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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访委员

人勤春来早，莫负
好春光！春节假期刚
过，中央一号文件正式
发布之际，全国各地田
间地头也开始忙碌起
来，春耕生产开启……
不经意间，人们突然发
现，与过去农村劳作都
是“看天吃饭”不同，
如今的春耕已经装上了
科技的翅膀；各种农业
生产形势蓬勃发展；各
级干部也下到田间地
头，做起了指导员、服
务员……

春耕“犇”腾而至

不负农时不负春
本报记者 王硕 高志民 李将辉

粮食安全事关国家稳定,耕地作为国
土资源的精华,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最为
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日前发布的2021年中
央一号文件指出，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
线。目前,中国粮食产量连续四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的水平,粮食的有效供给逐
步增加。在实现耕地高产稳产的同时,人们
的需求由“吃得饱”逐渐转向“吃的好”,耕
地是否健康成为粮食安全的关键。

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的耕地还存在
本底质量低、耕地退化、耕地污染等问题。

中国耕地地力偏低,平均质量等别
为9.96等,其中,优等地的面积还不到全国
耕地总面积的 3%,中低产田面积则达到
70%,大部分耕地的肥力状况不容乐观。东
北地区的黑土层在逐年变薄,有机质含量
与开垦之初相比下降了4%~7%。耕层变浅,
土壤板结等土壤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

2020年开展的《全国耕地健康产能试
点与技术体系完善》项目已经在中国标准
耕作制度二级区中选取了沿江平原区、松
嫩平原区、燕山太行山山前平原区进行了
试点研究,评价了各试点耕地的健康状况，
结果不容乐观。

以沿江平原区重要的稻米产区某市为
例，由于其产业结构的影响,化工厂、陶瓷厂、
琉璃瓦厂等数量多,导致该地区的土壤污染
问题严重,主要是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超标,
耕地恢复力下降,尤其是太湖沿岸地区。

造成耕地不健康有多种因素：自然灾
害频繁发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与耕地健
康矛盾加剧；利用方式不当以及制度不健
全等，都难以保障耕地健康。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实行最严格
的耕地保护制度,但长期以来主要侧重对
耕地数量的保护,忽视了维持耕地健康可

持续发展，没有建立和完善耕地健康保护
的约束激励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一些地
方政府单纯追求当地经济发展,疏于对耕
地的监管,耕地健康保护难以落到实处。

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就必须敬畏“耕地”。

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耕地资源的价值，
重新认识耕地资源与人之间的关系。耕地
资源不仅因人的利用而拥有价值，其本身
就内含有固有价值。耕地“吐生万物”的特
性是其固有价值的本质属性，不因人类而
独立存在。人与耕地的关系不是对立关系，
而是生命共同体关系。

必须要转变农业产业结构和利用方式，扭
转对耕地“只用不养”的观念,采取循环利用的
种植结构,因地制宜地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同时，建立中国耕地健康监测预警机

制，做到“早预防、早治疗”,指导优质健康的
耕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切实履行耕地
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责任。

推动土地科技创新发展。针对不同类型
的耕地健康障碍因素,采取相应的生物技术、
工程措施等来提升耕地健康水平,例如研究新
型肥料、实现作物平衡施肥、加快农业生物育
种创新和推广应用,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
生物活性,增强耕地的“免疫力”和“恢复力”。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要采取
“长牙齿”的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建议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经验,修改
和完善中国耕地保护的相关条款,增加有
关耕地质量、耕地污染和退化等与耕地健
康相关的内容,为耕地健康保护提供直接
的法律依据。

敬畏耕地，不仅关乎我们人类的本性，而且
关乎自然生命的本质。作为自然生命共同体的
普通一员，我们不仅应该懂得关心自己的利益、
关系人类的共同命运，也应该懂得敬畏耕地，应
当尊重自然生态的生命共同体本质。对于耕地，
我们不仅应该做到从先人手中把它完整地接过
来，而且应该通过我们的努力，把它以一种更完
美的状况交给后人。
（作者系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研究员）

敬畏耕地
郧文聚

“正在辣椒育苗的关键时间，大伙都在
地里忙活呢。”

记者拨通大唐村驻村第一书记贾殿阁
的电话时，他正忙着帮助村民育苗。

祁祁甘雨正当春，草树精神一倍新。牛
年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恰逢二十
四节气之雨水，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由南
向北，油菜、冬麦渐次返青，万物萌动生长，
踏进人勤春早的耕耘季节。

