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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环抱着古老的村寨，

山泉沿着石板路旁的水渠顺

流而下，古树、古祠堂静静矗

立，鸟鸣声不时打破村子的宁

静……初春时节，脱贫后的云

南省腾冲市清水乡三家村中

寨司莫拉佤族村里景色宜人，

浓浓的民族风情吸引了不少

游客。

司莫拉，佤语意为“幸福

的地方”。“虽然寨名叫‘幸福

的地方’，但过去很长时间，村

民的生活却谈不上幸福。”三

家 村 党 总 支 书 记 赵 家 清 说 。

“走的是泥巴路，住的是茅草

房 ，晴 天 一 身 灰 ，雨 天 一 身

泥。”村民李发顺回忆说。据

了解，2014 年司莫拉村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 16 户 71 人，贫困

发生率达 23.4%。

脱贫攻坚给村里带来了大

变化。2014 年，当地整合“民

族团结示范村”“美丽乡村”等

项目，实施了道路硬化、亮化工

程，建设了文化活动广场、文化

陈列馆、景观栈道、停车场以及

旅 游 公 厕 等 配 套 设 施 。 从

2017 年起，司莫拉村规划发展

乡村旅游，2019 年成为“国家

3A 级景区”。在这期间，村里

发展一村一品，栽花种果调整

种植业结构，发展“吃住行游娱

购”旅游特色服务。

2017 年，司莫拉村终于摘掉了贫困的帽

子，2019 年，建档立卡户全部脱贫。村民人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11448 元 ，是 2014 年 的

2.5倍。

脱贫只是迈向幸福生活的第一步。佤

乡群众加快奔小康的步伐。依托腾冲旅游

资源，2020 年 6 月 3 日，村里成立了司莫拉幸

福佤乡旅游专业合作社，采用“党支部+合

作社”模式，将寨里的全部农户吸纳为合作

社社员，组织群众发展文旅产

业。为了让司莫拉的乡村旅

游展现差异化特色，合作社

进一步还原佤族风情，增加民

族元素，布置如土陶体验、藤

编体验、根雕制作等项目，集

中力量发展粑粑制作、生态

研学等乡村旅游业态，通过

产业链将群众组织起来，实

现 集 体 和 群 众“ 双 增 收 ”

