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谈

农村不是少数人的“后花园”

□

张立峰

打好春耕春管“第一仗”

□

黄宗跃

田畴染新绿，农事催人忙。 当

前， 正值春耕春管关键期。 连日

来，陕西省各地抢抓有利时机，积

极有序开展春耕春管， 三秦大地

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耕、春

播、 春管为粮食生产打下了坚实

基础， 对于夺取全年粮食丰产和

农业丰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 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粮食产量 1300 万吨以上” 的预

期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全

力以赴打好春耕春管“第一仗”。

稳面积就是稳民生。 春播粮

食面积占全年一半以上、产量占

全年六成左右，春管粮食产量占

主要口粮的近四成。稳住春播粮

食面积，陕西要加强耕地种植用

途管控，分类推进具备复耕条件

的撂荒耕地恢复种植，大力推广

村集体组织代耕、 代种、 代管，

优先发展粮油作物。 陕北、渭北

地区可通过推广果树幼园套种

等扩大粮食复种面积。 陕南地区

可 大 力 推 广 马 铃 薯—玉 米—大

豆间作套种。 同时，细化永久基

本农田“非粮化”整治范围、合理

安排恢复时序，鼓励引导非优生

区经济作物有序退出，切实增加

种粮面积。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这说明了农资对于农业生产的重

要性。 面对春耕期间旺盛的物资

需求， 确保农资供应畅通至关重

要。 日前，陕西省供销合作总社发

布《关于全力做好 2025 年春耕农

资供应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系统

更好发挥供销合作社系统农资供

应主渠道作用， 保障全省春耕生

产顺利进行。 这为保障陕西省春

耕农资供应提供了有力支撑。 全

省各地有关部门要推动农资企业

加快采购、储备进度，抓好跨区域

调运，推进货源加速下摆，全力保

障春耕农资货源不断档、不脱销。

同时， 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农

资质量和价格的监督管理，严厉打

击假冒伪劣农资，有效净化农资市

场环境。

春耕春管， 科技支撑是关键。

在整地、施肥、播种等环节 ，新型

设备与技术为农业生产护航，不仅

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还让农业丰

产丰收更有底气。 例如， 在大荔

县，当地投入使用农用植保无人机

等新型设备， 日作业能力 7 万余

亩，极大提高了农耕作业效率。 陕

西要不断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 ，建好省、市 、县三级监

测预警平台， 加强灾害性极端天

气、迁飞性和流行性重大病虫害监

测预警，大力推广绿色高效防控和

专业化统防统治，不断提高土地利

用率和产出率。

新的耕耘已经开始，新的丰收

正在孕育。 让我们抢抓农时，全力

以赴抓好春耕春管，打好粮食丰收

“有备之战”， 用辛勤耕耘再夺一

个丰收年。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 新近

发布的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

“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程”。

“乡村”是地域概念 ，也是文

化符号；“工匠”，“工”意味着不局

限于农业，“匠”则体现专业性、艺

术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乡

村工匠” 是对乡村振兴的一种呼

应， 更符合现代市场需求与乡村

发展需要。 培育乡村工匠是一项

集人才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

于一身的举措。

人是生产力中的活跃因素 ，

没有人的支撑， 乡村振兴就是无

源之水。 但是，乡村空心化、工匠

老龄化，技艺失传、后继无人成为

一些地方普遍面临的难题。 同时，

随着智慧农业、 农村电商等新业

态涌现， 不少地方的乡村工匠传

统技艺有余，但专业知识不足，产

品市场化技能、 创新能力等都显

得“火候不够”。 乡村振兴不是修

几条路、建几个公厕、改造几家农

民住房而已， 怎么把人的活力激

发出来是“破题”关键。

乡村工匠呼唤更多“年轻

态”。“年轻态”指向传承之困和创

新之忧， 一方面呼唤更多年轻人

投身其中， 另一方面也呼吁乡村

工匠与时俱进。 现实中，一些年轻

人担心传统手艺养不了自己 ，并

且也有更多选择， 能够找到更好

的工作， 愿意学手艺的人越来越

少。“人”的流失，导致一些乡村盖

房子和美化墙面， 找不到合适的

匠人。 有人叹息：“有些传统农村

手工艺技能慢慢丢失 ， 实在惋

惜。 ”一些地方，不创新技术、不跟

进市场， 传承手艺变成“死板一

块”。“指尖技艺”不在打造品牌、

壮大产业上发力和淬炼， 就很难

经受住市场端的考验， 带动乡村

产业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程是一

项系统工程，“培育” 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过程。 对于乡村全面振兴

而言， 乡村工匠的培养不是立竿

见影的“快变量 ”，但沉淀之后释

放的发展红利会是巨大而持久

的。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培育

乡村工匠都有关注。 从教育部等

八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乡村

工匠培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到四

川不少地方打造乡村工匠品牌 、

加强乡村工匠培育机制建设 、完

善乡村工匠评价体系、 鼓励符合

条件的乡村工匠参加职称评审

等， 越来越多的年轻乡村工匠正

在“破土冒尖”。

乡村工匠是乡村“手艺人”，

也是产业“领头雁”。 四川是农业

大省，农村手工艺的种类繁多，要

用产业化思维激活雕刻彩绘 、编

织扎制、刺绣印染、剪纸刻绘等传

统技艺， 使其更加现代化、 产业

化、时尚化，更符合现代市场的新

口味。 同时，要立足农业农村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实际需求，比如，无

人机在植保领域大规模应用，机

械化、自动化耕种等，既注重加强

本乡本土工匠培养， 又引进一批

急需实用的工匠人才， 不断壮大

各类专业人才和实用人才队伍。

乡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 ，是

干事创业的舞台。 在广阔的发展

天地中求新求变， 乡村工匠大有

可为更要大有作为，用“年轻态”

解锁乡村振兴的更多可能。

乡村工匠呼唤更多“年轻态”

