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农村部门

将从五方面协调推进乡村建设

11

月

6

日

,

在河北石家庄召

开的全国乡村建设工作推进会上

了解到，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切实

增强抓好乡村建设的责任感紧迫

感，聚焦农民需求，会同有关部门

从五方面持续用力抓好乡村建设，

创新工作机制，推进乡村建设工作

落实落地。

坚持不懈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对于存量问题，要因地制宜抓好整

改；对于新安排改厕，要实事求是

稳步推进； 对于已建卫生厕所，要

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协同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垃圾

治理。 因地制宜完善厕所粪污与生

活污水协同治理的政策措施、技术

模式、标准规范，通过资源化利用、

纳入城镇污水管网、 相对集中式处

理等方式， 推动生活污水和厕所粪

污治理一体规划布局、建设施工、管

护利用； 积极推行简便易行的垃圾

分类办法，减少出村的处理量；统筹

推进餐厨垃圾、畜禽粪污、农作物秸

秆等固体有机废弃物处理、 循环

利用。

务实推进村庄整治和村容村貌

提升。 以村庄街巷、广场、边角地等

公共空间为重点， 着力清理私搭乱

建、乱堆乱放，加强农村电力线、通

信线、广播电视线维护梳理；建好小

微公园、公共绿地、健身场所等，引

导村民在房前屋后、 庭院内外进行

绿化美化，改善村庄风貌。

扎实推进村庄小型公益性基础

设施建设。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结合

实际明确建设标准、推进重点，梯次

推进项目建设， 集中力量办好村内

道 路 、 供 排 水 、 寄 递 物 流 等 民 生

实 事。

稳步提升乡村基本公共 服 务

水平 。 完善村内适老化设施，持续

改善村卫生室条件 ， 改善村级公

共服务条件 ； 支持利用现有设施

场地，建设综合服务设施；改造提

升文化广场、乡村戏台 、农家书屋

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 丰富农民

精神文化生活。

（据新华社）

聚焦

百谷村的“问廉会”

“旅游公司收支情况为什么没有公开？

是否存在猫腻？ ”

“红军先辈们教育我们要不贪不占、不

拿不要，在村集体‘三资’管理中也要做到

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

日前， 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

东县平马镇的百谷村，一场“问廉会”正在

召开，村民你一言我一语。

“乡亲们，旅游公司是我们产业融合的

新探索，当时处于试运营阶段，因此未及时

公开资金账目、公司业务服务等信息。 ”村

党支部书记李海波在“问廉会”上发言：“会

后我们将在宣传栏处公开相关信息， 请大

家监督。 ”

“我也是一名红军后代，不拿群众一针

一线是先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 ”李海波介

绍， 他所在的村子， 是远近闻名的“红军

村”。

90

多年前，百谷村

86

户人家中有

85

户

131

人参加赤卫队和红军， 打响了百色

起义的第一枪。 如今的百谷村，几乎人人都

是红军后代，村里每一代人都有一个信念，

就是传承红色基因。

作为百谷村的“班长”和乡村振兴工作

的领头人， 李海波要求所有村干部做到廉

洁、公平。 每年年初，李海波都会带领村干

部向村民公开廉政承诺， 承诺“不独断专

行”“不违反财务制度”“不刁难群众”等，主

动接受群众监督。在他的组织下，村“两委”

干部定期参观学习村内的“红军故事展示

馆”，持续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和革命文化

的熏陶。

“在战争年代，百谷村革命先辈韦如山

面对反动地主的金钱诱惑，不为所动；革命

先辈朱鹤云， 没收地主的所有财产后全部

分给农民，自己则严守纪律分毫不取。 先辈

的事迹激励着我们要心里装着群众， 干事

创业、勇敢前进。 ”村干部黄哲军介绍，每次

参观完“红军故事展示馆”后，都感觉心里

沉甸甸的。

连续

15

年担任百谷村包村干部的平

马镇纪委书记范敏对此感触颇深：“红色革

命的印记深深烙在这片土地上， 红色精神

早已成为飘扬在村干部和村民心中的一面

旗帜 ， 这也是百谷村持续发展的精神内

核。 ”