西和县曾经是全国52个最后一批脱
贫摘帽县之一。去年11月，西和县和全国
人民一道如期脱贫摘帽。而蒿林乡大唐村
也是记者在去年“三同”期间的驻点之一。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起步之年，抓好春耕春播、
农业生产，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重要抓
手，也是衔接开启乡村振兴的第一场战役。
蒿林乡充分认识到产业发展对于巩固拓展
脱贫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
意义，结合本地气候条件，科学谋划，提前
启动春耕生产工作。

“我们这里乡镇干部、农技干部、帮扶
干部都是春耕的宣传员、指导员、服务员。”
贾殿阁说，“现在乡里干部都已经下到田间
地头了。”

连日来，蒿林乡各村一片繁忙的春耕
春种景象，朝天椒是蒿林乡今年发展的特
色种植产业，今年蒿林乡育苗1888亩，当
前正是春耕的大好时节，要抓住春耕生产
不放松。

在申集村，所有地块已完成平整翻熟，
一块块集中连片的育苗田在阳光的照射下
格外显眼，现场，村民们分工协作，忙得热
火朝天。“大年初五，我们就下地忙活了。”
申集村村民说。

为将地里的辣椒苗做好管护，何山村
的辣椒育苗基地里一片繁忙，每天都有村
民忙活在田间开展辣椒育苗管护工作。

各级干部扎进田间地头，查苗情、观墒
势、除虫害，帮助乡亲们加强春季田间管
护，备足化肥、农药等春耕物资，依托互联
网、大数据、微信群等，及时发布农情信息，
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全流程为群众春耕生
产、增产增收解忧纾困。

甘肃西和县蒿林乡：

“各级干部做好
指导员、服务员”

来自基层的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卜寨
村村委会主任、曙光学校校长刘卫昌，虽然双腿残疾，但
从手机视频、语音中听他的声音，觉得总是那么铿锵有
力、充满激情，尤其是与他交流起乡村振兴这个主题时，
他似乎总是滔滔不绝，让你插不上嘴，总感觉他有说不完
的话。

我向他表示，两会召开在即，我们社会福利保障界的
委员又要重逢了，刘卫昌委员顿时兴奋起来。言语间，我
向他问起，在过去极不平凡的一年里，你作为全国政协委
员，还是村主任，又兼着学校校长，自上次两会以来，你
都做了些啥，或是简要地说说印象最深的二三事,对今年
两会还有什么新建议。

刘卫昌委员向我透露，他做的事不少，但归结起来就
一件事：作为村主任，通过抓乡村振兴努力让村民过上更
加美好的生活。接下来，他的话匣子就如竹筒倒豆子一样
说个不停。

在刘卫昌委员看来，乡村振兴是农民企盼的大方针、
大政策，是大趋势和奋斗的大目标。要让民族复兴，必须
使乡村振兴、村民共同致富。

刘卫昌委员表示，作为基层“三农”一线的全国政协
委员，又是村委会主任，应带头响应中共中央决策号召，
深刻认识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用心用情用力增
强做好村里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责任感，村上的乡亲
们时刻都在看着我们，我作为村干部不能让村民们失望。
乡村要振兴，作为最基层的一名普通村干部尤其是村主
任，更要做到守村有责、守村负责、守村担责，为村里振
兴作为。

在谈到村干部要模范示表时，刘卫昌委员很坦诚：首
先是自己作为村主任，要从自身做起，从自己干起。同
时，要注重培养一批年轻有为的、有目标、有方向感的干
部。村里的工作很杂很碎很苦很累，缺钱、缺项目、缺好
企业和好产品，问题重重、矛盾多多，村民愿望要求越来
越高，干好不易，得有一股子干劲、韧劲和毅力，要有一
种时代精神。

我觉得，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
上和 2021 年春节团拜会上强调要发扬的精神，即孺子
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我想，在新发展阶段、新格局
下，只有践行好“三牛”精神，才能带领村民共同干出无
愧于新时代赋予我们村干部的使命，才能让村民不断过上
更加美好、共同富裕的新生活。

要让乡村振兴，作为村主任，就得想法子让村里的企
业振兴起来、红火起来、发展起来。在刘卫昌委员看来，
这就要求我们培养与当地农村实际相结合的乡镇企业，重
点发展好种养加工业，能使优质农产品成为优质生态农产
品，能直接对接满足大中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向
往，让他们用到、吃到健康的、放心的、绿色的、安全的
农副产品。同时，还要注意使卖出的、快递出的农副产品
在包装上减量化，使包装材料能资源化处理、循环化利用。

