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贫攻坚关键要巩固脱贫
成果。”5月 22日，全国“两会”
东风吹到茅山老区。江苏方麓
茶场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道俊行
驶 在 全 国 “ 最 有 诗 意 的 路 ”
上——“绿野仙踪”，一侧是良

种茶基地。
“以前这里都是山，没路，茶农采茶得

翻几个山头，茶叶采好再运出去就蔫了。”
王道俊说，现在从方麓茶场一脚油门半个
山头就转过来了。2012 年，他从澳大利
亚卧龙岗大学留学归来，投入上千万元建
设基地，打造“百园春”金坛雀舌茶品牌。

“希望‘两会’更加关注与农业有关话
题，加大对茶农有机肥补贴，推进农业休
闲旅游发展。”王道俊说。

与王道俊一样，钱罗洪也是一位“弄茶
人”，16岁时他开始在方麓茶场种茶和炒
茶，创办金坛生态良种茶场和露源生态茶
业有限公司，周边茶农种植面积超万亩。

“既要关心茅山老区茶农，也要关心
对口支援三峡库区水库移民。”钱罗洪调
查发现湖北省秭归县、重庆市云阳县分布
在三峡库区两端,是种茶的好地方，他帮
助当地茶场提档升级，打响“露源”品牌，
茶叶价格从每斤 30元卖到 500多元。

“每年全国‘两会’我都很关注，尤其
与农业有关的，今年我们茶企更关注‘经

济运行 ’和‘全面小
康’……”钱罗洪说，
当时示范园以每年每
亩 1200 元 价 格 流 转
土地，是当地标准的 4
倍，350多名移民在茶
园打工。秭归是国家
级贫困县，为推进地
方精准扶贫，他在屈
原镇铺坪村又流转土
地 1000 多亩，筹资成
立湖北三峡九盘山茶
业有限公司，建设黄
金玉茶精品园，并与

当地景区对接走茶旅融合之路。
浓浓的茶香，包含多少“弄茶人”的心

血，传递着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厚意。
“金坛茶叶历史悠久，陆羽是茅山最

早的‘弄茶人’。”方麓村党总支书记朱锁
良说，悠久道教和茶文化对推进茅山老区
茶旅融合发展意义深远。近年来，方麓村
投入 5000多万元，实施建国、白石里等多
个小流域治理，土地整治面积 9000多亩，
拥有方麓、建国等 10 多个茶场。结合攻
坚脱贫，实施党员“1+1”，帮助农民种植、
销售茶叶。聋哑人汤某家庭贫寒，党员指
导她种植茶叶 5亩，将她纳入茶叶专业合
作社。党员杨明海、陈洪富是种植大户，
每年帮助困难群众销售鲜叶 2万斤。

方麓村结合土地整治，统一对外发
包，发展林下经济，建设猕猴桃种植、雪山
黄鸡养殖等基地。王国琴建设猕猴桃园
100多亩，引进红心、黄心、绿心 3个品种，
亩产达 2000 多斤。布依族妇女王小秀，
茶园面积 40多亩，年收入近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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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8 年起，我区大
力推行“五位一体”全产业链订单
模式，两年来我区种粮大户优质
稻谷订单化率已突破 50%，累计
帮助农户增收 3000余万元，显著
带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稳粮增
收的目标更进一步。

今年，我区粮食绿色高质高
效持续推进“五位一体”全产业链
订单生产，遴选出一批新技术新
模式示范经营主体，打造一批综

合展示百亩示范方，同时将示范
方打造成绿色防控示范方。据了
解，全区预计建设 5000亩以上示
范片 2 个，1000 亩以上示范片 7
个，并打造 56个高标准百亩示范
方，涉及 360余户示范经营主体，
面积 8 万亩左右，其中示范区订
单面积 7 万亩左右，示范区稻谷
订单化率预计可达 80%。

指前镇是我区第一家获评江
苏省“味稻小镇”，也是粮食绿色

高质高效创建示范镇之一，该镇
发挥龙头企业带头作用，实现水
稻订单面积 1.5万余亩。同时，试
点推广农资集中采购，在粮食绿
色高质高效项目中给予一定补
贴，进一步规范水稻生产过程中
农业投入品的使用，节约种植户
的农业生产成本，实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全镇累计 52 个种植
大户参与其中，惠及面积 1.5万亩
左右。 朱萍 陈玉婷

“五位一体”全产业链订单
模 式 为 稳 粮 增 收 护 航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
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落实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举措，保障重要农
产品供给，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大
剩余贫困县和贫困村攻坚力度，
对外出务工劳动力，要在就业地
稳岗就业。开展消费扶贫行动，
支持扶贫产业恢复发展。加强易
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深化东西
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
贫。强化兜底保障。搞好脱贫攻

坚普查。接续推进脱贫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全力让脱贫群众迈
向富裕。

着力抓好农业生产。稳定粮
食播种面积和产量，提高复种指
数，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增加产
粮大县奖励，大力防治重大病虫
害。惩处违法违规侵占耕地行
为，新建高标准农田 8000 万亩。
深化农村改革。恢复生猪生产。
压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
篮子”市长负责制。14 亿中国人

的饭碗，我们有能力也务必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

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支
持农民就近就业创业，扩大以工
代赈规模，让返乡农民工能打工、
有收入。扶持适度规模经营主
体，加强农户社会化服务。增加
专项债券投入，支持现代农业设
施、饮水安全工程和人居环境整
治，持续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储备充裕。但对
于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的大国而言，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等重
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也是农业界委员关注的重
要议题。

“‘粮经’年年念，今年有新意。”余欣荣委员
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会对粮食安全更加关注。
我国粮食生产取得历史性的“十六连丰”，但也要
居安思危、系统施策，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围绕“藏粮于地”，严之尧委员建议，确保
18 亿亩耕地红线不突破；大力开展土地整治，
破解农村土地“用不上、用不好”的困境；保护地
力，不断提高有机肥料的研发和生产水平。

讨论现场还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来自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在现场仔细
听、认真记，与委员们真诚交流，对建议当场回应。

“研发安全、有效的疫苗是非洲猪瘟疫情防
控的重中之重。”陈化兰委员建议，有关部门要
按照程序不减、标准不降的原则，加强对疫苗评
价评审相关工作的组织协调，依靠科技恢复和
稳定生猪产业。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现场回应说，非
洲猪瘟疫苗研发在政策上“特事特办”，已经安
排有关评审机构和专家及早介入，为下一步的
评价扫除障碍。

乔晓玲委员则建议，发挥政府保供稳价的
调控作用，组织重点保供企业对进口猪肉实行
联合采购，用进口猪肉作为中央和地方储备，调
节和稳定猪肉市场价格。

对此，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回应说，财政部
正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委托相关企业通过进口
猪肉的方式进一步充实中央储备，下一步还将
紧盯国际猪肉市场和国内供需情况，配合有关部门稳步推进
猪肉进口储备投放工作。

“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会认真研究、积极吸纳。”国
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说，一些重大工程、重大政策和
改革要体现在“十四五”规划中，要加大投入，完善重要农产

品产供储销体系，农业支
持政策要稳中加力。

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促进农业丰收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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