□

余姝满

近日，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

出， 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

建房。 这一规定直击当前乡村振

兴中的痛点问题， 为乡村治理划

清了底线， 也为农村土地资源的

公平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

障。 这一政策的出台，释放出明确

的信号，农村不是少数人的“后花

园”，乡村振兴必须守住公平正义

的底线。

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的

现象，近年来屡见不鲜。 有退休干

部以“养老”“回归田园”等名义，

利用自身影响力， 在农村低价甚

至无偿获取土地， 为自己的占地

建房行为披上所谓的合法外衣 。

更有甚者，打着“回乡支援乡村振

兴”的旗号，利用旧部关系或职务

影响力特事特办， 走形式上的村

民集体决议获取宅基地， 甚至把

耕地、林地改成私人庄园，既隐蔽

又难治理。

宅基地实行一户一宅， 土地

资源本就紧张， 退休干部一旦参

与进来， 就会挤占农民的合法权

益， 破坏农村土地资源的公平分

配， 还会影响到农村宅基地制度

改革试点工作。 这种行为背后折

射出的权力变现思维和社会风气

异化，会侵蚀乡村振兴的根基。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

保护耕地关乎 14 亿多人的吃饭问

题，容不得半点闪失。 建房占用耕

地，是对“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

的置若罔闻， 极有可能影响到粮

食生产，所以，必须堵死退休干部

到农村占地建房这个口子。

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 正是

针对这一现象的精准施策。 这一政

策不仅是对土地资源的保护，是确

保农民在土地资源分配中的主体

地位， 更是对权力滥用的约束，是

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落实。

其实， 退休干部带资源回乡

搞建设和占地建房是两回事，不

能混为一谈。 城乡要素流动不能

依靠权力， 更不能依赖权力。 资

本、资金、人才、技术流向农村，要

合理合法， 不能只顾满足一己私

欲直接攫取土地资源。 不允许退

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 既是反

腐倡廉的延伸， 更是当前深化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 防范系统性风

险的必要举措。

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 是让

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家园，

而不是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后花

园”。 只有守护好乡村的公平与希

望， 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美

好愿景。

MARKET��INFORMATION

2025-3-6���星期四 责任编辑 阎梦婕 制作 阎梦婕 电话：0351-�4048890

02

观点

慢火车诠释时代温情

□

关育兵

据央视新闻报道，每天上午，当高铁风驰电

掣时，一列平均时速仅 40 公里的绿皮火车正载

着满筐鲜果，在湘黔群山间悠悠穿行。 这一快一

