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光明媚，田间热闹。 春耕大

忙已到，田坎上随处可见耕田播种

的农民。 但是， 在这忙碌的田坎

上，不能少了基层干部的身影。

农村基层干部，是粮食安全重要的

责任人。 重视粮食安全和粮食生

产，不能停留在嘴上，需要在粮食

生产的关键时刻， 有具体的行动。

笔者了解到一些地方的农民说，前

些年，每到春耕大忙时节，总能见

到乡镇领导、甚至区县领导到田坎

上来，及时帮助解决春耕生产中的

矛盾和问题。 但近些年，田坎上见

到领导、干部的次数少了。

笔者认为，在占了全年粮食

产量 6 成以上的春耕春播关 键

时刻 ， 离不开基层干部到田坎

上去指挥 ， 离不开农技服务人

员到田间地头去服务 。 此时他

们的身影，会让广大农民看到 ，

党和政府是重视农 业 的 ， 重 视

粮食生产的 ，是能够激发 、提升

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的。

在春耕春播的关键时刻，基层

干部特别是农业服务人员到田坎

上去， 并非只是 " 逛田坎 "， 更重

要的是做好服务工作，及时协调和

解决春耕生产中的劳力、 农用物

资、技术等问题，确保打好今年粮

食稳产增产的第一仗。

春耕大忙时

田坎上不能少了基层干部的身影

□

罗成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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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因为获评了‘汪巷好人’，我

不仅通过了村里惠农贷的审批，还

直接拿到了 30 万元的最大贷款额

度。 ”浙江余姚市梁弄镇汪巷村相

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获评“汪巷好

人” 的村民， 村里不仅会给予表

彰，还会在惠农贷申请程序上提供

便利。

财富积累和社会资本的生产

需要一定的过程， 难以一蹴而就；

对于不少有创业需求的农民而言，

难免会存在一定的资金缺口。“好

人优先贷款”切实做到了“有德者

有得”， 让好人们不仅得到物质帮

扶，也得到了精神慰藉。

有学者指出，我们今天已然置

身在了一个以易变性、 不确定性、

复杂性和模糊性为特征的社会中，

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银行发放贷

款需要审慎操作， 做好风险防范；

如果轻易托付信任，可能不仅难以

收到利息，也难以收回本金。 只有

找到足够托付信任的载体，银行才

会给予授信、发放贷款。

在一些地方， 银行给予好人、

好家风家庭“温柔相待”，说到底都

是一种基于信任基础上的金融服

务，让信任“变现”。 那些拥有良好

品行的人们，不仅在社会声誉上得

到肯定与赞扬，也得到了银行实实

在在的关爱和帮扶，“好人优先贷

款”只是一个缩影。

“好人优先贷款”不仅具有经

济意义，还具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

义 。 在一个盛行符号互动的时代

里，“好人优先贷款”向公众传递出

一 个 鲜 明 而 又 生 动 的 符 号 信

息———道德并非没有用，拥有良好

口碑和声誉的好人同样可以赢得

他人的信任和认同，从而比普通村

民更容易获取信贷支持。

信任有助于简化合作，这一点

在“好人优先贷款”上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发挥。 正是出于对好人的信

任，银行才有差异地、有选择性地

“另眼相看”“高看一眼”。作为社会

信用建设的一种探索与尝试，“好

人优先贷款”通过制度创新来规范

和指引人们向善向好，显然值得

点赞。

让好人得到实惠，“好人优先

贷款” 通过金融创新化导人心，激

励和引导人们以好人为榜样，努力

成为更好的自己。 对为善者进行及

时的肯定、及时的奖赏 ，不仅有益

于行者坚守其善，也有利于使观望

者向往其善；“好人优先贷款”契合

“有德者有得”的传统道德，受到不

少村民的肯定与点赞。

“好人优先贷款”将物质手段

与精神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不仅能

够助力乡村振兴，也有助于乡村文

明建设、优化乡村治理。 当好人能

够通过金融服务改善和优化生存

生态 ， 当好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

活、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好人的

所作所为才会赢得更多的文化信

仰和价值追求 ，与人为善 、成人之

美才会逐渐蔚然成风。

让好人有好报，让行善者有所

得，“好人优先贷款”不仅把模范标

杆立起来，也用创新举措激发公众

参与，有助于规范村民言行、丰盈

精神世界 ，让乡村治理更有社会

基础。

“好人优先贷款”

