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行“粮食专列” 助力农民增收

□

郑娜

近日，山西省北部首趟“晋蜀

粮食专列”开行。3392 吨玉米乘坐

“粮食专列”，离晋入川。这条新的

运输通道， 为当地农民丰产丰收

再添助力。

粮食专列有温度。 高效的农

产品运输体系， 是连接农业生产

与市场消费的重要桥梁， 是农业

产业发展的“生命线”。 我省的粮

食运输面临运输时间长、损耗大、

成本高等问题。 这趟“粮食专列”

是大同铁路物流中心为解决 15

万吨玉米外运需求专门开行的，

铁路专列的“一站式”运输，让粮

食从田头到市场无缝衔接。 此举

不仅提升农产品运输效率， 服务

粮食丰收增产， 更是让“中国饭

碗”越端越牢，让种粮农民收获满

满的获得感、幸福感。

粮食专列朋友多。 四川作为

粮食消费大省， 对优质玉米的需

求旺盛， 而山西省的玉米正好满

足了这一市场需求。 这种跨区域

的物流合作，打破了地域限制，实

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两地经济

的协同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随着

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我省农

产品市场将进一步拓展。 未来，将

有更多的优质农产品搭乘这趟“友

谊专列”，走向全国各地，推动农

业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迈进。

春回大地， 飞驰在晋川两省

之间的“粮食专列”，载着丰收与

希望，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

新动能 ， 也为乡村振兴再添新

活力。

漫谈

扎根水土才能破解“水土不服”

□

张双双

刚刚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 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

素集聚，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

生产力。 这是“新质生产力”首次

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

作为经济社会 发 展 的 压 舱

石， 农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

体和实践场。 农业具有天然弱质

性，受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多重

制约，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 发

展新质生产力， 就是要通过技术

突破革新、要素优化配置、产业转

型升级， 实现农业生产经营全流

程再造。 近年来，我国农业新质生

产力加速培育，尤其是生物育种、

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等现代科技

的应用， 不断突破农产品产量天

花板 ，打破传统农业“看天吃饭”

的困境， 催生出一系列新业态新

产业。

发展农业生产力， 事关农业

生产经营全领域、 全流程、 全环

节， 需要创新链与产业链上的每

一个节点共同参与。 因此，需要处

理好多重关系， 尤其是现代农业

与小农户之间的关系。

“大国小农”是我国基本国情

农情， 小农户家庭经营在今后很

长一段时间里仍将是农业主要经

营方式。 尤其是在“八山一水一分

田”的福建，人多地少，土地分散，

规模化经营程度较低， 小农户的

发展更不容忽视。

小农户家庭经营的基本特征

是规模小、 投入低、 抗风险能力

弱、技术倾向保守，难以有效融入

现代农业发展进程。 从这个角度

上看， 小农户与新质生产力似乎

天生绝缘。 但小农户又恰恰迫切

需要接受新质生产力洗礼。 小农

户好了， 农业基本盘才守得稳 ，

“三农”战略后院才能筑得牢。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不仅仅

要聚焦科技进步、 生产效率提升，

还要关注如何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

业有效衔接， 帮助小农户自我成

长，保障好他们的基本利益。

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加

快培育现代农业需要的新农人 ，

自然是基本操作。 但更重要的，是

立足各地实际， 着力提升农业生

产经营组织化水平。 具体来说，就

是要把单家独户的经营个体，从

孤岛状态引入现代农业生产经营

体系中， 让他们在现代农业产业

链中精准找到自己的位置。

比如， 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让小农户与家庭农场、农业合

作社、 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后

者可通过技术支持、托管生产、社

会化服务、订单合作、就业岗位供

给、 土地等要素入股分红等联农

带农手段， 让广大小农户接受现

代农业科技改造， 共同应对纷繁

多变的市场，实现可持续增收。

当然， 这个过程还需要健全

的体制机制予以保障， 特别是要

处理好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在稳定的基础上有效盘活农村资

源资产， 让农民可以获得更多财

产收益。 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农

村改革， 培育制度创新与科技创

新双重动能。 这也是发展农业新

质生产力的题中之义。

小农户

更需接受新质生产力洗礼

□

张辉

前不久，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指出，要着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着力

解决部分年轻干部在农村基层

“水土不服”问题。

初出茅庐的年轻干部， 既有

“一张白纸好作画” 的可塑性，也

存在“有学历没阅历、有经历没经

验”的短板。 他们初入基层，面对

复杂陌生的环境，一时难以适应，

也是在所难免。 对工作节奏不适

应、对个人能力不自信、对乡村生

活不习惯、 对前途发展不确定等

因素，都可能成为年轻干部“成长

的烦恼”。

对年轻干部来讲， 基层是历

练成长的肥沃土壤， 更是绽放青

春力量的广阔舞台。如何让“书生

气 ”融入“泥土气 ”，让“外来人 ”

