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

生态环境厅的信息显示，2023 年

江苏全省农业农村、土壤和地下

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各项重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全

年完成 727 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

控）率达到 51% ，相较于上一年

提升了 8.7 个百分点。据悉，2023

年江苏累计完成 1459 家土壤污

染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

排查。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推动

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

要持续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排查

整治提升行动，推动解决粪污乱

排乱放问题，加强土壤和地下水

污染源头防控，持续开展农用地

周边涉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防

治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时锋 王鹏 文 / 图

环境整治扮靓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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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据央视财经报道， 中部某地部

分乡村一些基本农田甚至高标准农

田被占用建设光伏电站。 记者调查

发现，某乡光伏发电项目中，大量基

本农田被占用； 耗资 800 余万元修

建的高标准农田， 完成改造后很快

就建起了光伏项目。 一大片光伏阵

列矗立在连片的稻田里， 与周围的

田园风光格格不入。 此外，记者还在

该市其他地方发现了类似的光伏占

田情况， 比如某镇连片光伏近似直

角三角形布局， 三角形的两条直角

边近 2 公里长。 大片良田被占，令人

痛惜。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耕

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是我们端

牢饭碗的底气， 其极端重要性不言

自明。 虽然近些年我国粮食连年丰

收，人们不再为填饱肚子犯愁，但仍

然要清醒地认识到， 水土资源是有

限的，要紧着使、省着用。 要确保在

需要时粮食能产得出、供得上，关键

是要确保粮食生产能力跟得上，这

就需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 既确保

数量够，也确保质量优，任何时候、

无论如何都不能突破这条红线。

为此， 国家要求实行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对违法占用耕地“零

容忍”，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

本农田“非粮化”。 为了确保“农田必

须是良田”，在保护好耕地特别是基

本农田的基础上， 大规模开展高标

准农田建设， 力争逐步把永久基本

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明确高

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

产。 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让种粮

有好地、好地产好粮。 从今年开始要

全面实施的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

提升行动， 更是需要有高质量的耕

地打好底子、夯实基础。

诚然 ，地方想要通过光伏产业

推动农村绿色低碳发展 、帮助农民

增收的想法也没有错 ，但必须要明

白的是，发展光伏产业绝对不是随

意占用耕地良田的理由 ，否则只能

把好事办砸。 相关部门对于光伏项

目用地也出台了相应规定，多次强

调光伏方阵用地不得占用耕地。 而

反观本次被曝光的地区 ，在设施完

备、本来应该产粮的良田里来回折

腾 ，把花很大代价建成的高标准农

田改建光伏发电项目，令人扼腕费

解。 项目建设方的前期考察和规划

论证是否到位？ 相关管理部门的项

目审批环节是否存在漏洞？ 监管部

门为何没有对光伏占用农田及时

纠正？ 诸多疑问还须相关部门进一

步彻查追责 ，给当地农户、社会公

众一个交代 ，把耕地管理的漏洞牢

牢堵上。

近些年来，虽然守牢耕地红线一

直被高度重视、反复强调，但占用耕

地的乱象依然屡禁不止，这必须引起

各地的高度警觉。 比如去年自然资源

部公布的一批非法占用农用地违法

犯罪典型案例，就包括擅自占用耕地

挖砂取土、擅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

坑用于水产养殖、擅自将淤泥砂石堆

放在耕地内造成耕地种植条件被破

坏等。 这些行为都是对耕地资源的非

法消耗，是在砸国人的饭碗，对此必

须严肃查处、严厉打击。

在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上述案例

中，19 名当事人受到刑事处罚并被

责令恢复耕地种植条件， 相关部门

的严厉打击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

除了法律“亮剑 ”，还要直面耕地保

护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难点堵点，把

保耕地、保发展、保生态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 把耕地保护责任扎扎实实

地落下去， 着力解决好占补平衡制

度执行不到位、 土地利用方式粗放

等突出问题，守好我们今天的耕地、

明天的饭碗。

光伏不能占农田

耕地红线碰不得

农民需要什么

就培训什么

□

赵静 张熙锦

眼下正值西瓜种植的关键时期 ，近

日， 浙江省温岭市吉园果蔬共富工坊的

田间地头热闹不已， 农户们操着方言问

疑难、问技术，工坊负责人辛宏权耐心地

一一解答。

这样的“农民课堂” 隔三岔五地开

讲， 农户杨忠辉很有获得感：“过去都靠

经验施肥，现在缺啥补啥，改良土壤，还

提高西瓜的产量和质量。 老辛也解决不

了的， 还有温岭西甜瓜首席专家林

燚

来

指导。 ”

