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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溪镇天湖村发挥并调动村“新乡贤”参与村
庄道路建设、村庄绿化、河塘清淤等民生实事的积
极性，难忘乡愁，共建“美丽乡村”。 建君/摄

本报讯 受北方强冷空气影响，我区
连日持续低温阴雨天气，3月 28日凌晨更
是迎来了一场降雪。3月 30日上午，区农
业农村局组织专家，奔赴全区多个乡镇，
查看茶叶、小麦、果蔬等农作物是否有受
灾情况。

当前，正是明前茶采摘制作最忙碌的
时节，降雪让很多茶场负责人担心茶叶的
品质和产量是否会受到影响。经过在多
个茶场的实地查看，区园艺技术指导站推
广研究员许映莲告诉记者：“部分茶树叶
尖受到冻害，但在制茶加工过程中，这些
叶尖经过炒制会脱落，所以对茶叶品质影
响不大。”

许映莲表示，此次降雪后没有出现霜
冻，最低温度在 4℃左右，所以没有出现更
加严重的冻害。虽然降温阴雨天气对茶
叶生长产生影响，今年高档茶的上市时间
会延缓，但整体产量影响不大。

随后，种植园艺条线的专家还在指前
镇、朱林镇等地查看了小麦、葡萄、桃树、
梨树的生长情况。多位专家表示，从现场
情况来看，此轮低温雨雪天气对农作物的
影响不大，未见明显冻害。

江苏省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金坛推广示
范基地主任刘辉提醒广大种植户，下一步的
田间管理要注意病虫害的发生，天气转好后
要清沟理墒，适当喷施一些叶面肥。陈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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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区将精准扶贫、脱
贫攻坚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
内容，变“扶贫”为“扶心”，变“输
血”为“造血”，增强群众发展的斗
志和脱贫的智慧技能。

对于贫困户而言，扶贫必先
扶心。行行出状元，陆小罗是薛
埠镇的养羊状元。可几年前，他
还是典型的贫困户。陆小罗今年
71 岁，以前一家三口靠村里帮扶
度日。俗话说，救急不救穷。为
帮助贫困户致富，几年前东进村
结合矿山保护和土地整治，将流
转出的土地置换给他家使用，还
派技术人员定期上门服务。陆小
罗放弃了打零工的生活，利用山
地饲养山羊近百只，走上规模化
养殖之路。陆小罗算了笔成本账，
以前做零工一年最多万余元，现
在山上茂密的草是羊最好的饲料，
现在除了羊羔的成本钱，其余都

是净赚的，他说养羊成了他脱贫
致富的法宝。

对于村集体而言，扶贫必先
扶志。人心思齐，是村级经济发
展重要所在。各村只有充分发挥
交通、地理、资源、人才等优势，
就没有脱不了贫困的理由。培丰
村是全区第五轮结对帮扶困难村，
近年来紧抓仓储物业、合作社发
展，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不足 10
万元增加到 92 万元。近年来，村
建成物业仓储近 8000 平方米并对
外出租，每年为村级收入增收 70
多万元。2019 年实现村集体总收
入 330万元，农民可支配收入 3.37
万元，同比增长 6%。培丰村发展
关键在于发挥交通、土地等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租赁、经营性经
济。正如村党总支书记庄俊所言，
培丰村正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的，严格按照摘帽不摘责任、

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
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将村集体
经济发展、村民致富增收摆在首
位，做脱真贫、真脱贫。

我区立足打赢“三大攻坚战”，
把扶贫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至 2019 年底全区第五轮结对帮扶
20 个经济薄弱村稳定性收入达 90
万元以上，未脱贫建档立卡低收入
农户 61户 109人，人均可支配收入
全部达 10000 元以上，实现全面脱
贫的目标。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
攻坚战收官之年，我区将持续推动
稳岗就业、发展庭院经济，不断拓
宽低收入家庭就业渠道。继续落
实好结对帮扶工作机制，对重点低
收入农户、2019年新脱贫户开展跟
踪帮扶和“回头看”。 建君

从长荡湖生态湿地到钱资
湖风光带，从下塘河生态廊道到
愚池湾国家水利风景区，从山区
水库到平原塘坝，河岸垂柳摇
曳，河面波光粼粼，鸟儿凌波飞
翔，一幅人水和谐的画卷美不胜
收。而这，正是河长制工作的成
效。2019 年，钱资湖、下塘河等
7 条河道创成常州市“五好河
道”，成功举办钱资湖环湖长跑
大赛、“保护母亲河，我们在行
动”等主题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
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我区深入践行习总书记新时

