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曜清

“这是村干部和村民对我的信任，只

有第一时间发现小问题，才能避免发展成

大隐患。”日前，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村

民洪孝广告诉记者，自今年3月担任村里

的群众监督员以来，他每天都会去村里的

项目现场查看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

村里，都能及时得到回复和解决。

设立群众监督员，是后陈村村务监

督委员会今年推出的又一创举。

早在2004年，后陈村成立了全国首

个村务监督委员会——一个不隶属于村

“两委”，且独立开展村务公开和民主管

理的监督机构。2005年6月17日，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后陈村考察调研

时对这个创新举措给予充分肯定，并将

其总结提炼为“后陈经验”。

自此，“后陈经验”走出后陈，从点到

面，形成制度体系；从武义破题到全省实

践，再到全国推广，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

基层实践的鲜活样本。村务监督委员会

制度也从“治村之计”成为“治国之策”，

先后被写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

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近20年来，“后陈经验”不断得到充

实和发展。

走进后陈村，只见前湖公园荷叶田

田，廉政文化广场绿草茵茵，村子宜居宜

业，家家户户和和美美。今年，在村民民

主议事、民主监督下，后陈村建起了集老

年食堂、电教活动室于一体的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修缮开放式多功能球场……

“今年初，根据村民诉求，村里对公园进

行了改造，新增了文化广场和体育设

施。现在大家有了休闲健身好去处。”村

民陈媛说。

“‘后陈经验’让村干部明白，群众的

监督时时在、处处在。”后陈村村务监督

委员会主任胡欣伟介绍，今年，村里从乡

贤、老干部和热心村民中选出 4 名工程

质量群众监督员，全程监督村内大小工

程。“之前监督员发现有的施工单位偷工

减料，我们当即就叫停了工程，要求施工

方立刻整改，还约谈了跟进项目的村干

部。” （下转第2版）

编者按：

为总结推广农村改革经验，调动和激发各地持续深化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全国农村改革

精选案例评选活动，选出一批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优秀案例。我省武义“后陈经验”等5个案例入围。本报专题策划

“农村改革看浙江”系列报道，今起陆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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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看浙江农村改革看浙江农村改革看浙江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根据中央和省

委部署要求，8 月 22 日下午，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召开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

民主生活会。会议紧紧围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联系实

际、查摆不足，认真研究提出

整改措施。省委农办主任，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

通林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

话。省委主题教育第十一巡

回指导组组长陈利幸到会指

导并作点评讲话。

为开好此次专题民主生

活会，省农业农村厅党组高度

重视，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线，从持续深化学习、深入

谈心谈话、全面梳理问题、深

刻剖析案例、审议剖析材料等

方面，扎实做好各项会前准备

工作，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

打好坚实基础。

王通林代表厅党组班子

从六个方面查摆和剖析存在

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并带头

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厅党组

成员逐一发言进行对照检

查。每位同志发言后，其他同

志都提出批评意见，从严从实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剖

析问题根源、明确整改措施和

方向。会上还通报了省农业

农村厅党组2022年度民主生

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和主

题教育检视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

陈利幸在点评讲话中指

出，省农业农村厅党组高度重

视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

准备扎实充分、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严肃认真、整改措施务

实可行。他强调，要持续加强

政治建设，增强斗争意识、斗

争本领，坚决防范政治风险；

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

话精神，深刻感悟思想伟力；

要持续推动“三农”事业高质

量发展，着力办好农村实事，

以实干实绩体现主题教育的

成效；要持续狠抓问题整改，形成明确的任务清单、整改清

单、责任清单，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和钉钉子

精神，抓好问题整改；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风廉政

建设，不断构建廉洁自律防火墙。

王通林在总结讲话时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主题

教育第十一巡回指导组的指导点评意见，逐条逐项分析研

究落实。厅党组成员要高度重视问题整改落实，坚持立查

立知、立行立改，清单列表，挂牌销号，要加强反思、举一反

三，认真抓好整改，对分管单位、分管领域的问题要逐项明

确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要通过抓民主生活会问

题整改，进一步增强厅领导班子、全厅党员干部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强化看齐追随、守正创新的政治自觉，争当“两