我想，这应该也是新时代对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吧。

刘卫昌委员既是卜寨村的村主任，同时还是曙光学校
的校长。谈起对农村孩子的教育，好像更有说不尽的话，
言谈话语间凝结着对农村孩子的无限深情。他表示，要让
孩子们在“十四五”开局起步之年，就能深深埋下乡村振
兴的种子，让他们无论是坐在校园教室里学习，还是在来
往上学放学的路上，都要热爱他们生活学习成长的农村，
热爱培养供养教养他们成学成长成人的农民父母，热爱一
日三餐是农民伯伯、爷爷奶奶搞农业生产辛苦劳动换来
的，从而引导他们爱农民爸妈、爱乡村老师、爱他们生活
的村子和学校，促使他们勤奋刻苦学习。

刘卫昌表情严肃地告诉我说，现在有些遗憾，就是农
村孩子几乎不参加农业劳动，缺乏对农业的兴趣，缺少对
农村的感情，缺了对农民父母的爱，要钱用、要好衣穿、
要好吃的、要好玩的多。相反，理解、帮助、关心、爱
护、孝敬之心少了、弱了、淡了。所以，作为政协委员，
他建议更加注重少年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尤其是
德育、体育和劳动课。要重视从农村学校抓起，让孩子在
参加农业劳动中，有意识地培养爱劳动的习惯，让他们通
过参加农业劳动，从少年时代起就培养对农业的兴趣、对
农村的乐趣和对农民的感情，要让孩子们懂得人们的衣食
住行离不开农业，培养孩子们从小就对“三农”爱的种
子。不要以为农村就是农民待的地方，农业就是农民干的
活儿，甚至认为农业是下等产业的错误认识。

“当然，我作为校长，更应该带头重视，肩负教育责
任。”刘卫昌委员既很坦诚又很感慨地强调说，农稳才国
稳，村稳则基稳。要实现乡村振兴，一是农村干部要带头
奋斗，有信心决心；二是要培养适农企业，具有一村一企
一品的、城乡对接的致富产品和绿色健康食品；三是培养
农村下一代少年孩子们对“三农”的兴趣和爱心及通过艰
苦奋斗共同致富的精神。

在结束手机采访交流时，我忽然想起以前刘卫昌委员
在多次接受记者采访报道中的一句话：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在乡村。今天，再次听了刘卫昌委员对乡村振兴的衷情真
切的表达：乡村振兴久久为功的希望在于，注重培养后继
新人，能够后继有人。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驻会
副主任）

筑牢乡村振兴的基石
——与刘卫昌委员畅谈乡村发展

特邀委员记者 凌振国

广东江门台山市，是珠三角著名的“鱼
米之乡”，其“台山大米”更是在该地区闻名
遐迩。近日，当地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水稻
下秧工作。

在台山赤溪镇，和从前水稻田里农户
们一个个俯身插秧不同，漫漫水田里空无
一人；水田上方，几台无人机不断“巡
游”……这正是农业无人机进行水稻直播
的情景。

江门市365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负
责人覃禹君解释说，过去水稻种植绝大部分
是通过“育秧-插秧”的传统方式，但这前期
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准备。所以，慢慢地，有
农户采用人工将水稻种子直接播撒到农田
的方式，被称为“水稻直播”。不过这种方式
有个弊端，需要在种子播种到农田后的2天
内做好封闭除草工作，否则会导致后续杂草
长得比水稻更好，直接影响产量。

即便是改良的方式，完成20亩水稻直

播也需要农户背着十几斤种子、蹚着泥奋
战一天。按照一户一般种植200亩地计算，
往往需要10天。这意味着等撒完了种子，
也错过了2天内进行封闭除草的黄金时间
段。“当然可以雇佣人手解决，但无疑增加
了成本；特别在农村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很难找到人来完成这项工作。”

而如今，有了农业无人机设备直接进
行稻种飞播，一天时间内就可以完成这
200亩地的种植，第二天就可以进行除草
封闭处理。

覃禹君使用的无人机正是广州极飞科
技有限公司专门为农业播种、喷药等研制
出的专业无人机。“我们粗略估算了一下，
这种方式，每亩地可以节省100元钱的种
植成本。”

