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阜阳市颍上县关屯乡政府大

院敞开， 为跨区作业农机手包吃

包住，还有洗衣机、洗澡间。 5 月

25 日，颍上县关屯乡党委书记周

新海告诉记者， 这项举措到今年

已经连续实施了 4 年。

“三夏”期间，农机手连日奔

波在外，吃住是个难题。为了让大

家安心抢收， 关屯乡政府的大礼

堂、文化站等公共设施每天开放，

供农机手免费住宿。更贴心的是，

乡政府的食堂为农机手免费提供

一日三餐。 河虾、鱼块、青菜、米

饭、鸡汤……不管“麦客”几点去

食堂，都能吃上可口的饭菜。

“小满小麦粒渐满，夏收夏种

早打算”。 小满过后，意味着“三

夏”大忙即将开启。熟悉了解农村

群众的人可能都知道， 小麦一旦

成熟，必须尽快收割、晾晒，一旦

错过小麦收割的黄金时间， 不但

影响粮食的质量， 而且也影响产

量，造成粮食的浪费。由于小麦收

获时间相对比较集中， 各地对农

机手的争夺异常激烈。谁能为“麦

客”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谁就

能受到他们的另眼相待， 谁就能

优先得到的他们的服务。

细微之处显温情， 最是小事

暖人心。“麦客”来自外地，来到异

地他乡的他们， 为了确保小麦颗

粒归仓，忙得是脚不沾地，往往无

暇去考虑自己的一日三餐， 考虑

自己的如何睡一个安稳觉。 关屯

乡政府敞开政府大院待“麦客”，

让每一个“麦客”免费吃住，暖心

行动既解决了农机手们的后顾之

忧， 让他们白天可以一门心思在

粮食收获上， 确保了粮食收获的

效率， 又给广大农机手们留下了

好印象， 这对他们来年优先考虑

当地的小麦收割， 肯定是大有益

处的。

基层是服务群众的“最前

沿 ”，细节是作风的“放大镜 ”。

面对“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 ，

关屯乡政府想为农机手所想 ，

尽可能为他们提供贴心帮助 。

在阜淮高速阜南出口， 阜南县

在收费站路口专门设置了“三

夏”跨区作业接待站，为过往的

农机手提供防暑降温和生活必

需品等物资。 此外，他们还及时

为机手发放机收作业指南 ，介

绍县域内的小麦分布 、 作业路

线 、天气资讯 ，做好维修网点、

供油等全方位服务。 这些人性

化的措施， 温暖了每一个“麦

客”，激发了他们小麦抢收的热

情，确保颗粒归仓、丰收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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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机井房沦为临时厕所， 排水

引水设施徒有其表，有机肥项目

建成即闲置……近年来， 一些地

方在不断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

设的同时， 也出现了部分设施

“睡大觉”的现象，一经媒体报道

引发多方关注。

农田基础设施是农业农村基

础设施的重要内容，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有力支撑。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

标准农田、水利灌溉等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我国农业生

产条件明显改善，农业生产力水

平不断提高， 为稳定粮食产量、

保障粮食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已累计建成

高标准农田超过 10 亿亩； 粮食

产量已经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

亿斤以上。

农田基础设施点多面广、类

型多样，解决好怎么建、谁来管、

如何管等问题尤为关键。 而从报

道来看，供需不匹配、建管不协

同、问效不同步等直接导致了设

施利用率不高、管护力度不足等

乱象，不仅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更

影响农业生产开展。 要想端稳端

牢“中国饭碗”，必须高度重视这

些代表性、 苗头性问题， 因地制

宜、 综合施策建好用好农田基础

设施。

立足实际需要，“把钱用在刀

刃上”才能从源头避免问题产生。

要做好项目前期工作， 在准确识

别当地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的

基础上，科学合理设计项目，优先

增加那些既符合农业发展要求，

又能对接农村建设需要的基础设

施供给， 如防洪涝设备、 水利灌

溉、田间道路、气象设施、农业机

械设备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以及农

村电网、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设

施、人畜饮水设施、供热燃气设施

等生活性基础设施建设等， 并注

重倾听农民意见、满足农民诉求。

聚焦管护利用， 完善长效机

制不断提升农田基础设施水平。

2019 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印发

的《关于深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管护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就明

确提出要在全面补齐农村公共基

础设施短板的同时， 改革创新管

护机制， 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阶段、 符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

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体系， 全面提

升管护水平和质量。 要督促各地

落实管护主体、责任和资金，建立

健全日常管护和专项维护相结合

的管护机制， 有条件的地区还可

利用专业化、社会化等力量，探索

发挥保险等专业机构优势。

跳出来看，中看不中用或者荒

废闲置的农田基础设施背后，还有

着“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的影

子。 农村资源要素活力不足、全要

素生产率有待提升，涉及的是资源

配置、生产手段、组织管理水平、劳

动者积极性等方方面面。 因此，以

基础设施现代化为突破口和着力

点，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一个良

好的基础更为迫切。

建好用好农田基础设施不是

“一锤子买卖”， 既要算好当下的

经济账，又要算长远的综合账，提

高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综合效

益，切实营造农村欣欣向荣、生机

勃勃的景象。

敞开政府大院待“麦客” 彰显为民情怀

□

江文

念好大食物观的

“山海经”