农民需要什么， 就培训什么。 近年

来，温岭利用各方资源，加强校地合作，

梯次构建乡村振兴学院、 省级现代化农

事服务中心、 乡村田间学校、 共富工坊

“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培训体系，围绕当

地主导产业积极开展技能培训；同时，精

准培训对象，抓实需求摸底，针对高素质

农民、实用人才、农创客培育以及农民普

及性知识更新等逐一制定教学计划 ，分

类施策，从农民中就地培养一批有文化、

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

“下阶段， 温岭将以乡村发展需求

为导向 ， 深化实施新农人培育行动，除

了专业技能人才， 还将进一步培育懂管

理、 善运营的乡村运营人才、 产业经营

人才等高素养劳动者， 把美丽乡村的建

设成果变现。 ” 温岭市委组织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让“赏花经济”

在乡村常开常艳

□

赵慧

这个清明节假期， 宁夏乡村近郊人

气火爆、热闹非凡，各地以花为媒 ，为游

客奉上了一场场以赏花踏青为主题的

“春之盛宴”，引得八方客来，不断为乡村

振兴注入澎湃活力。

“赏花经济 ”在乡村的火爆 ，既是

季节性消费需求快速释放的结果 ，也

是乡村旅游提质升级的有益探索 。 一

方面 ，乡村具有春光旖旎 、鸟语花香滋

养起来的自然氛围， 不仅能圈粉体验悠

闲慢生活的游客， 更能连接起人们心中

的“诗和远方 ”；另一方面 ，伴随着美丽

宜居村庄建设的持续推进， 宁夏乡村基

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各地

也依托山清水秀 、 田园风光的生态优

势， 打造了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赏花旅

游品牌。 比如， 中卫市南长滩村在梨花

节中植入音乐、戏剧、非遗等多种元素 ，

营造出“半是烟火半是诗”的游园体验 ；

又如， 在固原市彭阳县， 游客可以一边

徜徉梯田花海 ， 一边品鉴地方特色美

食， 创造出消费新机遇……可以说 ，乡

村与“赏花”的结合 ，不仅满足了人们

多元化的文旅消费需求 ， 还带动了周

边百姓的持续增收 ，既有“颜值 ” ，更有

“产值 ” 。

“赏花经济”，一头连着人们对“诗和

远方”的无限向往，一头连着乡村振兴的

美丽梦想。 如何以“赏花经济”为契机，打

开乡村旅游更广阔的天空， 还需要我们

立足乡村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 不断挖

掘地方文化特色，延长“赏花经济”链条，

拓展“赏花经济”空间，努力提升游客消

费体验 ， 以优质服务激发消费潜能 ，让

“赏花经济”在乡村常开常艳，成就乡村

振兴的“花样”前景。

漫 谈

侯馨远

“新农人”要干好“兴农事”

“90 后”农机手、有博士学位的农

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回乡创业的土

特产销售主播……春耕时节，田间地

头活跃着这样一批“新农人”。

新时代农业发展渴求掌握新知

识、新技术的“新农人”。 科技是推动

农业生产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从新中

国初期的“二牛抬杠”，到收割机大规

模作业； 从亩产几百斤的常规稻，到

亩产超千斤的杂交稻……正是农业

科技的不断创新，让中国人把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里， 粮食安全得到保

障。 如今，“新农人” 利用 5G、 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科技手段，

为农业发展赋能，大大提升了农业生

产效率，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

快速转变。

乡村振兴也期盼具备新商业理

念、富有创新精神的“新农人”。农村

出现老龄化、空心化，要让乡村更好

地发展，更快地振兴，离不开“新农

人”的长远眼光和开阔思路。“新农

人” 善于利用互联网平台等优势资

源，能够敏锐抓住发展机遇，敢于改

变传统发展模式， 在农业产业形态

上进行创新， 在农村经济业态上实

现升级，能走出致富新路子，为乡村

发展装上“新引擎”。

“新农人”带来新科技，也要接

地气。 农业不同于其他产业，“春不

种、秋不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

也”等农业生产规律，仍主导着农业

生产，不可违逆而行；大部分农事有

着极强的内在逻辑，须顺势而为。 只

有深入认识乡村， 深度融入乡村，

“新农人”才能更好“根植 ”乡村土

壤，“长得”枝繁叶茂。

“新农人”来到乡村，需要一

片成长的“沃土”。 远离都市繁华，

放 弃 大 城 市 的 生 活 便 利 ，“新 农

人”在农村默默耕耘 ，投身农村发

展建设。 农村基层组织要为他们积

极创造宜居宜业的外部环境，提供

安居乐业的物质保障 ，减少他们的

后顾之忧 ， 让他们待得住、 过得

好、干得起劲儿 。 农村基层组织要

对“新农人” 进行帮助和引导 ，为

其构建配套培训体系 ，出台人才支

持政策 ，实施产业扶持措施 ，从而

与“新农人”带来的新生产方式紧

密结合，两相促进。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是当前

“新农人”干好“兴农事”的生动写

照。 新时代呼唤更多勇于拼搏的“新

农人”，“新农人”也向往在这片土地

上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