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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论深论

声音
□张成林

产品与需求信息不对称，可

能导致销路打不开。有的产品很

好，但找不到诚意买家；有的需求

很大，但难寻优质产品。这样的

矛盾如何化解？海南省海口市琼

山区甲子镇有一批特殊的工作

人员——“乡村买手”。他们走村

入巷，遍访优质农产品，对哪里有

好产品、何时上市、产量多少了然

于胸，同时依托电商平台等资源，

及时精准地为农产品找到销路，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

题。这一做法，引人思考。

打开销路，先要转变观念，树

立“跑”的自觉。随着时代发展，

城乡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但在

产品与市场之间，依然存在着信

息错位、沟通不畅等现象。也就

是说，即便农产品品质再高、再

优，如果没有做好传播，恐怕也很

难找到好销路、卖出好价格。在

海南农村，规模农业较少，散户经

营较多，倘若不主动找寻市场，很

难及时实现价值兑现。因此，要

像“乡村买手”一样，牢固树立市

场及销路意识，多一些主动找寻

市场的创新、尝试，努力把销路

“跑”出来。

畅通销路，也要用心感知，突

出“特”的优势。眼下，“直播带

货”势头渐起，不少明星、网红、地

方干部纷纷出镜，积极为农产品

做推广。这是为农产品打开销路

的好事，可是在具体操作中，这种

带货方式也暴露了一些短板和不

足。比如，主播对农产品不了解、

产品质量难保证、售后服务跟不

上等等。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

对所推农产品品质和特色缺乏深

入细致的了解。让农产品销售走

得更远，还得像“乡村买手”那样，

多下一些实功夫，经过认真细致

的考察甄选，把真正的特色优质

产品推广开来。

农产品销路问题，事关国计

民生、产业转型，影响着农村发展

后劲。无论是“乡村买手”，还是

电商促销，抑或“直播带货”，背后

的农产品销路，都是主动跑出来、

找出来的。当然，打开销路，归根

结底还是要看农产品的品质。为

此，在优胜劣汰的销售模式中，应

当积极引导农户转变经营观念、

革新种植技术，培育更多优质农

产品，努力在扩大销路与提升品

质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拓宽视野、主动作为，在跑市

场与找产品中打破信息壁垒，实

现农户与市场的精准对接，就一

定能够打开农产品销售的潜力空

间，为“三农”发展带来广阔前

景。 来源：《人民日报》

□乔金亮

今年小麦最低收购价确定为每斤 1.12

元，在连续两年下调后保持了稳定。当前，在

最低收购价政策支撑下，小麦价格总体稳定，

优质优价的特征明显。笔者认为，粮价总体

稳定，有利于把田里的好收成变作农民的好

收入，有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要靠粮食最低收

购价的稳定。所谓最低收购价，即当市场价格

低于此价格时，就由政府组织进行政策性收

购。今年春播，我国早稻面积实现了连续7年

下降后的首次恢复性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国家公布的早稻最低收购价每斤提高了1

分钱。对粮食贸易和加工企业来说，其对粮价

波动的敏感度一般以分为单位计算，对很多种

粮大户来说，价格波动几分钱，足以影响其下

一轮种粮面积多寡。

提前锁定种粮收益，也要靠粮食最低收

购价的稳定。过去，一些地方曾有“谷贱伤

农”的情况，粮食获得丰收但农民却因粮价下

降而收入降低。今年，国家在合理确定收购

量的前提下，稳定了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

这将对市场带来新的利好支撑，有助于防止

“谷贱伤农”。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一些国

家仍在限制粮食出口。市场粮价并非越低越好，

也不是越高越好，这考验一个国家粮食战略的

智慧。对我国来说，确保粮价在合理区间运行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与日益提高的生产

成本相比，农民种粮的比较收益仍然不高，辛苦

种地一年不如外出打工两个月。未来，粮食生

产的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将持续提高，但

人工成本、土地成本也将刚性增长，比较效益问

题仍需重点应对。笔者认为，在复杂局势和特

殊年份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稳定粮食价格，

关键是要继续调动农民和主产区的积极性。

从种粮农民来看，伴随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推进，农民正不断调整优化种植结

构。目前，优质小麦、优质稻谷价格比普通品

种每斤高出0.1元至0.2元，实现了“好粮卖好

价，丰产又增收”。未来，要推进稻谷、小麦、

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提高风

险损失补偿力度；同时，进一步发展有市场需

求的优质粮食生产，通过产销对接、品牌推广

等途径实现优质优价。

从主产区来看，要保持其抓粮积极性，必

须使其获得足够的利益激励。为此，要用好

产粮大县财政奖励制度，提高粮食在确定财

政转移支付规模中的权重，缓解其财力紧张

局面；发挥好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激励效应，

优先安排产粮大县农产品加工用地指标，促

进县域经济发展；用好新增耕地指标调剂制

度，优先安排产粮大县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新增耕地指标跨省域调剂使用。

来源：《经济日报》

保障粮食安全
关键是稳粮价

把农产品销路“跑”出来

字强在《新华每日电讯》上撰文称，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收官阶段，“以会议

落实会议”和“陪会”现象有抬头趋势。

在一些贫困县，同样内容的会议，中央、

省、市召开以后，县级乃至乡镇还要再

开一遍，而且动辄要求各部门“陪会”。

一些地方还存在层层发文、层层填表报

数、反复督查检查的问题。云南省某贫

困县下辖乡（镇）政府，一年来平均每天

收到脱贫攻坚方面的文件2份以上，乡

（镇）、村两级平均每周接受督查检查1

次以上。

笔者认为，脱贫攻坚收官之日临

近，基层干部肩负“攻山头、炸碉堡、插

红旗”的重任，“最后的贫困堡垒”需要

他们去攻克，“最后一公里战线”需要他

们去冲刺，绝不能让“文山会海”、过频

督查、身兼数职等问题拖累和掣肘他们

奋勇冲锋的姿态和行动。各地要严格

落实《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

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坚决杜绝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松绑减