发挥德治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

黄慧

农田里“长”出光伏电站

谁之过？

□

邱风

农田里“长”出光伏电站？ 记者在湖北的部分

乡村， 看见一些基本农田被侵占， 安装上了光伏

板、建起了光伏电站。

在报道中还提到了一个案例，2019 年，湖北安

陆市木梓乡建新村实施了高标准农田建设， 耗资

829.17 万元，但很快就在设施完备的农田里建设起

了光伏项目。 在产粮的农田地里来回折腾，当地百

姓既心酸又无奈。

其实，当地百姓不只是心酸和无奈，恐怕还有

愤怒。 农田被侵占了，收入下降了，光伏项目发电

带来的噪音“让人感觉特别焦躁”，当地百姓当然

不会开心。

“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身为全国

商品粮基地、产粮大县，安陆本该不折不扣地保护

好农田，为何反其道而行之？ 耗巨资实施了高标准

农田建设，却很快推倒，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 红线不能碰、底线不能

踩。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明确规定， 基本农田是指按

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

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耕地。 于

此而言，侵占农田是涉嫌违规的，是要承担责任的。

应该说，兴建光伏项目并非不可，但有个基本

前提，必须合法合规。 如果占用耕地，还如何保证

粮食安全？我国有 14 亿多人口，粮食安全必须靠我

们自己保证，中国人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在

这种背景中，更需坚定不移保护好农田，不让其他

项目“染指”农田。

令人忧心忡忡的是，调查显示，除了木梓乡，

在安陆市其他地方也发现了占用基本农田甚至高

标准农田建设光伏电站的情况。 除了安陆市，在湖

北孝昌县也发现了占用基本农田建设光伏电站的

现象。 一个光伏项目动辄就占地几千亩，甚至占用

了基本农田，当地的土地主管部门，究竟是如何进

行审批的呢？ 这个追问不能没有答案，相关责任不

能无人承担。

“保护耕地，寸土必珍”不能只是口号，而要落

实在行动中；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不能被架空，而

要真抓真落实。

应该说， 湖北这起农田被侵占事件还有很多

迷雾。 比如，在农田上兴建的光伏电站，运行并不

理想，但为何执意推进？ 农田被侵占了，如何保障

农民的权益？ 被侵占的农田还能回归农田吗？ 在这

起事件中，牵涉到哪些部门？ 相关部门有没有尽职

尽责？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中央一再强调，

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严防死守 18 亿亩

耕地红线。 为此， 就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

地，还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 具体而言，用管用、有用的措施遏制

侵占耕地现象，以及严格考核、终身追责等。 18 亿

亩耕地实至名归，中国人的饭碗才能端得更牢。

假“卖惨”真坑农

行为须被严惩

□

周以航 吴光于

直播间里“父母双亡却坚强生活的励志女

孩”， 实际上父母双全， 本人还不时出入高档场

所；打着“助农直播”旗号，却用从外地低价采购

的农产品冒充“大凉山原生态农产品”……近日，

网红“凉山孟阳”及其幕后公司团队等 8 人因虚假

广告罪被判刑。

与此前被依法惩处的网红“赵灵儿”“凉山曲

布”类似，“凉山孟阳”及其幕后公司团队制作的

视频都有着雷同的“剧情”：偏远的山区，破旧的