为传承好红军艰苦奋斗、不贪不占、干

群同心的光荣传统，百谷村村“两委”每季

度召开“问廉会”，邀请镇纪委干部全程参

与监督，回答群众关于集体“三资”、村集体

管理、 村干部作风等方面的问题。 在利用

“问廉会”加强对村监督的同时，通过创设

良好的风俗习惯引导干部群众营造红廉家

风，也是百谷村持续发展的优良环境土壤。

随着不断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百

谷村着眼于提升基层治理， 依托百谷村红

军歌曲合唱团，将“廉”元素融入歌曲之中，

将民俗红色歌曲和移风易俗相融合， 歌词

简单质朴，歌曲朗朗上口，通过歌唱、快板、

朗诵等形式弘扬公序良俗，培育文明乡风，

增强廉洁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我们以推进‘清廉乡村’建设和开展

移风易俗行动为契机， 充分把清廉元素融

入村规民约，将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等内容

纳入细则，有效遏制吃穿攀比、大操大办、

赌钱打牌等不良风气，并成立红白理事会、

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赌禁毒会，积

极引导干部群众破除陈规陋习， 助推乡风

文明正气充盈。 ”范敏介绍，今年上半年百

谷村共有

6

名党员干部报备简办婚丧事

宜，为清廉乡村建设作出表率。

孕育、传承、融合 、发展……以独特的

红色印记为引， 百谷村干部群众齐心聚力

搞建设，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走进如今

的百谷村， 除了感受到厚重的红色历史和

光荣的革命传统， 还有秋冬蔬菜、 网箱养

鱼、水稻种植等“丰景”映入眼帘，一派产业

振兴盛景。

“看着这些红色资源能用起来、‘活’起

来，我们很高兴。 这是我们先辈留下的活历

史，也鼓励我们后辈要赓续红色力量，齐心

协力发展村屯！ ”李海波说。 他正带着百谷

村村“两委”准备下一场“问廉会”的议题，

计划围绕红色展馆升级、“清廉乡村” 建设

开展，组织村干部逐一走访群众了解情况。

（蒋立文 覃嫱嫱）

河南发布“八条措施”

促进肉牛节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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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 肉牛价格持续低

