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是稻黄秋收时，温岭市松门镇第三小学把课堂搬到田野，通过教育和实践，让学生了解农民生产粮食的艰辛，更加懂得爱

惜、节约粮食。图为学生们在松门镇淋头村一农田，听老农讲水稻的生产过程。 江文辉 朱国兵 摄

爱粮课堂进田野爱粮课堂进田野

□本报评论员

今年以来，省农业农村厅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为契机，扎实开展政治整训，把

政治标准作为整训工作的第一要求，举

措有力有效，成效十分明显，为各项工作

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仍需以更

高的要求来审视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些

单位和干部职工对政治整训的理解不

深，片面地以理论学习来代替政治整训；

有些对政治整训的作用发挥不足，与业

务工作相促相融上还不够有力，等等。

深入推进政治整训，要聚焦“三农”重点

难点和问题瓶颈，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

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上下功夫、出成效，更好地“护航”中

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浙江先行。

要突出一个“明”字，于学中提高政

治判断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是辨别政治

是非、把握政治主动的重要前提。农业

农村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要把理论武装作

为提高政治判断力的基础和源泉，坚持

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持续深化主题教育，努

力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真正

学深悟透、学懂弄通、学以致用，将学习

成果转化为党性修养和政治能力，不断

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

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

挑战的能力，做到明大局、明是非、明形

势。要坚持人民至上，始终从农民群众

的立场看问题、想对策、抓落实，善于从

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

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在

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厘清政治逻辑，

持续深化“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把服

务农民装到心里去、落到行动中，在服务

基层、服务农民中练就一双政治慧眼、彰

显为农情怀，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

治鉴别力。

要突出一个“深”字，于思中提高政

治领悟力。提高政治领悟力，必须深刻

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深远意义，深入

学习、融会贯通。深入推进政治整训，就

是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

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国之大者”了然于

胸，时刻关注党中央的重大关切，深刻领

会重要意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立足浙江

“三农”事业新使命新任务，深刻认识做

好“三农”工作是执政之基、发展之基、稳

定之基，始终紧紧围绕中心工作，主动把

本地本部门工作融入全省“三农”事业大

局，在谋思路、做决策、解难题中展现大

格局、大担当、大作为，做到既为一域争

光、更为全局添彩。

要突出一个“强”字，于践中提高政

治执行力。深化政治整训，要强化对标

对表，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

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

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要

强化责任落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对

上级交办的任务、人民群众期盼的实事

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不断在责任落实、

创新争先中提升政治执行力。要强化工

作实效，持续保持非凡勇气、蓬勃朝气、

昂扬锐气，坚持“主动想、重点干、出经

验”，既要在执行力上加劲加力，也要冲

锋在前、实干巧干，立足岗位作贡献，驰

而不息抓落实，迅速响应提质效，把一项

项重点工作当作开展政治整训的实战练

兵，打好攻坚战、啃下硬骨头，充分彰显

讲政治、顾大局、敢担当、有作为的新时

代“三农”干部形象。

深化政治整训要不断锤炼政治“三力”