房屋，善良的青年……剧本背熟，套路走到，直播

一开，稳赚不赔。 这样的摆拍“卖惨”扰乱网络生

态、违背公序良俗、假助农真坑农，以次充好更是

涉嫌虚假宣传、触犯刑法红线。

近年来，随着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带货

成为“新农活”。 然而，个别网红和背后运营公司

却把助农当成赚钱幌子，以“卖惨”手法营销“视

觉贫困”，靠描摹贫困、渲染悲情，甚至编造虚假

的悲惨身世牟利， 欺骗的是广大网友的善意，伤

害的是农民的利益。

还互联网以清朗，规范网红经济是必修课。对

真正的助农直播要予以支持 ， 对那些编故事坑

农、败坏社会风气、抹黑地方形象的“卖惨”式带

货则必须坚决惩处。

漫谈

重庆地铁 4 号线石船站开通

后，每天清晨都有许多村民，挑着

箩筐、背着装满蔬菜瓜果的背篓搭

乘地铁进城卖菜，这条地铁线被大

家亲切地称为“背篓专线”。

无独有偶， 在祖国广袤的大

地上， 铁路部门开行了 81 对公益

性“慢火车”，途经 21 个省区和 35

个少数民族地区， 经停 530 座车

站。 穿越太行山的“铁公交”，行走

在大别山的“老绿皮”， 在武陵山

区助力乡村振兴的“菜农、果农专

列”等，无不体现着铁路“为民而

慢”的便民情怀。

地铁“背篓专线”与公益“慢

火车”， 折射了我国在速度与温

度、效率与公平两对关系中做出的

取舍与抉择，体现的是既要速度也

要温度，既讲效率也重公平的国家

意志与社会共识。

地铁“背篓专线”和公益“慢

火车”， 首先体现了社会的温度与

温情。

透过长长的列车， 我们看到

的是人们守望相助的和谐场景。

地 铁“背 篓 专 线 ” 和 公 益“慢 火

车” 照顾的不仅是基层群众的出

行需求， 更畅通着他们奔赴美好

生活的路途。 在高速铁路网“四

纵四横” 基本建成、“八纵八横”

加快建设的当下， 飞驰的动车宛

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象征，而

与之对应的“慢火车” 则代表了

社会的温度， 体现了社会对弱势

群体的关怀和照顾。 在经济飞速

发展的当下，公益“慢火车”坚持

20 年不提价、沿线“站站停”的底

线， 葆有铁路人为沿线群众服务

的初心。 如今重庆地铁也在积极

开拓多样化的公共服务， 为进城

卖菜的村民提供现代化的出行服

务， 让努力生活的菜农在公共交

通上也有了一席之地。

这些举措，温暖着民心，彰显

着社会温情。 泱泱大国，发展的速

度是我们的亮色；而作为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社会的温度是我们的底

色。 当发展有了速度、社会又有温

度之时，国家必将行稳致远，阔步

走向更广袤的天地。

地铁“背篓专线”与公益“慢

火车”， 还体现了讲求社会公平的

底色。公益“慢火车”常年保持低票

价亏本运行，是国家政治意志在铁

路部门的具体体现。与之异曲同工

的地铁低票价，也得益于地方政府

对地铁公司的财政补贴。通过一系

列的宏观调控和价格补贴，更多人

得以享受现代化的、便捷的公共交

通服务； 更多人坐上了驰骋的列

车，追寻着“诗和远方”，得以奔向

更美好的明天。在重视经济效率的

当下，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起到的

是为社会“托底”的作用。效率与公

平表面上是一对矛盾，实则融为一

体。当社会公共服务真正实现了公

平化、均等化和现代化，社会的运

行就能更有效率，经济发展的质量

和速度就能更上一层楼。

速度与温度、效率与公平，表

面上是两对关系，实际上折射着同

一个主题。只有当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公民，经济的发

展才更有势能和动力。 所以，当长

鸣的列车启动之时，请务必牵引每

一节满载旅客的车厢，带领每一个

怀揣梦想的公民，共同奔向美好的

前方。

“背篓专线”

以温度托底社会发展

□

郑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