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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聚焦

本报讯 “春节你们都没

有回去，今天给大家弄一桌好

吃的。”2月22日，位于湖南省

郴州市嘉禾县坦塘工业园的

湖南合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毛平华和员工们在院

子里忙活着，大家围在饭桌

前，一边聊着家常，一边准备

着食材，气氛温馨融洽，每个

人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

为了让外地职工在“嘉”

过个幸福美满的年，春节期

间，湖南合创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推出了一系列暖心举措，竭

尽全力为职工备好“年货”，做

好“大餐”，真正让职工在企如

“家”，感受到温暖的年味儿。

春节期间，为让身处异乡

的员工安心过节，嘉禾县出台

《关于统筹做好春节期间疫情

防控和企业稳岗就业增效的

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对

2021年2月11日~17日春节

7天假期内，留嘉坚守岗位上

班的非嘉籍员工，由县总工会

组织发放一次性守岗补贴

500 元/人；对留嘉过年的非

嘉籍员工租赁公租房或廉租

房的免收 1 个月房租，2021

年2月的水、电费凭有效凭证

由县财政给予50%补贴。同

时，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高度

重视、认真抓好春节期间企

业稳岗稳产工作，切实做好

用电、用水、用气、用工、物流

等要素保障，配套做好医疗

卫生、治安消防、餐饮商超等

公共服务保障。

据悉，为了让留守的工人

稳岗就业，抢抓首季“开门

红”，坦塘工业园园区大部分

企业选择在正月初三开工。

截至目前，嘉禾县铸造企业已

全部开工生产，全县铸造订单

量已达15万吨。

（邢成敏 邓和明 雷兴 雷琪）

本报讯 “精神动力足

了，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才能更

加昂扬向上。我们以激发群

众的精神动力为突破口，让精

神力量助推高质量发展。”谈

及调动群众自我发展动力，安

徽泗县扶贫开发局局长邓素英

深有感触。近年来，泗县多措

并举，打造精神“软实力”，为

新时期脱贫攻坚顺利衔接乡

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

力量。

激发内生动力。深入实施

扶贫扶志工程，充分利用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和“道

德大讲堂”“农民夜校”等宣传

平台，开辟学习专题专栏，营造

浓厚氛围，切实增强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的信心决心。大力弘

扬孝道文化，积极推动“孝道扶

贫”实践探索，开展“我把老人

接回家”活动，2000余户独居

老人由子女接回家居住，有效

解决了独居老人居家养老问

题。深入开展“十星级文明户”

“最美泗州人”等系列评选活

动，推动移风易俗，倡导孝道扶

贫。通过“十星级文明户”评

选，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了勤

劳致富光荣的良好氛围，激发

贫困户脱贫意愿。

汇聚社会力量。积极调动

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扶贫，构建

大扶贫格局。开展“社会扶贫

日认领认捐”活动，2016年~

2020年连续5年召开“10·17”

扶贫日表彰大会，共计筹集社

会善款8274万元。深入推进

“百企帮百村”“百企帮千户”

活动，116家企业参与扶贫捐

助捐赠，共帮扶1876户贫困

户。完善村级爱心超市建设，

创新积分兑换方式，贫困群

众通过参与村级开展的各项

劳动及活动获得积分，凭“积

分”兑换所需物品。“爱心超

市”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

款物781.5146万元，发放物品

折合资金 572.82 万元，发放

15.9723万人次，其中贫困户

10.9687万人次，成为社会扶

贫的“中转站”、贫困户的“加

油站”。深化与当涂县的结对

帮扶，自 2017年 7月结对以

来，开展对接帮扶40余次，互

派52名干部挂职交流，其中泗

县派往当涂县挂职干部26名。

突出法治扶贫。探索“法

治+德治”“法治+自治”“法治+

综治”三个模块扶贫新模式。

健全“5+1+1+X”（公检法司

信+职能部门+属地部门+涉及

部门）联合办理机制，切实化解

信访矛盾。公检法司等6家单

位联合发文，并派驻工作组到

16个乡镇，督导协助推进老年

房整治，敦促限期将被赡养人

接入安全住房共同生活，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全县群众法治

意识明显增强，社会治安、群众

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单 珊 吴天元）

□ 程 云 韩 静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和规

模经营是事关农业农村发展的

大事。近年来，广东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全面深

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精心

组织，周密部署，统筹推进。

近日，广东省委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听取了广东省委

农办关于广东省农村土地经营

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情况的汇报。据介绍，

截至 2020 年底，广东省农村

承包地流转面积达1776.12万

亩，占广东省农村承包地面积的

50.45%，比2019年提高11.8个

百分点，初步构建起“一县一

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发展

格局。

提供制度保障

政策支持方面，为规范农

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推进

土地经营权权能实现，广东相

继出台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

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办法等政策性文件。特别是

2019年7月，广东省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省政府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广东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村

