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谈

攥指成拳 建设农业品牌

□

张辉

前不久， 福建首次授权使用

“福农优品”品牌标识，闽侯橄榄、

华安坪山柚、 德化梨等 70 个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入选。

放眼全国， 许多省份都有得天

独厚的生态环境、不可多得的农业

多样性资源。 但仍有许多农业单品

面临“有品无牌”或品牌“多而散、

小而弱”的局面。 尽管特色鲜明、品

质不俗， 社会认可度却比较有限。

培育农业品牌，周期长、投入大，光

靠单打独斗，难免力有不逮，需要

系统谋划、区域协同，攥指成拳、形

成合力。

“福农优品 ” 解决的正 是 这

个问题。 2022 年以来，福建通过

培 育 覆 盖 全 区 域 、 全 品 类 、 全 产

业 链 的 省 级 农 产 品 区 域 公 用 品

牌 ， 带 动 市 县 乡 区 域 品 牌 ， 提 升

福 建 农 产 品 的 整 体 竞 争 力 与 品

牌影响力。 得益于此，那些曾经

“藏在深闺人未识” 的特色农产

品 有 了 更 多 曝 光 机 会 。 数 据 显

示，“福农优品”已在高速公路服

务 区 、 加 油 站 等 开 设 销 售 专 区

270 多 个 ， 覆 盖 省 内 70 多 个 县

（市、区）324 个品牌 3000 余款产

品，销售额突破 30 亿元。

农产品本身具有极强的地域

性。 农业品牌应当是地域文化的载

体， 能展示产品背后独具特色的产

地生态、 历久弥新的人文历史、各

美其美的风土人情。 只有讲好品牌

故事， 农业品牌才能真正拥有打动

人心的力量。 同时， 还应该跳出农

业看农业， 在延伸农业产业链、拓

展农业多种功能上做文章， 让农业

品牌在推动农业现代化上发挥更大

作用。

前不久，中部某地引入智慧管

理系统 App， 其本意是借助信息化

手段，帮助相关部门发现线索解决

问题，更好地服务农村居民生产生

活需要。 然而实际情况是，当地村

庄留守老人多，有的老人就算装了

App 也不会用， 在排名考核的倒逼

下，基层干部不得不千方百计来凑

数量，实际上变成了 App 推广和考

核排名“大战”。 甚至一些干部反

映 ， 哪怕他们通过 App 上报了问

题， 最后还是属地自己解决问题。

凡此种种， 基层干部没有成就感，

群众没有获得感。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干

部应有之责，数字时代，用新技术、

新手段服务群众的思路并不为错。

但要注意，智慧管理系统 App 的研

发、推广、管理不能脱离实际，倘若

群众用不好 、用不惯 ，再“智慧 ”的

技术也摆脱不了形式主义的嫌疑，

反倒徒增基层负担。 更何况，这类

智慧管理系统的引进也要花上不小

一笔钱，如果前期没有做好充分调

研，系统上线后才发现使用效果不

佳，这些钱岂不就打了水漂？ 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要花钱的地方有很

多，钱更要花在刀刃上。 在决定“上

马”推广类似智慧管理系统 App 的

新项目 、新技术时 ，就要充分考虑

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当地群众的

具体需求 ，选择易于操作 、贴近群

众生活的应用项目， 并通过培训、

指导等方式帮助群众掌握使用方

法， 不断优化和完善服务内容，确

保智慧管理能够真正贴近民心、服

务民生。

另外 ， 各级干部应当树立正

确 的 政 绩 观 ， 摒 弃 把 精 力 放 到

“虚功 ”上的做法 ，从根本上杜绝

变 味 智 慧 管 理 系 统 App 推 广 行

为 。 在评价干部工作成效时 ， 应

更加注重治理实效 ，将群众满意

度 作 为 衡 量 工 作 成 效 的 重 要 标

尺 ， 而非单纯依赖推广使用率 、

问题上报量来评判 ，多鼓励干部

真正沉下心来为群众办实事 、 解

难题。

此外，要加大监督与问责力度。

对于在智慧管理类系统 App 推广