□本报记者 沈璐兰

本报讯 这些天，龙游县塔石镇叶

村村种粮大户何航峰已收割完单季稻，

正忙着播种油菜，10月中旬至今，已播种

油菜300多亩。连日来，伴随着秋收的快

速推进，我省冬种生产渐次拉开帷幕。

“今年，衢州市计划种油菜最多的是

龙游县，全县将播种11.3万亩油菜，目前

已完成76%。”正在叶村村开展技术指导

服务的衢州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

周成丽告诉记者，截至10月26日，衢州已

播种油菜33.8万亩，完成计划种植面积的

74%，进度略快于去年。

省农业农村厅于日前下发通知部署

推进冬季农业生产工作，明确目标任务，

强化服务保障，推动冬种生产有序开展，

为明年粮油生产再创佳绩打好基础。

“各地要充分挖掘冬种潜力，提高耕

地利用率，坚持宜粮则粮、宜油则油、宜

菜则菜，努力扩大冬种粮食和油菜播种

面积。”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冬种把扩种油菜作为重中

之重，各地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分解任

务到县到乡、落实到村到户。同时，鼓励

各地用足用活各类扶持政策，广泛发动

种粮大户、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充分利用

好冬闲田、新垦造耕地、抛荒地等扩大油

菜种植。

今年我省计划冬种油菜210万亩、小

麦220万亩，均比上年有所增加。综合考

虑抗病、抗倒、抗冻和稳产等因素，省农

业农村厅精选了6个油菜品种、2个小麦

品种、2 个大麦主导品种在全省推广种

植。

冬种生产离不开良种良法的配套

和农机农艺的结合。通知明确，各地要

根据晚稻成熟期和冬种作物适播期，合

理调度农机具和机手，有效指导跨区作

业，加快秋粮收获进度，及时腾茬整地，

注重技术集成，大力推广高产优质品种

和先进适用技术模式，切实提高冬种质

量。

“种植户要科学合理选择适播期，适

时抢收晚稻，适期播种小麦、油菜等作

物。晚稻收获迟影响茬口的田块，要提

前开展油菜苗床育秧，做好大田移栽准

备。同时，要集成推广应用一批新品种

新技术新模式，选择适合当地的冬种品

种，提高优质品种覆盖率。油菜重点推

广高产高油‘双低’和短生育期耐迟播品

种，小麦重点推广早熟高产高抗逆良

种。”省农业农村厅粮油首席专家王月星

表示，在加强冬季作物田间管理上，要坚

持防干旱、防病虫、防冻害、防渍害相结

合，分作物、分类型培育冬前壮苗，确保

作物安全越冬。

浙 农 观 察

被列入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第二批试点名单的嵊泗县，近年来紧扣“率先打造成

为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海岛样板县”，走出了一

条具有海岛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特别是在推进农创

客培育、打造海岛众创共富“新引擎”上初创了一条新

路。今年上半年，全县新培育农创客32名。

强化政策服务保障。嵊泗县打造了集电商创业

创新、企业孵化、人才培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公

共平台“金港电创园”，免除入驻企业的场地、网络、水

电费用，同时提供技能培训、政策指导等个性化服

务。截至目前，已引进农创企业3家。梳理公布一批

优惠政策，加强返乡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帮扶、创客

人才托举计划等靶向宣传和创业就业指导，激发农创

客内生动力。建立优惠专享金融服务体系，向符合条

件的农创客提供渔家民宿贷款、民宿人才贷等特色金

融产品，今年以来已为50名农创客提供创业资金4100

余万元。

放大创富带富效应。嵊泗县以“两美嵊泗”创客

联盟为载体，推动县域创业创新青年资源共享。实施

“农创客点亮乡村行动”，将嵊泗仓颉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法人等优秀农创客认定为乡村运营人才，引导该团

队与五龙乡黄沙村等10个村结对，开展活动策划、自

媒体运营、平面设计等服务，为村集体年增收 20 万

元。发挥民宿业农创客“生力军”作用，构建“宿养结

合”惠富模式。在花鸟乡试点组建民宿农创客志愿养

老服务团队，促成58名民宿农创客与175位当地老年

人建立帮扶关系，实现该乡70周岁以上老年人、60周

岁以上残疾人结对帮扶全覆盖。 林上军

嵊泗：
推进农创客培育
打造海岛众创共富“新引擎”

“专家学者为我们解读政策、分享信息；创新课程

让我们开阔眼界、拓宽思路；基地考察让我们了解产

业、开拓思想……过去一年，我们收获蛮大。今后我

们将联合更多‘头雁’，形成‘雁阵’，助力产业转型，推

进乡村产业振兴。”10月21日，在浙江农林大学举行的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部级“头雁”项目2022级结

业典礼暨 2023 级开班仪式上，2022 级“头雁”项目学

员、金华市婺城区双善文化艺术策划工作室负责人鲍

胜充满信心地说。

经过一年的学习提升，200名2022级“头雁”项目

学员于当天顺利“出师”。他们中既有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种养大户，也有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负责人、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市县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回到农村后，他们将运用在大

学里学到的知识，加强协同互助，结成乡村产业振兴

“雁阵”，为乡村全面振兴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由农业农

村部、财政部自2022年启动实施。我省计划用5年时

间，培养4000名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由浙江农林大

学等3家校区联合承担培训任务。浙江农林大学首批

“头雁”经过一年学习，收益颇丰，其中18位学员晋升

成为2023级“头雁”培育项目的创业导师，87位学员所

在基地成功申建产学研实习实训基地，68人次获得农

业经理人职业技能证书，4名学员获评省级“新农匠”

等。

当天，来自我省各地的新一批 200 名 2023 级“新

雁”同时入学，他们将和上一届“头雁”一样，进行为期

一年的学习提升。

在当天的仪式上，浙江农林大学“头雁”产业矩阵

联盟暨省际“头雁”结对共育正式启动。首批结业的

“头雁”将协同构建产业矩阵联盟，充分发挥“头雁”服

务乡村产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胸怀“雁阵”格局，

营造“头雁”联农带农、兴农富农的良好氛围，引领“雁

阵”齐飞。 陈胜伟

浙江农林大学
首批“头雁”“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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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冬种生产渐次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