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意见》，

提出含金量高、针对性强、务实

管用的十条政策举措，明确要

求各级财政每年统筹安排土地

流转奖补资金，通过以奖代补

形式，加强对土地流转投入支

持。各地也结合实际制定完善

政策，建立健全激励机制，9个

地市和39个县（市、区）出台实

施土地流转奖补政策。

试点示范方面，近年来，广

东坚持遵循顶层设计和摸着石

头过河相结合，从试点示范着

手，鼓励基层先行先试，通过试

点探索路径。目前，广东已选

择91个乡镇和3个县（市）开展

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奖补

省级试点，以连片流转、适度规

模、集约经营为导向，统筹整合

涉农项目资金支持，探索通过

统一整合、统一流转、统一招租

以及“两预两委托”“互换整合

再流转”等方式，破解农业产业

布局不集中、农村土地碎片化

等难题，实现承包地相对集中

连片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同

时，制定《关于开展土地经营权

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

实施方案》，指导支持各地结合

实际开展试点示范，采用“村社

合一”的模式，鼓励和引导农民

自愿以土地、资金入股，推行股

份合作制经营，有效盘活利用

集体资产资源。目前已累计建

立土地股份合作社5506家。

建设流转平台

在加强经营主体培育、加

快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的过程中，广东推动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开展家庭

农场示范创建，推进农民合作

社规范提升行动和质量提升整

县试点。实施农业龙头企业

“千百计划”，不断完善联农带

农惠农机制，推进家庭经营、集

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

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广东

纳入全国名录系统管理的家庭

农场达15.91万家，培育农民合

作社5.1万家、农业龙头企业超

过5000家。建设国家、省、市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30个，扶

持1153个村、100个镇发展优

势特色产业，创建37个国家农

业产业强镇，有效助推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发展。

为切实强化土地流转和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基础支撑，加

快建设农村产权流转管理服务

平台，基本实现县、镇两级平台

全覆盖，广东积极鼓励和引导

流转双方通过平台达成流转意

向，提升承包地流转公开性、透

明度。例如，韶关市南雄市以

国有控股形式成立韶关市首家

县级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形成

覆盖市镇村三级的流转市场体

系；江门市开平市率先探索农

村集体资源网上拍卖，对流转

土地面积100亩以上的经营主

体，确定专职人员联系服务。

遭遇“成长烦恼”

在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

过程中，广东也遭遇了“成长中

的烦恼”。虽然农村承包土地

经营权流转较快，但依然不能

很好适应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需

要。例如，在流转过程中，广东

部分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村一

品、一镇一业”等项目联农带农

惠农利益联结关系不紧密，带

动流转的作用发挥不充分。

此外，广东全省户均承包

地 3.17 亩，人均 0.73 亩，远远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流转基础

不够“牢”，也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广东连片流转规模不够

“大”，流转承包地中流向一般

农户面积占流转面积 56.5%，

流转后仍然存在碎片化、松散

化经营状况，难以构建规模经

营大格局。

在流转意愿和积极性方

面，不少农民担心流转等于“流

失”，不愿意流转承包地，或者

不支持村集体统筹土地搞规模

化经营。在流转方式方面，面

临不够“活”的困局。据介绍，

目前广东通过出租（转包）方式

流转的占流转面积66.77%，实

行土地股份合作经营的比重还

比较低，不同程度存在一“转”

了之、一“租”了之的现象。而

且，流转承包地主要用于水果、

蔬菜、花卉种植及水产养殖，用

于粮食种植仅占33.38%。

今后，广东将从现代农业

发展的新要求出发，进一步规

范土地流转行为，提升土地流

转和规模经营层次和水平。

□ 马丽娟

随着电视剧《山海情》热

播，宁夏闽宁镇走进全国观众

视野。感人剧情的背后，是20

多年来宁夏干部群众和福建援

宁群体携手在荒滩上艰苦创

业、开拓家园的不懈奋斗。春

节期间，新华社记者走访闽宁

镇，移民们谈起近些年的生活

变迁，他们借剧中的台词感叹

道：“未来真的来了！”

“山汉”翻身了

今年春节，刚退休的福宁

村老支书谢兴昌比往年还忙，

他天天在闽宁镇镇史馆给游

客义务讲解。“都是看了电视

剧来的，我自豪得很，讲多少

遍都愿意！”

谢兴昌是《山海情》中马得福

的原型之一，20多年前他还在

西海固山沟里饱受贫困折磨。

1996年，福建和宁夏确立对口

帮扶关系，次年两省区共建的

闽宁村奠基成立，谢兴昌是首

批搬迁户。

当年闽宁村还是片荒滩，

他们从平地盖房起家。搬来的

第一个除夕，没有电，谢兴昌一

家7口在土坯房里，点着蜡烛

吃洋芋面。“把孩子哄睡着，我

和老伴儿坐在荒滩上数不远处

驶过的火车，想起白天孩子闹

着要吃糖，我没钱，难过得直想

流泪。”