望着正在水田上“忙碌”的无人机，覃
禹君像看着自家孩子一样非常骄傲。

“2016年前，我还在东莞做小生意，一开始

是爱好接触到无人机。当知道无人机可以
进行植保服务和农业生产管理后，由于自
己也是农村出来的，突然觉得这事是一件
踏实还有价值的事情——曾经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传统农业场景可以得到很大改变。”

如今，由于使用了新型设备，覃禹君管
理的农田已经从原本的200亩发展到了
700多亩。

农户郑奕辉也有类似的感受。
“之前我在外省做厨工，基本上每个月

七八千元收入，平时也没空回家。到了播种
季，200亩地需要家里5个人同时上阵还得
请很多人工。现在靠着一台无人机,2个人就
可以管理好700多亩地。随着我管理的农田
规模不断扩大，年收入有30万~40万元，不
仅收入多了，我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在享受新设备带来“红利”的同时，他
们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还是有很多农
户或者地区并没有开始接受或者应用智能
设备进行农事生产管理，而且掌握新技能
也有一些基本要求。”新年，覃禹君有新的
愿望：“希望这些农业智能化设备可以加大
市场推广和普及吧。到时，农业、农村、农民
都会大不一样。”

广东江门：

新农人的新春播

庚子鼠去，辛丑牛来。一年之计在于
春，一年好景看春耕。新的春天“犇”腾
而至，各地的田间地头也开始忙碌起来，
农民朋友全力投入春耕生产……

“备耕离不开好肥，牛年我们村继续
发牛财，现在正在将牛粪还田，目前都在
准备打开牛粪发酵池，在往农田地送牛猪
肥料。”乌立志是河北省政协选派到承德
市郭家屯镇干沟门村进行扶贫的第一书
记，接到记者的电话就滔滔不绝。

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春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第一
位的任务，可以说，春耕是第一役。庄稼
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有了好肥料，在这个
乡村振兴的春天，一定能够“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子”。

“我们村的好肥料其实是再生资源。
据测定，一头牛每天产生的牛粪是其体重
的5%～6%，即一头450kg的牛平均每
天可排泄25kg左右的粪便，那么一年就
有9000kg之多。”乌立志说，一个具有

一定规模的养牛场一年产生的牛粪数量则
是非常巨大的。露天堆放的牛粪产生大量
的温室气体——甲烷，不仅严重制约养牛
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气候变化产生重
大影响;任意堆放的牛粪对地表水、地下
水、周围的空气以及土壤等都会造成极其
严重的污染，给环境保护带来巨大的隐患
和压力。

“肉牛养殖是干沟门村的传统优势产
业。工作组积极利用国家关于扶持农村养
殖产业的优惠政策，加快肉牛养殖小区建
设，实现对肉牛的养殖规模、规范圈养，
引导其他养殖户改变散养散放的习惯。在
恢复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吸引贫困
户加入合作社增加收入。”乌立志介绍说，
积累了一年的牛粪，现在就要发挥作用了。

为什么牛粪要积累之后才发挥作用
呢？在干沟门，目前，最常用的牛粪处理
方法就是利用牛粪作为有机肥。使牛粪在
微生物作用下通过发酵过程使有机物质矿
质化、腐质化和无害化而变成腐熟肥料。

在微生物分解有机物的过程中，不但能生
成大量可被植物吸收利用的有效态氮、
磷、钾化合物，而且还能合成新的高分子
有机物——腐殖质，它是构成土壤肥力的
重要活性物质，既可以缓解牛粪对环境污
染带来的压力，又可以变废为宝，获得一
定的经济效益。

“我们村里的粮食生产已经整成了绿
色产业链。”记者去干沟门参加“三同”
活动，待过十几天，在后窝铺村的养殖小
区里，老朋友夏瑞福养了30头牛，他高
兴地告诉记者，现在春耕不用买肥料了，
节省下一大笔开支，这些开支又来源于秋
天收割的秸秆。

“秋收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把秸秆做
青储饲料。别的地方头痛的秸秆问题，在
我们这里都不是问题。秸秆全部吃干榨
净，这不，一开春，牛粪就可以还田作肥
料。”夏瑞福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我们帮助贫困户申报养殖扶贫贷款
185万元。组织养殖大户带动贫困户建设
完成了养牛小区11个，可实现圈养肉牛
4000头。11个养殖小区得到政策补贴650
万左右。”乌立志说。“孺子牛、拓荒牛、
老黄牛，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关于牛的美好
寓意和精神标识，村民们都憧憬我们的国
家劲如三牛，我们的日子牛气冲天！”

河北承德干沟门村：

农家肥带出绿色农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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