慢的对比，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刻隐喻：高

铁以“八纵八横”的布局勾勒发展速度，81 对公

益性慢火车则用蜿蜒轨迹丈量文明温度。

慢火车承载着村民的生计， 标记着追求幸

福生活的初心。 湖南怀化的“卖菜专列”、东北平

原的“春耕鹊桥”，这些铁轨上的“流动市集”，让

偏远地区的人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7272 次列

车就是一个生动例证， 每日往返于湖南怀化与

贵州铜仁的这趟列车，拆除座椅、增设货架，以 2

元票价和 178 公里路程，在武陵山腹地架起“移

动致富链”。 清晨，麻阳苗乡的“扁担大军”挑着

板栗、黄桃上车，列车未到站，直播助农订单就

纷至沓来；铜仁站外，“麻阳果蔬集市”日均交易

额超 5 万元，形成“车上交易 + 站外集散”的产

销闭环。 数据显示，全国此类慢火车年均运送货

物超 4500 万吨，2024 年带动脱贫地区人均增收

13.6%。

慢火车以创新模式成为流动的“共富工作

站”。 河北承德 6433 次列车拆除座椅变身“鲜果

专列”，5 元车票让山货运输成本直降 70%，果农

的板栗能快速送达北京商超；黑龙江的“插秧专

列” 以 2 元起步票价， 每年运送 20 万务工人员

至三江平原， 创造超 3 亿元劳务收入……慢火

车以极低交易成本重构城乡要素流动， 让偏远

地区与城市消费力精准对接。

在中国铁路的宏大叙事中， 快与慢并非对

立。 16.2 万公里铁路网上，高铁展现追赶时代的

雄心，81 对慢火车则守护着不让任何人掉队的

承诺。 沈阳 4347 次列车的“赶集模式”，让村民

年均增收超万元； 成昆铁路的 5633 次列车开设

“流动教室”，已有 37 名大凉山学子考入重点大

学。 慢火车年均运送脱贫地区旅客超 6000 万人

次，691 个偏远站点保留“招手即停”的温情，这

体现了中国式 现 代 化 对 每 一 个 群 体 尊 严 的

守护。

慢火车背后是对人的深切关怀。 从巴山蜀

水到燕赵大地， 慢火车藏着中国乡村振兴的密

码。 中国铁路将公益性慢火车纳入乡村振兴战

略，持续发挥着“通勤车”“致富车”的作用，架起

强县富民的桥梁。

暮色中，7272 次列车缓缓驶入铜仁站，菜农

们背着空箩筐踏上归途，站外集市依旧热闹。 这

一幕，正是中国发展的生动写照：高铁疾驰、慢

火车相伴，中国式现代化有速度更有温度；发展

的意义不仅在于超越，更在于抵达每一个角落，

让每一个向往美好的心灵都能被照亮。

当“快”与“慢”在铁轨上共鸣，中国奏响动

人的乐章。

别让打卡式走访

打扰企业

□

田闻之

有调研者反映，一些部门的走访流于形式，

给企业增加了负担。 有的干部打卡点一站、工作

照一拍就算完事，纯粹走过场；有的干部虽认真

倾听意见， 但一触及企业实际诉求便顾左右而

言他 ，只当“二传手 ”；还有的干部动辄要求汇

报，人还未到，准备材料等前期工作就安排了一

堆……

职能部门到企业调查研究， 是行之有效的

工作方法。 但若“上门”只是蜻蜓点水，没有实际

作用，却让企业忙于迎来送往，对政府形象和营

商环境都是一种伤害。

“无事不扰”并非“无所作为”。 在厘清政府

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 许多服务还要“靠前一

步”“多想一层”。 大到企业长远发展可能面临的

困难，小到企业招工是否顺利，有关部门应当尽

可能了解企业难点痛点。 求真务实解决实际问

题，日拱一卒、尽力而为，才能形成良性互动。

“从来不烦你，从不对你指手画脚。 ”有创业

者如是评价所在城市的政府服务， 引起网友共

鸣。 如何把服务做到企业心坎上，考验干部的政

绩观，也考验治理能力和水平。 不妨从减少无谓

走访、打卡调研开始，不断优化互动方式、服务

水平，让企业轻装上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