期治水方针，围绕高质量发展目
标，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围绕
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
治理、水生态修复，突出系统治
理、水岸同治和长效管理，在“见
行动、见成效”上下功夫。

今年，我区出台《河湖长制
工作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明
确以河长制高质量助推经济发
展高质量。明确目标，全面建立
河湖长制，发挥河湖长制制度优
势和河湖长核心作用，推动河湖
水质全面达标，河湖空间全面优
化，河湖生态全面修复。坚持以
政府为主导，强化部门联合，压
实河长责任，以“八个强化”推动
河湖长制从“有名”到“有实”，从

“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
强化河湖长制体系建设。以

全年目标任务清单、区级“一事
一办”任务清单为重点，强化交
办、会办和督办，确保清单办理
效果。实施河湖网格化管理，完
善河湖长配套制度，落实第三方
督查机制，实行最严格问责机
制。强化水资源管理。实施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节水型
社会建设。强化污染综合防治。
减少工业排污对河湖的污染，开
展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提高规模
畜禽养殖场粪便综合利用率，减
少农业面源污染，并推进航道干
线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强化环境
综合治理，遏制湖库富营养化，改

善河湖空间环境质量，满足河湖
水功能区要求。推进新孟河沿线
环境综合整治，打造太湖上游清
水走廊。强化河湖生态修复，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进
长荡湖退圩还湖工程和封湖禁渔
及增殖放流。强化河湖长效管
理，完善河湖长效管护机制，推进
河湖管护专业化、集约化和社会
化。实施河湖空间动态监管，建
立河湖水资源承载能力健康预警
和管控机制，开展河湖健康状况
常态化评价。建设智慧河湖管理
系统，推动河湖长制信息化考核。
强化河湖执法监督，依法划定重
要水域，常态化实施水域监测、岸
线开发利用监测，网格化管理机

制覆盖流域性河道与重点湖泊，
深入开展河湖违法行为专项整
治。强化水文化建设，建设水生
态文明城市、水利风景区、美丽库
区幸福家园，营造多样化滨水空
间和水景观，彰显江南婉约的河
湖文化特色。

水生态环境保护非一日之
功，高质量河长制需要保持一
定 耐 力 和 定 力 。 我 区 将 坚 持

“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理念，
按照“一河一策”责任清单，按
照水质净化、两岸绿化、堤岸美
化、保洁常态化的“四化”标准，
高效推进河湖长制工作，使市民
切身感受到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的幸福感。 蒋建君 李玲

打造人民满意“幸福河”

我区变“扶贫”为“扶心”

中央“一号文件”系列解读①：

筑牢攻坚脱贫“坚强堡垒”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
掉队。”习近平总书记就攻坚
脱贫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今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年、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
年，实现全面脱贫对推进我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高速度增
长具有重要意义。

攻坚脱贫还有哪些堡垒需
攻克？还有哪些短板需补齐？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部署并
明确提出，脱贫攻坚已经取得
决定性成就，到了攻城拔寨、全
面收官的阶段。我区拓展攻坚
脱贫新模式，鼓励村集体通过
新建物业、土地流转、发展产业
等增收，创新村企共建模式，打
造集约化、清洁化、高效化的优
质家禽规模养殖新标杆，帮助
经济薄弱村集体年增收 50 多

万元。探索“消费扶贫”，推进
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与经济
薄弱村签订消费扶贫协议，并
联系物业公司帮助低收入农户
就业推进“就业扶贫”。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巩固
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对此，要
因地制宜、统筹推进，严格执行
贫困退出标准和程序，用好督
查、巡查、督导等手段，及时发
现并解决问题，赢得工作主动
权。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
快攻坚脱贫步伐，打通脱贫消
薄关键点。要在全区建档立卡
低收入户全部脱贫基础上，持
续深化脱贫“回头看”，摸清脱
贫户后续发展需求，完善巩固
脱贫措施，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要拓宽低收入群体增收渠道，
在特色产业项目扶持、提升就
业能力、拓宽农户财产性收入
等方面想办法出实招。要积极

探索建档立卡低收入户防贫商
业保险，进一步织牢保障网，巩
固脱贫成果。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研
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
制，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
平稳转型。我区要不断总结攻
坚脱贫的做法和经验，深入挖
掘扶贫济困、脱贫致富和组织
创新典型，激发全社会帮扶热
情。要加强部门联动，发挥各
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全面开展脱贫人
口排查，一项一项整改清零，一
户一户对账销号。要明确决战
目标，拿出决战勇气，夯实决战
举措，抢抓国家政策，推进产
业、就业、科技、消费等扶贫，并
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激
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确保全
面小康路上一个都不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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