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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三送三落实”局长谈

来稿摘登

齐振松来稿说，夏夜，在江

西婺源“梦里老家”实景演出舞

台上，伴随着深沉的砸击声，密

密匝匝的梿枷板当空翻跃，百十

号农民演员正在展示打谷脱粒

的丰收场景。领演的汉子面庞

黝黑，头裹粗布巾，名叫吴和兴，

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当地的

“土根名角”。2015年，吴和兴

被婺源“梦里老家”艺术团正式

录为群众演员，这一演便是

1000多场。

吴和兴登台 5 年，演出

1000多场，虽然扮演的大多是

龙套，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

天地。他带领的群演队伍，也由

早先的不满30人扩大到如今的

190多人，多数是十里八乡的农

民。从5岁的骑牛牧童，到年过

六旬的村里大婶，人人都能从舞

台上收获属于自己的精彩。

随着乡村振兴步伐的不断

加快，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

断提高。但目前一些农村地区，

尤其是边远山村的文化活动还

比较贫乏，一些有文艺天赋的农

民也得不到展示，有些村里文化

活动显得冷清，缺乏生机。以

前，各地乡村曾有不少民间戏班

子，有的颇具民间特色，堪称民

间的文艺瑰宝，但由于近年来电视、网络的普

及，很多村戏班子散伙，一些文艺瑰宝失传，着

实可惜。

乡村振兴，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笔

者认为，各地应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对濒临

失传、具有当地特色的民间文艺进行重点扶

持，像江西婺源“梦里老家”实景演出那样，积

极鼓励以师带徒的方式传授下来，代代相传。

同时，各地应积极组织农民群众建立文艺队

伍，举行文艺表演，开展民俗活动，这不但可以

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而且可以更好地挖掘弘扬

民间文艺瑰宝，助推乡村振兴。农民文艺队伍

可以根据时代特点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的变化，充分利用农闲、节日和集市，组织开展

民（山）歌演唱会、劳动技能比赛、民间艺术展

演等活动，不断提高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

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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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坚持目标导向，

全力抓好生产。紧盯年度

目标不动摇、阶段性目标

不放松，做到对标对表、以

周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

年，确保各项任务一步一

步抓推进、一件一件抓销

号。不误农时抓好粮食生

产，优化农技农机服务，保

障化肥、种子、农药供应，

助推区内7家猪场及时增

养补栏，已超额完成省市

下达的生猪存栏全年目

标。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

全力补齐短板。针对粮

食、生猪增产保供等方面

存在的薄弱环节，加快推

进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

功能区提标改造建设；压

实压紧粮食生产责任，严

格落实粮食生产功能区

保护责任，强化督查服

务，切实保障粮食生产功

能区用于种粮；积极推广

小麦免耕直播高效栽培

技术、叠盘暗出苗技术等

绿色高产生产技术，全面

提升粮食生产功能区产

能；聚焦聚力猪场建设项

目的快审批、快建设和快

投产，加快推进扩建猪场

项目，确保提前完成项目

建设。

三是坚持政策导向，

全力推动发展。统筹整合

各类涉农政策资金，出台

《加快推动“三农”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积

极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两进两回”，推广柯

桥“小农户增收十种模

式”，积极吸引工商资本投

入“三农”建设，引入社会

资本约1.4亿元，成功激活

乡村闲置资源2.6万平方

米。做好“梅兰竹菊茶”的

柯桥特色文章，推进柯桥

南部省级现代农业园区、

柯桥海丰菊花公园等现代

农业项目建设，加强“平水

日铸”“柯农优品”等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努

力实现农业农村经济高水

平发展。

作者系绍兴市柯桥区

农业农村局局长

坚持“三个导向”，确保服务精准出实效

强化领导 细化服务 确保成效

推动“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落地生根
□邱松定

今年以来，绍兴市柯桥区农业农村局按照省农业农村厅“三联

三送三落实”活动要求，聚焦农业农村工作目标和重要农产品供应，

提高站位、紧盯重点、优化服务，全力攻坚今年“三农”工作硬任务，

确保“两手硬、两战赢”。

加强组织领导，下好活动开展“先手棋”

一 是 完 善 工 作 机

制。成立“三联三送三落

实”活动领导小组，组建

工作专班，统筹协调，指

导推动活动开展。建立

领导领办机制，对群众反

映的共性复杂问题，由领

导认领包干、带头领办、

一抓到底。建立领导联

系制度、工作例会制度，

交流活动进展情况，协调

解决共性问题。

二是组建精干队伍。

以政治素质好、担当意识

强、熟悉“三农”工作作为

基本标准，坚持老中青结

合，挑选有专业背景和实

践经验的党员干部近150

人,组建22支服务队，每个

服务队由1名分管领导牵

头、1名中层干部任队长、5

名懂技术懂政策的年轻干

部组成，在全区范围内常

态化联系90个村、55个农

业企业及55个基地（种养

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

等），全面落实防疫和生产

工作职责。

三是落实监督考核。

对基层群众反映的问题，

实行收集、整理、分办、督

办、销号等全程闭环管理，

通过现场解决、协调解决、

转办解决逐一落实。实行

年度考核机制，将“三联三

送三落实”完成情况作为

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到绩效

目标考核、党建考核和干

部年度考核中去。

聚焦助农惠农，推进服务模式多元化

一是开展“驻点服

务”。坚持将服务延伸到

农村基层一线，在疫情防

控、农业生产等方面，落实

资金，扎实开展“一对一”

精准帮扶，全力推进农业

企业复工复产。为村集

体、农业企业、农业基地送

政策、送技术、送帮扶，对

提出的问题做到随时关

注、及时解答、跟踪回访，

确保问题不积压、服务不

欠账。截至目前，已累计

上门服务村集体、企业、基

地800多次，收集问题340

多个，第一时间给予解决

落实。

二是开展“订单服

务”。在走访过程中，根据

村、企、基地、低收入农户

的特点和政策需求，将农

业产业扶持政策、农业生

产技术规程等编印成册，

将政策资料送到服务主体

手中，并进行现场释疑解

惑，确保服务对象听得懂、

能操作、可落实。截至目

前，累计印发《2020汇总政

策百问》《柯桥区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手册》等政策

宣传资料600多份。

三是开展“云上服

务”。针对疫情防控期间

农产品滞销、农村闲置资

源激活难等问题，采用“节

会展销+平台促销+农户直

销”等模式，线上线下联合

撬动乡村资源。开展“云

上农事节会”系列活动，将

现场采摘、包装、试吃等体

验活动搬上网，线上对接

浙江新闻、凤凰网、抖音等

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与阿

里巴巴、蒲公英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等签订销售、授

权经营、宣传推介等战略

合作协议，获取流量、资

源、运费补贴等支持，并搭

建“乡愁网”等平台，推动

农村闲置资源线上交易、

农旅融合项目云上推介。

““三联三送三落实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中活动中，，柯桥区农业农村局专家在基地开展技术指导柯桥区农业农村局专家在基地开展技术指导。（。（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