万亩、秸秆综合利用22万亩，实现化
肥减量增效60万亩，耕地质量综合等级达5.30，同
比提升0.03.。

“耕地就那么多，要实现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
产保供，农业科技是关键。”该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开州区立足山地特色，通过品种的不断创新，提升
品种品质，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同时，设立水
稻、署粮等农业产业首席专家14名，引进国家马铃
薯、甘薯、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和市级粮食产业技术
体系，建立科研示范试点（园、片）50余个，推广夏
甘薯区春秋季接茬栽培新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强化粮食生产扶持资金外，
开州区通过“接二连三”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
条。截至去年，全区累计发展种粮大户165户，培
育紫水豆干、九龙山米业等粮食加工龙头企业18
家，加工小微企业340余家，打造农旅融合示范基
地6万亩，培育“开州再生稻”等产品品牌12个，实
现粮食加工产值35亿元。

“四个不摘”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经过8年精准脱贫、5年脱贫攻坚，2021年，
开州累计动态识别的12.36万名贫困群众与全国
人民一道，夙愿以偿。

“去年我仅是在茶园基地的务工收入就有2万
多元！”说起好日子，开州区大进镇红旗村四组脱贫
户李支凤笑了——一批批扶贫干部下乡，一个个脱
贫项目落地，地处偏远的红旗村通了网络、拓宽了
公路、建起了观景平台、发展起万亩茶产业，当地群
众过上了茶旅融合的好日子。

放眼整个开州，昔日“千面坡、万道梁，满山都
是土坯房”的贫困山乡，已是“条条新路盘山梁、通
组到户宽又畅，产业基地务工忙，户户住上安稳
房”。

殷殷初心如磐，时代答卷常新。如何确保全区
12.36万人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扎扎实实稳住脱贫
基础，“稳”字背后有千钧——

开州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看自身，脱贫乡镇尤
其是原来的深度贫困乡镇大进镇，产业基础相对薄
弱，抗风险能力不强，部分脱贫户发展能力还比较
脆弱，一些边缘户稍遇风险变故就可能致贫；说挑
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
亚于脱贫攻坚，加之疫情、灾情等不确定因素，脱贫
群众稳岗就业难度加大。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守好12.36万人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底线，开州区给出的“药方子”是始终筑牢

“四个不摘”。
工作不断档，实现力度不减。构建指挥、战斗、

督战“三套体系”，实现市、区、镇、村“四级联动”，保
持工作体系、扶贫队伍、工作力度“三个不变”。以
曾经的深度贫困乡镇大进镇为例，通过镇、村两级
书记走访脱贫户、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返贫户等
1231户，解决问题78个。

政策不留白，确保标准不降。严格按照中央要
求设立5年过渡期，通过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动态
监测脱贫不稳定户、低保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等农
村低收入群体，保持各项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对脱
贫人口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再创新特色，达到靶心不散。持续优化“包片
领导+包村领导+驻村工作队”的驻村帮扶队伍，建
立“定点包干、一包到底”负责制，实行“划片作战”，
推行“三包到村”，建立后备干部储备库、促进乡村
本土人才回流，打造一支“不走的帮扶工作队”。

监测不漏人，做到频道不换。进一步织牢“点
线片面”立体防贫监测网，降低新增脱贫户、脱贫监
测户、边缘户致贫风险。

时代召唤使命，使命引领担当。脱贫攻坚取得
全面胜利后，开州区初心不改、方向不变、力度不
减，跑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加速度”。

四大行动
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生根

宰鸡杀鸭、烧水备菜、打扫卫生……清明3天
小长假，距红旗村不远的经营农家乐的村民胡庆一
家忙得不亦乐乎。

看着如织的游人，胡庆心潮澎湃：“过去我们这
里是‘有女莫嫁红旗村，山高路远难见娘’，如今沥
青路铺到每家每户，道路两边是整齐的护栏，房子
新刷了白色的墙漆，村里成了景区的‘会客厅’。”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红旗村的变化背后是
历史大逻辑、发展新命题。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转移
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州区相关负责人说，如何

理解“全面”？一是全域推进，脱贫攻坚胜利收官
后，“三农”工作重心转向乡村振兴轨道；二是全要
素推进，“五个振兴”要同步，不能厚此薄彼搞选择
性落实；三是全方位推进，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不
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各乡镇、村社都要发挥自己应
有的作用。

正因如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农
民，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

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首要的是提质升级特
色产业。为此，按照“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衔接”思
路，开州区深化实施“产业发展”行动，通过将产业
发展重心由过去的贫困村延伸到一般的涉农乡镇，
通过一村一品、宜农则农、宜旅则旅等打造一村一
品、一村一特色乡村产业。如今全区423个村建立
起以中药材、高山蔬菜、茶叶等为代表的特色乡村
产业，生态旅游、养生养老、乡土文化等新产业新业
态不断涌现。

其次是深化“短板加固”行动，优化发展环境。
通过提升交通、水利、电讯、生态保护、集镇提升“五
大工程”，建好“四好农村路”153公里，整治山坪塘
50口、新（改）建村卫生室17个、改造学校校舍500
平方米等，进一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为接续乡村
振兴提供基础保障。

农村要美，必须加强乡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
提升乡风文明，让美丽乡村成为开州大地上一道靓
丽风景。开州区将接续乡村振兴的第二把钥匙放到
深化“环境整治”行动，建设宜居乡村上，通过改厕改
水、修路通渠、植绿增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
年行动启动，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一个个宜居宜业的村庄，成为广大农民的幸福
家园。如今开州区正连片推进长城、云凤等村350
户人居环境整治试点，红旗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年华村等6个村获评全国美丽宜居乡村。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补文化短板、优
文化供给、重文化传承，公共文化体系更加健全。
开州区将突破点放在深化“乡风培育”行动，激发内
生动力上。通过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推进
每个村修订村规民约，完善自治机制，提升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力。

刘玉珮 董韬

开州 乘势而上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

数据显示，去年开州严格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牢牢
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粮食播
种面积171.98万亩，同比增长
0.75%；粮食总产量 58.23 万
吨，同比增长1.84%。

始终坚持“四个不摘”，守
住守好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确保脱贫攻坚成果更加巩
固。截至2021年底，全区累计
脱贫3.59万户12.36万人，135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巩固“两不
愁三保障”成效明显。

近年来，开州区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市委一号
文件精神，坚决守住守好粮食
安全、耕地保护、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底线，统筹推进乡村产业
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紧
紧握稳“接力棒”，跑好乡村振
兴新征程。

站在新起点，开州区重整
行装，踏上新的赶考路，乘势而
上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加快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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