过程中出现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等“顽疾”， 要坚决予以查处和纠

正， 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只

有让制度长出牙齿、 形成有效的震

慑力， 才能避免形式主义在智慧管

理中的泛滥， 确保智慧管理真正用

得上、能管用。

让古村落焕发新活力

□

贾合祥

当美好的爱情与文明婚俗双

向奔赴，会有怎样的浪漫？ 当沉默

的古村与现代的理念激情碰撞，会

迸发怎样的活力？ 当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新时代文明风尚相结合，会

产生怎样的火花？ 走进山西省晋城

市高平市苏庄村找答案，看古村有

“喜”处处新。

地上文物看山西。在山西省，

现存古村落约 3500 处 ， 中国传统

村落整整 550 个。 换言之，全国每

12 个传统村落，就有 1 个在山西；

全省每 49 个行政村里面， 就有 1

个是中国传统村落 。 这一座座古

香古色的古村落 ， 犹如一颗颗耀

眼 夺 目 的 明 珠 洒 落 在 表 里 山 河

上 ， 承载着三晋大地上风霜雨雪

中的岁月变迁和袅袅炊烟里的风

土人情。 今天，如何让这些古村落

焕发出新活力 ？ 读中国文明网发

布的文章《古村有“喜 ”处处新》，

可给我们以启示。

让古村落焕发新活力，须在积

极“传承”上下功夫。 中华民族之所

以五千年文明不断流，只因在漫长

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许多可代代

传承的传统美德， 包括家风家传，

这在高平市苏庄村的习俗里可见

一斑。 如今，古村苏庄已成为许多

青年喜结连理的向往地， 仅今年 8

月 1 日和 8 月 10 日两天，就分别举

办了八对军人夫妻和 “爱在七夕

缘结喜镇”2024 山西省百对优秀职

工两场集体婚礼……许多青年慕名

来此举办喜气浪漫的婚礼，既减少

了奢侈浪费，又增加了仪式感。 在

这里，特别是能够感受到古村代代

相传的贾氏“忠、孝、耕、读”“戒酗

酒、戒赌博 、戒宿娼 、戒专利 ”八条

家训，这正是对优良传统美德与家

风家训的传承，正是今天大兴社会

主义文明新风尚所需要的。

让古村落焕发新活力，须在努

力“焕新”上做文章。 还说高平市苏

庄村 ， 现有保存完好的古院落 24

座，可谓一座活化的古建历史博物

馆。 苏庄村，为何又被称为“喜镇苏

庄”？ 据《高平县志》记载，公元 445

年，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临泫氏

（高平）县赏连理树，苏庄村就是连

理树的所在地。 依托其深厚的“喜”

渊源，2021 年初， 高平市围绕中国

传统婚俗文化和“喜”文化元素，开

发明清古院落及周边古街道，并冠

名“喜镇”。 由此以来，古村苏庄无

处不飞红 、不见喜 ，不仅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还有婚俗展览及实景演

出 、互动体验 ，招徕着很游客来此

感受“喜庆 ”氛围 ，结婚登记 、酒席

预定、民宿洞房，一站式婚礼服务，

更让苏庄村成为热门的婚礼举办

地。 太行人家、 喜镇苏庄， 古今融

合、 面目焕新， 也为村民开创出一

条致富新路。

让古村落焕发新活力， 须在

赋新“发展 ”上见成效 。 文物古建

是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 必须精

心保护 ， 而与时俱进赋予其新的

内涵 ， 让其活起来、 火起来更重

要。 再看高平市苏庄村，深入挖掘

地方传统文化特色， 打造特色主

题活动 ，如举办“戏聚高平 ?擂响

中华”中国梆子大会、打造庭院沉

浸式体验剧《小二黑结婚》、开展

各种节庆活动等等， 各项活动如

火如荼 ， 吸引了当地和域外众多

游客来此沉浸式“打卡 ”。 仅 2024

年春节期间 ， 就接待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共计 70 . 48 万人次 ，总收