迷 ， 肉牛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

境，养殖场户普遍亏损 ，行业面临

的形势复杂严峻。 近期经过多方努

力，肉牛价格企稳回升，养殖亏损

情况有所减轻。 为进一步帮助广大

养殖场户降本增效， 稳定基础产

能，蓄积发展力量，提升行业竞争

力，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组织该省肉

牛行业专家结合实际和肉牛产业

发展趋势 ， 提醒广大肉牛养殖场

户，要坚定发展信心 ，坚持守正创

新，以降本增效为核心 ，以转型升

级为动力， 以安全生产为底线，因

地制宜，因场施策，因势而 动 ， 全

力穿越肉牛行业暂时低谷。

一、选择适宜品种

河南省地处中原， 气候温和，

饲草料资源丰富，适宜养殖的肉牛

品种较多，养殖场户可根据区域特

点、资源条件、产业基础和市场定

位选择合适的肉牛品种。 平原地区

舍饲条件下，可选择体型大 、日增

重快的西门塔尔牛、 夏洛来牛、利

木赞牛等专门化肉牛品种纯种及

其高代次杂交种；山区半舍饲半放

牧或全放牧条件下 ， 可选择耐粗

饲、爬坡能力强、繁殖性能好的地

方牛品种或引进品种与地方牛的

杂交种。 针对不同市场需求，供应

偏好瘦肉型牛肉时，可选择皮埃蒙

特牛 、 比利时蓝牛等品种进行改

良 ； 供应偏好肌内脂肪高的牛肉

时，可选择安格斯牛 、日本和牛等

品种进行改良；供应地方特色牛肉

时，可选择夏南牛、郏县红牛、南阳

牛等地方特色品种， 开展差异化、

特色化、高端化生产。

二、做好架子牛选育

有育肥经验的养殖场户可挑

选体重较小、价格较低的犊牛或小

育成牛；新入行的养殖场户宜挑选

较大育成牛，抗逆性强，便于运输

和饲养 。 选购的架子牛要胸腹宽

深、背腰平直、四肢端正结实、唇宽

嘴大、眼光明亮，避免有隐性疾患

的牛，并做好检疫检测。 育肥牛一

般选择公牛，如对肉质有要求则可

根据需求选择母牛或阉牛。 以市场

为导向调整牛种和牛群结构， 适当

淘汰老龄低产母牛，增优去劣。

三、科学选配饲草料

“就地、就近”采购区域内的农

作物副产品，如小麦 、玉米 、花生秸

秆和糠麸、糟渣等，农区可采取种养

结合的方式， 山区丘陵地带可利用

草山草坡等放牧补饲， 以降低饲料

成本。 要根据肉牛品种、生长阶段和

营养需求科学设计日粮， 并适时调

整饲料配方和饲喂量， 分群差异化

饲喂。 日粮中添加适量的饲料添加

剂，提高饲料转化吸收效率。 科学利

用非蛋白氮中的尿素替代部分饼粕

类蛋白质饲料 。 利用全混合日粮

（

TMR

）技术，提高饲料适口性和采

食量，提升营养价值和利用率。 做好

饲料的贮存， 尽量避免使用发霉变

质饲料。

四、加强饲养管理

加强妊娠母牛的饲养管理，保

证胎儿正常发育， 获得较高的初生

重。 强化犊牛出生后的护理，及时让

牛吃上初乳提高免疫力； 保证母牛

体表清洁度，特别是乳房清洁度，减

少犊牛吮吸污物、细菌。 母牛根据体

况和泌乳量补充精饲料， 犊牛及时

补饲专用饲料， 做到母子一体化喂

养。 犊牛和母牛分圈饲养，定期打扫

圈舍、消毒，勤换垫料 ，保持圈舍干

燥清洁。 加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环

境调控，降低冷热应激效应。 冬季来

临要做好防寒保温， 采取适当的防

寒保温措施，如采用防风墙体、密封

门窗缝隙、增加饲养密度等，增喂能

量高的饲料。

五、强化疫病防治

加强结核病、 布鲁氏菌病等人

畜共患病的防控和净化， 制定科学

合理的免疫程序，对口蹄疫、牛结节

性皮肤病、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牛病

毒性腹泻等实施有效的免疫预防 。

定期开展预防性和治疗性驱虫 ，以

防止内外寄生虫传播。 建立完善的

生物安全体系，保持牛舍清洁干燥，

通过隔离、 消毒和废弃物无害化处

理等措施， 有效阻断病原体输入和

场内传播。 尤其在冬季动物疫病的

高发期，要抓住防疫 、消杀 、温控等

关键环节，加强应急管理，确保生物

安全。 每天按时巡圈，重点观察肉牛

的精神状态 、食欲 、排泄物、皮毛状

况等，一旦发现病牛，应立即将其隔

离，防止疾病在牛群中传播。 及时对

病牛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适时

调整治疗方案。

六、完善产业链条

鼓励大型企业开展种植、养殖、

屠宰、加工、配送、销售一体化经营，

主动适应市场需求，注重产品开发，

牛肉酮体分割分级精细化、标准化，

提高收益。 鼓励中小企业向餐饮肉

食延伸，就地就近销售牛肉。 通过全

产业链延伸， 逐步建立全产业链利

益链接协同发展机制。 充分利用牛

副产品如牛骨、牛皮等，扩大收入来

源。 利用现代生物堆肥等技术，把牛

粪变废为宝， 按不同需求生产瓜果

蔬菜和经济作物有机复合肥， 推进

种养结合绿色发展。

七、积极探索创新

积极应用精准营养、精细管理、

人工智能、数字信息等新质生产力，

提高生产效率、生长速度、胴体率和

牛肉品质。 积极探索生产经营新模

式新机制， 通过以大带小、 联村带

户、订单生产 、代管托养 、抱团经营

等多元化发展模式， 积极培育具有

地方特色的肉牛品牌、牛肉品牌，逐

步壮大实力和抵抗市场风险能力。

八、强化安全生产

养殖场户要落实食品安全第一

责任人意识、 守法经营意识和质量

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不添加“瘦肉精”等国家明令禁用药

物、添加剂，从源头上保障畜产品质

量安全和自身生产经营的合法性 、

合规性。 要时刻提高安全生产意识，

加强全体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 ，注

意圈舍风刮雪压倒塌以及铡草 、取

料饲、喂等机械操作安全风险，注意

用电防火安全等，确保做到全环节、

全要素、全过程、全人员的安全。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