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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课堂农技课堂

适合畜禽吃的5种野菜

本报讯（通讯员 杨鑫）为认真贯彻党的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大渡口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切实做好农业技术培训，区科协与区农委联合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科普专题培训活动，邀请西南大
学园艺园林学院教授曾明、重庆市农科院推广研究
员钟建国及区农委副主任苏武斌，为全区果树种植
户及农技员作了专题培训。

据了解，此次重点进行了绿色果蔬生产、种植、修
剪技术及优惠政策培训。钟建国以生动事例、图文并
茂、深入浅出的方式，就桃树、李树、柑橘树的夏秋季
管理技巧作了详细的讲解。苏武斌进行了农产品质

量安全、绿色防控技术、养殖尾水治理、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等政策宣传。随后，曾明来到石盘村和种植户们
走进田间地头，针对桃树、李树、柑橘树的修剪技术进
行现场教学，并逐一解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

根据各村产业发展需求，区科协、区农业农村委
领导表示，将组织相应农技培训，以课堂理论知识和
实地示范操作的方式，及时把村民急需的实用技术
和农业信息送到千家万户。通过培训，鼓励发展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品牌农业、解决农业生产技术
问题，促进农业增产、品质优化和农民增收，更好发
展该区乡村产业。

夏季是野菜生长的旺季，有许多野菜不仅营养
丰富，畜禽爱吃，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对促
进畜禽生长发育、防病治病有很好的效果。

荠菜，主要有板叶荠菜和散叶荠菜，含有丰
富的蛋白质、钙、磷、铁、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
给哺乳母猪与仔猪共同采食，对防治仔猪白痢病
效果较好。饲喂不易受胎的母马、母驴，可促进
其受胎。

刺儿菜又名青青菜，是中生植物，适应性很强，
任何气候条件下均能生长，可连续收获3~4年，需连
根采集饲喂，有收缩血管、缩短凝血时间等功效。畜
禽采食有防治烦燥不安和出血的效果。

白蒿是青蒿的幼苗，应在未长出高茎之前采集，
有抗菌、抗病毒、驱蛔虫和利肝胆的功效。饲喂家
兔，可提高其成活率。一般家畜采食，有预防眼病、
肝病和胆病的良好作用。

蒲公英又名婆婆丁，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铁
等营养成分，有清热解毒、抗菌、健胃等功效。对家
畜乳房炎、肠炎等都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黄花蒿又名臭蒿，生长较普遍。每日喂给成年
兔鲜黄花蒿100~150克，每只每天可节省颗粒饲料
30~50克，可使泌乳性能明显提高。另外，由于其含
有杀虫作用较强的青蒿素，对牛、羊焦虫病，牛、兔吸
血虫病，鸡、兔球虫病，都有很好的防治效果。

（本报综合）

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脱贫攻坚纳入“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摆到治
国理政的突出位置。2020年，832个贫困县全部摘
帽，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经过 70 多
年的努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累计7亿多
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中国历史性地告别了绝对
贫困。

2020 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
响，“三农”工作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粮
食产量实现“十七连丰”，连续 6 年稳定在 0.65 万
亿公斤以上，为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发挥了压
舱石作用。农业现代化水平迈上新台阶，农业科
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0%，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到 71%，农作物化肥农药施用量连续 4 年负增长，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过 75%，农业绿色发展取
得积极进展。

农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基本实现村村通动力
电、通硬化路、通4G网，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一
步提升。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
证基本完成，超过43.8万个村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革，
新一轮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启动实施，乡村治理效能
得到提升，农村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三农”工作重点迎来历史性转移

2月21日，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出台，吹响
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号角。

文件明确，到202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
进展，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在农
业基础建设、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农村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将实现大幅度改善
和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高。

2月25日，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这是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奔向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为推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未来15
年将通过6大方面共24项措施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守住防止规
模性返贫底线，持续加大就业和产业扶持力度；加强
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实行分层分类帮扶；持
续做好有组织劳务输出工作，推广以工代赈，重点建
设一批区域性和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等。并在
西部地区脱贫县中确定一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集中支持，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社
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
表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完成后，“三农”工作重心将实现向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历史性转移。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探索了乡村治理
的成功方式和有效途径，形成了一套体制机制，这些都
可以在今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如何确保乡村振兴开好局、起好步，将乡村振兴
政策落到实处是未来工作的重点。今年以来，围绕粮
食安全、打好种业翻身仗、乡村建设等乡村振兴过程
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
政策，加速推动乡村振兴政策落到实处。

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农业农村部等
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密集出台政策，围绕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严守18亿亩红线、打造高标准农田等内容，推
动政策落到实地。同时，围绕“打好种业翻身仗”，农
业农村部等部门出台文件，明确启动重点种源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和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等，计划到
2025年，培育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种源和节
水高抗新品种，农产品品质明显提升，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持续提高。

今年6月1日，《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实施。作
为未来30年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乡村振
兴促进法》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全面规定，围绕
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这个核心，针对城
乡融合发展、人才资金等要素支持、工作责任落实等
问题提出了一揽子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表示，将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关政策、措施、重大决策部
署等转化为法律规范，能够确保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得
到落实，有利于解决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难点、痛点、堵
点问题，推进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谱新篇

多地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
■ 李志勇

随着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正在书写“三农”发展新篇章，中央和地方政府持续抓好粮食安全等问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
农业现代化，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铜梁区二坪镇的村民
一直有养殖中蜂的习惯，
据统计，全镇 300 多户养
蜂户年养殖量上千桶。

去年以来，二坪镇在
乡村振兴工作中确定了发
展蜜蜂特色产业促进村集
体增收致富一方群众的决
策。为此，镇里多措并举
加大发展力度，先后采取
邀请养蜂专家来镇培训，
组织干部和养蜂大户到石
柱中益乡参观学习，组建
养蜂专业合作社统筹发展
等措施，初步实现了养蜂
业向规模化、专业化方向
发展的良好态势。

通讯员 李拉拉 摄

大渡口区科协开展农技培训助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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