入超千万 ， 解决临时就业 500 余

人。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

在这里得到了新表达 ， 更带动了

古村的振兴发展。

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

书， 其中蕴含的活力是巨大的。 高

平市苏庄村的实践告诉我们， 保护

传统村落事关乡村振兴的大计。 唯

有使发展和保护的理念互融共通，

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 留住我们

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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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村民小事记心头

□

杨沁萱

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一些看似很小

的事情， 实则会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大

影响。 一根小小的限高杆，一处限宽的石

墩子，出于保护公路的目的，没承想影响

了粮食果蔬的种植销售； 农村公路上一

个小小的会车点， 却成了车辆畅通无阻

的关键点；一条灌溉渠的长短宽窄，一条

排水渠的畅通与否， 也牵连着村民田间

地头的生计……理顺了这些小事，村里的

生产生活也就顺了。

村民的小事，干部心头的大事。 为群

众服务，帮群众解决困难，干部首先得把

心态摆正，始终怀有一颗为民的真心，想

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把群众的事情当

作自己的事情记挂着。 日常工作中，干部

得多往村里跑一跑， 多去老乡家里坐一

坐，多和村民聊一聊，真正了解村民在生

产生活中的难处，摸清问题，找准堵点，

做到心中有数。

帮群众解决急难愁盼，得注重群众的

获得感。 凡事多站在群众角度想一想，村

里的路该怎样修，才更畅通便利；街道的

灯该如何装，才能让村子在夜里更明亮；

灌溉渠该怎么修建和维护好， 才更有利

于农业生产； 村里的基础设施怎么建好

又用好，等等。 这一桩桩小事办好了，也

就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帮了大忙， 筑牢了

乡亲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 干部在解决问题时，

得注重系统观念，讲究方法论，不能因为

解决一个问题， 而又产生了另一个新问

题。 这就要求干部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时，多从细处着眼，考虑周密详细 ，及

时关注群众感受和反馈， 把好事办到群

众心坎里。 解决一个个小问题，办成一件

件小实事，日积月累，村民的日子何愁不

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

（据《人民日报》）

让更多农民坐进农学堂

□

孟亚生

最近，泰州市姜堰区 55 名农民通过两

年半时间的系统学习， 经考核后获得江苏

农牧科技职业学院颁发的国家承认的大专

文凭， 成为该区首批由政府资助培养的既

懂专业知识又具备职业技能的现代农业发

展带头人。

乡村振兴， 关键在人。 与传统农业相

比， 现代农业既需要有一定理论功底的专

业人才， 也需要有一定实践经验、 懂种养

技术的乡土人才。 人才一方面需要“外

引”，通过优惠政策引导城市人才下乡、大

学生回乡；另一方面更要“内育”，通过精

准培训，把更多乡土工匠、种养大户、种田

能手培养成为发展引路人、 产业带头人、

政策明白人。 泰州市姜堰区的做法， 为有

效培养有知识、 有文化、 懂技术的新型乡

土人才，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让职业农民上大学学习量身定制的课

程， 使其成为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可

以有效弥补乡村人才不足。 而且这些新型

农民土生土长， 对农村的自然禀赋、 民风

民情有着很深的了解， 更易得到乡亲们的

信任。 他们将所学的知识、 掌握的技术传

授给家乡群众， 可以有效推动乡村发展特

色产业发展，让更多农民挑上“金扁担”。

这些新型农民对农业、农村、农民有感情、

有情怀， 成为留得住、 能管用的稳定的乡

村人才队伍。 因此， 各地不妨通过学费补

贴、助学金补助、奖学金激励等方法，让更

多职业农民入校深造。

这些入校学习的新型农民， 除了学习

科技文化知识， 还承担着耕种、 养殖等农

活。 因此， 有关学校可采取灵活弹性的学

制，采取线上、线下课堂结合的方法教学，

解决好生产与学习、 大规模教学与个性化

学习相矛盾的问题。 既可以把课堂放在教

室， 也可以把课堂移到田间地头， 让学员

现场学习农业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开

展创业体验，切实提升实践能力。

莫让农村“智慧管理”变了味

□

孙梦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