个确立”的忠实践行者、“两个维护”的示范引领者，坚决扛

起现代化农业强省建设的责任担当，持续推动主题教育再

深化、思想伟力再彰显、工作标杆再拉高，争取更大、更硬

核的工作成果。

□本报记者 李军

本报讯 我省粮食生产捷报频传，

继全省夏粮实现“三增”之后，早稻生产

再现“三增”局面。国家统计局8月23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我省早稻播种面

积、亩产量、总产量实现“三增”，其中播

种面积和总产量均创近八年新高。全省

早稻播种面积183.2万亩，同比增加13.6

万亩，增8%，面积增量连续第二年居全

国第一；早稻亩产量419.8公斤、同比增6

公斤，总产量15.38亿斤、同比增1.34亿

斤，分别增长1.4%、9.5%，增量均居全国

第三。早稻“三增”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

奠定了良好基础。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宁波市鄞州区种

粮大户汪琰斌的脸上。今年他种植了

1500多亩早稻，比去年增加近100亩，品

种以“甬籼15”为主。“7月20日，早稻就

基本收割完了，今年平均亩产达 500 公

斤。”汪琰斌说，“今年政府服务给力、天

公也作美，总体增产形势好。”

据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我省早稻生产能取得“三

增”的喜人成果，一方面是政策给力。我

省持续实施规模粮油补贴、订单奖励、最

低收购价、大户贷款贴息等种粮扶持政

策。其中，稻谷最低收购价在国家基础

上每百斤增加 4 元；订单收购早稻给予

每百斤 30 元的奖励，且实行应收尽收；

全面推行水稻完全成本保额补充保险，

叠加后最高保额达到 1400 元/亩；今年

还启动实施省级规模种粮动态补贴，标

准为20元/亩。这些政策“礼包”有效稳

定了种粮农民的收益预期。另一方面是

干部努力、责任压得实。全省上下严格

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层层签订粮食

安全责任书，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省

市县三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实行包片

指导督促粮食生产工作制度，确保早稻

面积落实落地。

早稻单产提高，离不开科技的强力

支撑。“今年，我省继续大力推广‘中早

39’‘中组53’‘甬籼15’等早稻优良品种

和早稻适期早播早栽、机插秧基质育秧

和叠盘出苗等高产高效省工节本技术，

加快推进早稻百亩示范方和集中育秧设

施建设，这些都为早稻高产发挥了重要

作用。”省农业农村厅粮油首席专家王月

星告诉记者，为充分挖掘粮油作物增产

潜力，今年我省还印发了《浙江省粮油等

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施方

案》，层层组织开展高产创建，大面积提

升早稻等粮油作物单产水平。

我省还建立了在线和专线服务制

度，组织农技专家与种粮大户开展“一对

一”挂钩联系，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全省农业农村系统累计派出技术服务队

1159 支、9907 人次，指导农户有序开展

生产，减轻受灾影响。虽然今年早稻中

后期病虫害总体偏重发生，但我省植保

农药部门及时发布病虫测报，打响“虫口

夺粮”攻坚战，大力推行早稻翻耕灌水灭

蛹等举措，早稻二化螟等重大病虫防控

667万亩次，挽回产量损失约30万吨。

此外，今年早稻生产季节，天气还算

“配合”。早稻播种后，气象条件属于正

常偏好年景，大部分时段光温适宜，水分

较充沛，对植株移栽分蘖拔节较为有

利。同时，我省全力做好农业防灾减灾

工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收成熟

早稻，努力降低灾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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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早稻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创近八年新高

“后陈经验”历久弥新

8 月 22 日，在德

清县下渚湖街道和睦

村“数字渔仓”养殖基

地，工人在进行日常

养护作业。该基地依

托互联网水产养殖技

术，对渔业养殖、物流

运输、安全品控等进

行智能化管理，大幅

提高渔业产量产值，

带动渔民增收致富。

谢尚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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