负。要坚决治理“文山会海”和过频督

查检查等问题，让基层减负走向科学

化、精细化、法治化。

刘宝庆来稿说，去年初，农业农村

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

合印发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

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方案》明确

要求，2019年底以前，完成水生生物保

护区渔民退捕，率先实行全面禁捕；

2020 年底以前，完成长江干流和重要

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的渔民退捕，

暂定实行 10 年禁捕。但媒体调查发

现，虽然长江“禁渔令”实施已有一段

时间，但依然有人铤而走险，非法捕捞

野生江鲜。

为什么非法捕捞江鲜现象屡禁不

止呢？归根结底是利益的驱动。长江

里的鱼被称为“江鱼”，其价格比普通淡

水鱼要贵得多，尤其被称为“软黄金”的

长江刀鱼，有“天下第一鲜”的美誉，今

年零售价逼近 8000 元每公斤，高昂的

价格让一些非法捕捞者铤而走险。无

论是河刀、还是海刀都无法与“长江三

鲜”之首的长江刀鱼相媲美，哪怕是现

在，一些沿江城市的饭店都还把江刀当

作招牌菜，来吸引顾客。

笔者认为，要想从源头上遏制非法

捕捞，就必须斩断利益链条，需要多部

门共同发力。一方面，渔业管理和渔政

执法部门要负起监管责任，要有“钉钉

子”的精神，在监管上压实责任，动真碰

硬，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要追查到底，

确保监管到位；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

通力合作，共同发力。公安、海事、市场

监管等部门要联合行动，对违法捕捞现

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厉打击长江非

法捕捞行为，努力构建长江禁捕管理长

效机制。

打击长江非法捕捞
要下更多真功夫

让扶贫干部
专心打好“收官战”

“晴耕雨读”的好乡风也是生产力
□李思辉

湖北省松滋市斯家场镇

姜家岭村全村仅 282 户 1058

人，这些年考出了11个博士、

32 个硕士、108 个本科生，被

称为“荆州博士第一村”。

该村“不比做屋，只比读

书”，这种“比”与一些地方的

“比”大不相同。很长一段时

间以来，一些农村地区盛行攀

比之风。婚丧嫁娶比排场、生

活消费比档次、做屋盖房比阔

气。有的农户穷其一生，背负

沉重债务，为的就是在村里盖

一栋三层小楼，似乎只有这样

才算“争了一口气”。类似的

各种“比”很多时候都是虚荣

心作怪，根本上讲都是乡风出

了问题。

姜家岭村的不同之处在

于，家家户户都以子女金榜题

名、学业有成为荣。他们比的

不是物质拥有的多寡，而是一

种“晴耕雨读”的精气神。在

漫长农耕文明中形成的耕读

之风，曾赋予很多地方不凡的

精神气质——耕田可以事稼

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

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

修身养性，以立高德。“晴耕雨

读”既可学做人、也可学谋

生。今天，时代已然不同，社

会更加丰富、价值更加多元，

但继承和发扬“晴耕雨读”的

好乡风，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

乡村能否振兴，很大程度

上也取决于乡风好不好。好

乡风不仅是乡土文化健康文

明的基础，也是村民保持良好

精神面貌的前提，是一个地方

发展活力的重要来源。姜家

岭村20年来没有一个学生辍

学，现在全村没有一个贫困

户，还成了远近闻名的省级生

态村、文明村。这说明，读书

不仅不会读穷一家子，反而可

以读富全村人。这也说明，好

乡风不是虚的，它与家风、学

风、世风紧密相连，往往能决

定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

方的前程。

好乡风的形成有的与历

史积淀有关，但最根本的还在

于后天培育。姜家岭村的好

乡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

当地以文化宣传、价值引导、

制度安排等慢慢积累而成

的。20 年前，姜家岭村就把

“不比做屋，只比读书”的标语

贴满全村各组，并给困难学子

提供帮助，让大学生假期回乡

做义务辅导，对金榜题名、学

业有成者给予隆重表彰，以走

出去的博士生、硕士生为榜样

激发村民的教育投入积极

性……移风易俗不可能一蹴

而就，润物无声中最见精神。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

长。”“荆州博士第一村”让人

感动之处在于，它赓续了“晴

耕雨读”的传统，并且把它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荆州博士

第一村”的启示意义在于，好

乡风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只

要把准方向、悉心培育、孜孜

不倦，它就能在潜移默化中立

起来，继而生发出源源不断的

生产力。

来源：《光明日报》

近日，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各级政府要正风肃纪，加强资金使

用监督，切实提高纾困政策落实的精准性、时效性。谁敢动保基本民生的公共资金搞腐败，

一经发现就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漫画：吴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