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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又一载。
翻看 2023 年菏泽农业农村发展成绩单，硕果累

累——粮食产量在高基数上，预计突破 160亿斤大关；
前三季度，肉蛋奶总产达到 117.19 万吨，同比增长
9.83%；渔业生产实现提质增效，预计全年水产品产量
达 9.1万吨；加力推进农机装备优化提升，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92.1%……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作为农业大市，菏泽始
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聚焦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力抓好重要农产品稳产
保供，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提升农业产
业质量效益。我市农业农村发展保持稳中向好、稳中
有进势头，为全市经济回升向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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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有进
扛稳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日前，单县龙王庙镇闫堂村的农田里一番热闹
景象。随着机器的轰鸣声，深钻施工的农田机井
内，一股股地下水喷涌而出。工程完工后，可以满
足该村 3000多亩耕地的灌溉用水，给明年粮食丰收
奠定坚实的基础。

单县的种粮大户程志华十分看好高标准农田
的潜力，还没等施工完成，就前来了解情况。“高标
准农田配套设施非常完善，我这两年种植的是黑小
麦，成方连片的土地更容易机械化种植，从播种、浇
地、打药到收割，全部实现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又
省钱，真正实现旱涝保丰收。”程志华信心满满地
说。

耕地提质量，丰收添保障。近年来，单县聚焦
农业发展，合理规划、科学施工，建成了一大批设施
配套、高产稳产、适应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的高标
准农田，促进了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任凭风浪起，只要稳住粮食生产这一“压舱
石”，便可从容不迫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近年来，我
市扛稳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大力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2023年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
田 50.4万亩。与此同时，扎实做好生猪稳产保供，
大力发展肉鸭优势产业，持续壮大牛羊特色产业。
此外，以黄河故道、黄河滩区和采煤塌陷区为重点，
搞好名优品种推广，抓好渔业项目实施，渔业生产
实现提质增效。

2023年 9月 22日，以“庆丰收 促和美”为主
题的中国农民丰收节菏泽庆祝活动在牡丹区小
留镇刘庄村启动，数百名群众共聚一堂载歌载
舞，逛展览、品美食、赏表演，共享丰收喜悦，共话
美好未来。我市以“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村村
有好戏”系列活动为载体，围绕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开展活动，好
戏连台，呈现出一幅幅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锦绣
画卷。

产业集聚
构建农业产业发展新格局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是重点。我市将
发展农业产业和“三农”工作、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以产业带动乡村振兴，让群众吃上“产业饭”，走上
致富路。

在牡丹区沙土镇“乡村作坊”生产车间内，一阵
阵香味扑面而来，近百名工人正熟练地做着面点。

“和面、揉面、做
造型……
制 作

流程越来越熟练，现在在家门口上班，既能挣钱也
能照顾老人和孩子。”在“乡村作坊”上班的韩祥东
感慨道。

“我们厂日常用工在 280人左右，每月平均工
资在 5000元以上。此外，我们对返乡找工作的人员
优先录用，还为我们镇 4名脱贫群众提供了稳定的
就业岗位。”车间负责人张鲁生说。

据沙土镇党委书记刘保安介绍，近年来，沙土
镇谋求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机衔
接这篇大文章，一方面，注重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
通过招商引资“牵线搭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直接
运营等方式，推动扶贫车间转型为“乡村作坊”。另
一方面，将村内自主创业、返乡创业的车间以及加
工作坊等社会产业，一并纳入为“乡村作坊”，采取
党组织包联机制，在疫情防控、安全环保生产、金融
贷款、就业支持等方面做好长效帮扶，重点帮助村
内发展形成特色产业。

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我市聚焦农业优势
特色资源，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全
链条升级，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围绕“小而精”特
色产业开展示范创建，新增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2
个、农业产业强镇 19个、乡村产业名品村 136个。

特色培育
农业服务之路迈出新步伐

为防止低温雨雪天气给农业带来不利影响，菏
泽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
当，组织动员全市农业科技力量，成立应对极寒天
气农技指导组，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确保农作物丰
产丰收、菜篮子稳产保供。

“为应对之前的雨雪天气，市农业农村局及时
启动了抗寒护苗行动，及时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深
入生产一线，指导农户开展除雪和增温增光行动，
确保农业生产不误时不误事。”市农业农村局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高庆刚说。

其实，在低温雨雪天气来临之前，市农业农村局
就已经按照省厅统一部署要求，开展了“万人下乡，
稳粮保供”农技服务大行动，通过走访种粮大户和蔬
菜种植户，到田间、到地头，指导开展小麦镇压和浇
小麦越冬等技术措施，指导农户促弱控旺，防范小麦
低温冻害。在全市各级农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一
系列有效的应对措施及时落地，为作物的安全保驾
护航，也为种植户们的丰产丰收增添了底气。

为强化产业技术支撑，市农业农村局播种前及
时制定农作物播种技术意见，播种后全面开展田间
苗情考察，分类提出指导措施，并抓好重点地块的
跟踪指导，促进苗情转化升级。

此外，我市在推进育种能力上稳步提升。去年
2个小麦品种通过省审定、2个小麦品种通过国

家审定，6个玉米品种通过省审定、4个玉米
品种通过国家审定，2个大豆品种通过

省审定，4家单位被认定为首批省级
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1家企
业入选第一批省级畜禽核心育种
场（省肉羊核心育种场）。

党建引领
做好巩固成果“后半篇文章”

“新村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村级组
织和村民们共同努力。只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才能推动新村建设取得更大的成果。 ”日
前，东明县焦园乡向阳新村干部李高峰对记者说。

东明县把深化提升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村台新
村基层党建作为“突破工程”，聚焦党建强、群众富、
民心合，持续推进黄河滩区后续发展，走出了一条
滩区“新村融合，共强共富”的新路径。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我市健全完
善监测帮扶机制，创新开发建设防返贫监测智慧云
平台，2023年开展了 4次防返贫集中排查和特殊群
体排查活动，实现所有农户全面排查、监测对象应
纳尽纳，对脱贫人口实施分类管理、分层救助，为监
测帮扶对象均落实了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为抓好衔接资金项目建设，2023年，我市使用
各级衔接资金的产业发展和农村小型基础建设项
目 502个，建设 9个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覆盖
村庄 108个、覆盖人口 17.34万人，推动人居环境大
幅改善、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农民生活质量明
显提高。目前，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正在加快
建设。

下一步，我市将聚焦“守底线、增动力、促发
展”，把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作为根本措施，提高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质效，严把收入指标的采集关、
审核关和认可关，精准做好数据分析统计，坚决守
牢防返贫底线。加快衔接资金支出和项目建设进
度，重点抓好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项目实施，
持续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让
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加突出。对 2023年度已
完工项目按规定做好后续管护工作。

农民脱贫增收致富、生活水平提升，始终是全
市农业农村工作的重心所在。我市将锚定农业强
市目标，进一步抓重点、补短板、扬优势、创特色，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上，奏响更昂扬激
越的“三农”乐章。

2024年，从“三农”出发，向“振兴”而行，菏泽市
必将书写更加灿烂辉煌的新篇章！

记者 张品 李保珠
（本版图片为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