从深山跑出来的西海固人

对美好生活有着强烈的向往，

“不能遇到困难就退回去”。第

二天，他和妻子打起精神，筛土

整地，准备开春种枸杞。不久

后通了黄河水，种玉米、种葡

萄，连年丰收回馈了庄稼人，吸

引了更多人扎根。

经过一代代移民“拓荒”，

起初只有8000多人的闽宁村

已变为6.6万人安居乐业的闽

宁镇。如今走村串巷，村民家

中沙发、冰箱、液晶电视等成为

“标配”，不少人家门口还停着

小轿车。

今年除夕，谢兴昌一家儿

孙团聚格外热闹，他做了一大

桌菜，还给孙子买了许多糖。

“来闽宁镇简直像做了一场梦，

我们山里汉翻身了。”

海风继续吹

和谢兴昌一样忙碌的还有

一朵朵小蘑菇。“年前双孢菇订

单就满了，现在11间菇房都采

摘一空。”宁闽合发生态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龙说。

这座现代化的双孢菇栽

培工厂，由福建和宁夏 2018

年共同出资建成，通过智能化

控温栽培等技术，可实现全年

不 间 断 出 菇 ，年 销 售 额 达

1000多万元。

木兰村村民马勇这几日忙

着清理菇床料堆，准备育新

菇。他和妻子都在工厂打工，

两人工资相加每月有8000多

元。“以前一直在外地跑，现在

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也能照顾

孩子了。”

一朵小蘑菇更见证了持续

20多年的“山海情”。1998年，

来自福建的国家菌草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带

着技术团队，手把手教闽宁村

村民种双孢菇，这是移民接触

到的第一个产业。

如今，蘑菇产业升级，葡萄

种植、光伏产业、肉牛养殖等产

业多点开花，曾经一无所有的

戈壁滩生机勃勃，全镇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由搬迁之初的

500元跃升到去年底的1.49万

元，增长了29倍。

“闽宁协作”仍在薪火相

传。第十一批福建援宁干部

李辉钦在闽宁镇挂职副镇长，

他开通抖音账号，经常在田间

地头、工厂牛棚里直播，一口

“塑料”普通话很受欢迎。去年

工作到期，他主动申请延期1年，

因为“心有不甘，许多工作才刚

开始”。

“冲天”在这里

老一辈移民挣脱了贫困，

新一代移民正成长为振兴闽宁

镇的澎湃力量。

园艺村32岁的沙金龙已是

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老板，他

研发的“北客黄油”在短短2年

内，占据了宁夏烘焙油脂市场

不小份额。

这位宁夏大学的研究生在

一家乳企干到中级工程师，月

薪两三万元。“临近30岁时，我

对未来有了更高的期望。”2018

年他回到闽宁镇，召集起几个

小伙伴一起创业。

沙金龙语速很快，厚厚眼

镜片背后的眼神却很专注：“回

来也是想激励村里其他人，那

个曾经鼻涕都擦不干净的小男

孩还可以创业。我可以，他们

也可以。”

春风化雨育山花。2月22

日，闽宁镇中心小学开学了，副

校长张军望着崭新的教学楼感

慨万分：“当年我们的教室只有

北边挡风的窗户有玻璃，冬天

学生轮流带柴火烧炉子，黑板

也是墨汁刷成的。”

如今的闽宁镇中心小学在

福建援助下建成高清录播室，

这里的孩子通过电子屏幕，就

能与2000多公里外的福州市

钱塘小学的师生同步上课。一

根网线打通无限开阔的世界，

张军说：“我相信他们将是不同

的一代。”

《山海情》中白校长带孩

子们参加合唱比赛，他们因口

音把“春天在哪里”唱成了“冲

天在哪里”，但这未经训练的

稚嫩歌声却迸发出一种野蛮

生长的力量，打动了许多人，

那正是西海固人掐不灭的精

气神。

闽宁镇的春天，真的来了。

山 海 携 手 迎 春 来
——来自宁夏闽宁镇的脱贫答卷

推 动 有 序 流 转 发 展 现 代 农 业
截至2020年底，广东农村承包地流转面积达1776.12万亩，占广东农村承包地

面积的50.45%，初步构建起“一县一园、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发展格局

精神“软实力”撬动振兴“大梦想”
安徽泗县激发群众内生动力，为新时期脱贫

攻坚顺利衔接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力量

让 外 地 职 工 在“ 嘉 ”如“ 家 ”
湖南嘉禾县推出暖心举措，让身处异乡的

员工安心过节

留守妇女变身乡村留守妇女变身乡村““蓝领蓝领””
近年来，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积极引进劳动密集型轻工企

业，为当地留守妇女就业创造广阔平台。作为同心县定点帮扶

企业，中核（宁夏）同心防护科技有限公司建设服装加工扶贫车

间，优先招聘当地低收入家庭的留守妇女进厂务工，目前已为

500多名当地妇女提供就业岗位。昔日的农村妇女，经过企业

招工、培训后，成为乡村“蓝领一族”。图为扶贫车间的女工在

进行服装加工。 新华社记者 王 鹏 摄

拉萨举行拉萨举行
新春首场招聘新春首场招聘会会

日前，西藏自治区劳

动就业服务局举行“迎新

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

行动暨 2021 年春风行动

启动仪式大型现场招聘

会”，为节后求职者提供丰

富的就业选择。图为用人

单位代表（右）查看求职者

简历。

贡嘎来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