□

王立彬 涂洪长

大食物观把握住了人民群众“吃饭” 需求侧对

“大农业”供给侧的新要求，既要数量，又要多样，更

要质量。

“吃饭”不仅仅是消费粮食，还包括丰富多样、营

养健康的食物需求，如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 大

食物观顺应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从“吃得饱”到“吃得

好”的历史性转变。

在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引领下，“靠山吃山、靠海

吃海”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不断拓展，向耕地草原

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

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农业科学的开发与自然保护相辅相成。农林牧副

渔依自然而生，因四时而成，靠环境而长。我们要呵护

好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遵循万物生长规律，保

护生物多样性资源，讲究时令、取之有度、因地制宜，

遵循水土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特点， 使大农业观、大

食物观与大生态观相统一。 在坚守耕地红线、生态红

线的前提下，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

渔、宜林则林，不断延展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内涵外

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更加丰富多样、营养健康的食

物需求。

村小的“家长夜校”

值得继续热闹

□

巩淑云

一位参加山东省沂南县蒲汪镇中心小学“家长

夜校”的家长在笔记本上，记录了这样的话：请常说

“你来试试看”“我看到你的进步了”。 据报道，很多

前来学习的家长积极性很高，收获满满。

在农村， 一些家长外出务工， 缺少对孩子的陪

伴，再加上对孩子身心健康教育认知不足、自身文化

知识水平有限等因素， 导致对孩子的一些行为和想

法束手无策。 蒲汪镇的“家长夜校”，开在家门口，每

周一期，家长现场提出困惑，大家集思广益，经过热

烈讨论， 不仅为解决村里的教育难题提供了不少点

子，也有效破解了家校沟通的堵点和痛点，这种家校

联动的方式值得点赞和推广。

办好教育是学校 、 家庭和整个社会共同的责

任，任何一方都不能缺失，对于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

农村更为重要。 希望更多农村地区借鉴“家长夜校”

的办学理念，根据当地实际开展家访、家长课堂等活

动，达成家校教育共识，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

应对极端天气

要打预防组合拳

□

周圆

据预测， 今年我国极端天气偏多， 干旱洪涝多

发。 对此需要各方不断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预

防为主，筑起防范极端天气的坚实防线。

打好预防组合拳，要增强底线思维。 极端天气通

常带来反常的表现、巨大的破坏力、防范的高难度，

牢固的底线意识是预防气象灾害的关键。 各方要走

出“南涝北旱”等思维定式，以极限思维应对极端天

气，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往最坏处着想、

往最好处努力， 把极端天气的影响考虑得更细致一

些、更周全一些。

打好预防组合拳，需“预”字当头、“防”字为要。

极端天气变幻莫测，各方更应关口前移、预防为主，

将功夫下在日常，牢牢掌握防灾减灾的主动权。主动

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新设备，提高气象精准预报能

力，严守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同时科学制订应

急预案， 健全各级部门协调联动机制， 预置力量物

资，紧盯重点领域、重点时段，深入开展隐患排查，

全力把灾害苗头化解在成灾前。

打好预防组合拳，要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

基层是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的前线。 各方要坚持眼睛向

下、 重心下移， 开展形式多样的气象灾害防范知识科

普，提高基层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完善直达

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健全基层应急管

理组织体系，筑牢防范灾害的铜墙铁壁。

漫谈

今年 1 月 1 日起， 稻谷、小

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

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在全

国全面实施。 近日，财政部、农业

农村部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

布通知，从补贴方案 、保险方案

等方面对这一重要政策作出具

体安排。

推动保险扩面提标，能够更

好护航粮食生产。 完全成本保险

保障水平覆盖物化、土地和人工

等农业生产总成本，种植收入保

险保障水平覆盖相关农产品种

植收入，这两个险种的保障水平

最高可达相应品种产值的 80%。

与投保传统的物化成本保险相

比，投保完全成本保险或种植收

入保险的农户受灾后所获赔款

大幅增加 ， 种粮农户受益更明

显。 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

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

将进一步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水

平 ，稳定种粮农户收益 ，提高种

粮积极性，有力保障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把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财政支持是加快农业保险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 财政

支持做“加法 ”，能够换来稳定

种粮农户收益和保障粮食安全

的“乘法”。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 562 亿

元 ，同比增长 18% ，为在全国全

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

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提供

大力支持。 在保费补贴方面，中

央财政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补

贴 45% ，对东部地区补贴 35% ，

省 级 财 政 补 贴 比 例 不 低 于

25%， 加上市县财政的补贴，各

级财政补贴接近 80% 。 绝大部

分保费由财政承担 ， 充分体现

了国家对农民的关心和支持 。

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就要用

足财政力量给种粮农户更多实

惠 ，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管理 ，

防止拖欠 、截留 、挪用 ，确保保

险政策精准滴灌。

农险承保理赔服务水平是

事关种粮农户获得感的“试金

石”。 今年 1-4 月份， 农险赔付

294 亿元 ，同比增长 8% ，惠及农

户 813 万户。当前，我国农业保险

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呈现出从低保障到高保障、从粗

放到精准、 从单功能向多功能、

从传统向数字化经营模式的发展

趋势。 乘势而上，要在稳步扩面、

增品 、提标的基础上，持续推动

我国农业保险提质增效。 要进一

步明确理赔标准 ， 规范查勘定

损 ，优化赔付模式 ，加大科技赋

能力度，合理预赔、能赔快赔。 保

险机构要开发更加符合种粮农户

风险管理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设

计更加通俗易懂的条款，广泛开

展保险知识宣讲活动，提高农户

金融素质和保险意识，提高农户

政策获得感和满意度。 政策效果

好不好，不仅要看政策本身的内

容好不好 ， 更要看落实得好不

好、农民有没有得到实惠。 全面

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

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用心用情

用力答好保险“考题”，为农业织

密“保险网 ”，让农民吃下“定心

丸”， 就一定能在丰收季交出更

加优异的“金色答卷”。

答好农险“考题”

交出“金色答卷”

□

郭雪营

莫让农田基础设施“睡大觉”

□

陆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