成为“自家人”，药方就是脚下那

一方水土。基层是最大的课堂，群

众是最好的老师。 年轻干部要适

应基层、融入基层，既要“身入”更

要“心入”，将知识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 才能不断淬炼自身的信

念、能力、心态，踏上广阔天地的

新征程。

帮助年轻干部找到“用武之

地”。“95 后”村支书张桂芳，创新

思维， 请画师为村庄绘就“彩虹

墙”， 让家乡一夜之间火遍四方；

“新农人 ”李阳 ，返乡后引入无人

机植保、智能灌溉系统，为千亩农

田插上科技翅膀；硕士生万雅文，

毕业后扎根乡村， 以自身所学助

力村级产业，助农增收，成为时代

洪流中的青春“后浪”。 根据年轻

干部专业、性格 、爱好、阅历等个

性特点，有针对性地安排岗位、布

置任务，充分发挥其“新思维 ”优

势， 让他们在能够发挥所长的赛

道上拔节生长 ， 在实践中实现

价值。

对年轻干部多下“绣花功

夫 ”。 破解“水土不服”绝非简单

适应环境 ，需从组织培养 、机制

优化等多维度综合施策。 对年轻

干部的岗前培训要增加方言 、民

俗 、 基层矛盾调解等实用课程 ，

避免“课本化”培训；安排经验丰

富的老支书等村干部作为“实践

导师 ”， 传授更有针对性的群众

工作方法；搭建跨区域年轻干部

交流社群 ，共享“驻村攻略 ”；对

初到基层工作的年轻干部给予

充分的信任与关怀 ，做好“传帮

带 ”， 鼓励 、 引导他们真正掌握

“基层密码”。

让年轻干部没有“后顾之

忧”。 一方面，持续深化整治形式

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力纠治“重重

考核”“重复报表”等问题，推动基

层干部轻装前行；另一方面，建立

容错与激励机制，注重监督加力、

撑腰加劲， 持续释放为干事担当

者撑腰的强烈信号。 树立实干实

绩导向，在选拔任用 、评优奖先 、

教育培训上向基层倾斜， 打破基

层成长“天花板”，把有潜力、有能

力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让他们

在关键岗位上“墩苗 ”磨砺 ，在艰

难困苦中强筋壮骨， 锻造出担当

有为的铁肩膀。

年轻干部要激发“内生动

力”。 年轻干部要主动融入乡村生

活，学会说土话 、接地气 ，经常走

进田间地头， 在共同劳动中打破

与群众的心理隔阂。 力戒“做客”

“镀金 ”等不良心态 ，树牢造福人

民的政绩观， 在乡村振兴中坚守

初心和使命， 真正和农民说在一

起 、想在一起 、站在一起 、干在一

起。 脚踏一方水土，成就气象万千

的青春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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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快递进村

小农户对接大市场

□

牛乃喜

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快递是重要渠

道。 2024 年，泾阳县通过快递发出的各类农产

品累计约 220 万件 ， 为农民带来直接收入

9000 余万元，同时也擦亮了泾阳茯茶、泾阳番

茄等特色农产品品牌； 富平县快递网点农村

覆盖率超过 90%， 加速打通农产品上行和消

费品进村的“最后一公里”，让时令鲜果从“田

间”到“舌尖”……

在陕西， 得益于农村快递物流体系建设

的加快发展，农村消费市场释放更大潜能。 快

递进村，推动农产品“走出去”；工业品“走进

来”，让更多农户连接大市场，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

建立统一大市场，商品流通不能有堵点。

近日发布的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深化

快递进村， 加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

设”。

当前，快递进村还有一些堵点、盲点。 消

费尤其是新型消费市场“下沉”深度不足，不

仅影响消费主体扩展， 还影响了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 拓展农村消费市场，让广大农户连

接全国大市场， 亟须健全完善村级快递物流

配送体系，解决工业品下行“最后一公里”和

农产品上行“最先一公里”问题，扩大农村电

商覆盖面，打造服务城乡的双向流通网络。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 深化快

递进村。 与城区相比，农村群众居住分散、家

中时常无人。 邮件少、利润薄导致不少农村地

区群众收寄快递只能去乡镇代收点， 有的来

回一二十公里， 影响了群众寄收快递的积极

性，也制约了农村消费升级。

突破快递进村的现实瓶颈， 政府应主动

作为， 把基础设施做到位、 把服务机制建立

好，整合邮政、交通、快递企业等各方资源，建

立资源共享、 成本共担、 信息互通的共享机

制， 有效解决快递进村成本高、 收益低的难

题。 同时，还要激发快递企业经营主体活力，

深化快递物流业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创

新运行模式，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与产业链上

下游资源共享、业务互联、优势互补。

小包裹、暖人心，小快递、大民生。 快递物

流一头鼓起了乡亲的钱包， 一头丰富了百姓

的生活。 让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带动农村做好

“土特产”文章，为更多农村群众提供创业的

舞台和就业的机会，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与其等风来

不如追风去

□

龙敏飞

在“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里，藏着无数

的惊喜与惬意，可以来“有风的地方”吹散身

心疲惫 ，去“有水的村寨 ”泼洒欢笑祝福，到

“有火塘的农舍”夜话人生甘甜……对于这些

独属于云南的魅力，与其空自神往，不如实地

体验。

云南一直都不缺少“诗与远方”的故事 ，

是旅居的绝佳目的地。 苍山洱海风花雪月的

浪漫、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的生机、丽江古城青

石路上的历史，都让人流连忘返。“有风的地

方”不只体现了彩云之南的自然与人文优势，

更是一种“慢生活”的写照，彰显了云南民族

文化的魅力与精彩。 在乡村农舍的火塘旁边，

烤茶的香气氤氲扑鼻， 村民的欢笑声热闹幸

福，大家围坐在一起，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

的感悟，这一刻，乡情乡愁得以具象化。

在云南， 旅居者可以感受大自然的雄浑

与宁静、体验各族群众的质朴与温暖，沉浸在

岁月静好的时光中。 旅居云南是一场跨越时

空的牵手，也是一段连接山海的邂逅，融合了

“诗与远方”与“人间烟火”的云南，将成为更

多人向往的“第二故乡”。

旅居云南，“将日子过成诗” 总能触手可

及。与其等风来，不如追风去。想一千次，不如

来一次。 在这片充满惊喜的土地上，我们将遇

见更好的自己，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