目标。

如今，随着天南地北的游

客慕名来“打卡”，越来越多的

村民告别外出打工 ，吃上了

“旅游饭”。40 岁的村民赵仁

新以前一直在外打工，看好村

里的旅游前景，去年他回到家

乡办起了农家乐。建档立卡

户李发顺的粑粑生意也越做

越好了，“最多的时候一天卖

出去两三百个粑粑，一直忙到

晚上 12点，每个月都能有四五

千元收入”。

司莫拉幸福佤乡旅游专

业合作社在村民中选聘旅游

讲解员、保洁员、景区秩序管

理 员 ，让 村 民 实 现 家 门 口 就

业。同时，共有 62 户合作社

员通过入股分红、资产租赁、

产业经营、就近务工等方式，

获得多份收入。2020 年，尽管

受 到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影 响 ，合

作 社 集 体 收 入 仍 突 破 32 万

元，司莫拉佤族村也被列入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

“今天的司莫拉终于名副其实了，明天的

司莫拉会更加幸福。”赵家清表示，下一步，他

们将以建设 5A 级景区为目标，推进幸福佤乡

建设，打造“幸福旅游+”产业。

“打起鼓敲起锣，阿佤唱新歌……哎哎哎，

道路越走越宽阔、越宽阔……”司莫拉村寨里，

《阿佤人民唱新歌》的旋律不时响起。

本报郑州讯（记者夏先清）“小麦

要丰收，蒙头水、越冬水、返青水、灌浆

水，缺一不可，往年春雨贵如油，今年

这个返青水真充足，全县苗情明显好

于常年。”春雨过后，在河南省商水县

高标准农田内，种粮大户刘天华蹲在

绿油油的麦田里，拔出几株麦苗仔细

察看根系后说。

统计显示，河南小麦占全国小麦

总产量的28%以上，连续多年保持全国

第一。今年全省小麦种植面积继续稳

定在 8500 万亩以上，比上年略增。目

前，全省小麦返青期一二类苗占比达

90.7％，较冬前增加 2.2个百分点；三类

苗占比为 7.4％，较冬前减少 3.3 个百

分点，整体长势良好。

记者了解到，今年商水县小麦播种

面积120多万亩，随着气温回升，小麦陆

续进入起身和拔节期，农民开始集中力

量加强田间管理。

河南省农业厅小麦专家表示，尽

管当前全省小麦苗情不错，但随着气

温回升，加上区域性降雨过程，小麦条

锈病、赤霉病偏重流行的风险明显增

加。同时，3 月中旬后期至 4 月上旬容

易出现“倒春寒”，小麦遭受冻害的潜

在 威 胁 大 ，春 季 田 间 管 理 依 然 不 能

放松。

为确保夏粮丰收，河南省农业厅

近期已安排省专项资金 1 亿元用于豫

南 45 个县重大病虫害的防治。同时，

要求各地农业部门进一步抓好麦田分

类管理，派出小麦专家指导组指导各

地抓好追肥、浇水、除草等田管措施落

实，适时组织召开小麦条锈病、赤霉病

防控推进现场会，及时发布重大病虫

害 信 息 ，指 导 落 实 小 麦 病 虫 害 防 控

措施。

本报武汉讯（记者柳洁）目

前，湖北由南到北春耕备耕陆续

展开，农业生产总体平稳。据统

计 ，湖 北 全 省 小 麦 种 植 面 积

1625万亩，较去年增加 98万亩；

油菜播种面积 1585 万亩，超额

完成农业农村部下达的“扩种

140 万亩”任务。小麦一、二类

苗和旺长苗占比约 85%，同比增

加 7 个百分点；油菜一、二类苗

占比80%以上，长势好于上年。

春播主要农作物种植结构

不断优化，500 万亩再生稻区、

600 万亩特色稻区、700 万亩稻

渔综合种养区等三大水稻优势

区建设正有序推进，优质大豆、

马铃薯、红薯、杂粮杂豆等特色

粮食产业多功能开发取得进展。

3 月 16 日，湖北省农业农

村厅等七部门联合部署农资打

假专项治理行动，要求各地在

抓好春耕备耕物资调配供给同

时，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侵权种

子、肥料、饲料、农兽药等不法

行为，坚持“检打联动”“一案联

查”“行刑衔接”机制，深挖一批

农资非法添加案件线索，坚决

震慑各类违法行为，铁腕打击

农资“李鬼”，为全年农产品生

产保驾护航。

同时，湖北还组织有关专

家，通过微信推广、视频宣教等

方式及时开展技术指导，推广稳

产高效栽培技术。据了解，今年

湖北将进一步稳定粮食生产政

策，特别在贷款、农业保险等政

策方面，向农业生产主体和大户

倾斜，推进春耕生产有序开展。

本报南宁讯（记者周骁骏）
随着天气转暖，广西各地抢抓农

时开展春耕生产，田间地头呈现

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记者在北海市合浦县公馆

镇上联村看到，无人机在一处水

田上低空飞行，将谷种和肥料均

匀地喷洒在稻田里。“以前种田

都是埋头苦干，现在播种都往天

上看。”一位在场的农户说。该

县 8600 多台现代化农机投入春

季农业生产，全县 15 万亩早稻

播种任务有望按时完成。

在贺州市八步区，农业企业

积极备足春耕物资，利用春耕好

时节，持续扩大特色种植规模，

聘请种植工人抢抓播种有利时

机，全力推动生产有序进行。

广西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加

强农资调度、强化市场监管，确

保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农资

物品供应，农用物资储备超八

成，各地农资市场、经销店均储

备充足，未出现供求脱节现象。

在贵港市庆丰镇新圩村的

连片水稻秧地里，通过机械化育

秧，长出新芽的秧盘被工人们整

齐地摆放到水田里保温控湿，10

天后就可以交付种植户。与传

统育秧方式相比，机械化育秧，

能培育出快、齐、匀、壮且高质

量、标准化适用于机插的水稻秧

苗，既省工省时，又节本增效。

目前，广西各地春耕备耕进

展顺利，早稻浸播育秧工作已在

沿海地区启动，将陆续从南到北

有序推进，春耕物资准备充足，全

力推动春耕生产。

河南：田间管理不松懈

湖北：种植结构更优化

广西：种地用上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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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门事项能减则减能并则并——

天津南开推行办事场景化服务

3月 17日，浙江湖州市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加紧生产联合收割机。眼下正值春耕备耕时节，星光农机迎来生产

高峰。 张 斌摄（中经视觉）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济日报社已对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

格审核，现将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举报电话为（010）58392345、（010）58393397。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
施普皓 罗怀伟 钱 通

经济日报社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出门一定戴口罩，经常

洗手要做到，发现疑似多警

惕，快报告……”在江西省南

昌市西湖区的大街小巷，经

常能听见小喇叭播放的快

板，这是西湖区广润门街道

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的老人

们自编自创的《打赢病毒阻

击战》。

从 1997 年至今，这支可

敬的队伍服务社区已 20 多

年 ，成员从 20 多人发展到

156 人。政策宣传、文明创

建、防疫抗疫、贫困帮扶……

处处有他们的身影。老人

们常自豪地称，他们或许是

“中国平均年龄最大的志愿

者组织”。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

天。戴安平加入老年协会

队伍已经 10 年了，他文化程

度较高，善于用老百姓听得

懂的语言宣传各种政策和

知 识 ，“ 我 经 常 读 报 、看 新

闻，会定期梳理一些与百姓

相关的信息，以故事或案例

的形式分享给大家。因为

这 个 ，他 们 还 给 了 我 一 个

‘宣传委员’的‘官儿’当。”

戴安平说。

“退了休，做不成大事，

就做点小事。”志愿工作“领

头雁”张春和说。张春和今

年已经 80 岁了，他一直认为，帮助别人比接受别人帮

助更快乐。

老人们大多不富裕，但他们愿意以微薄之力帮助

更困难的群体。2001 年起，老年协会走访排查，对困

难家庭的孩子进行“一对一”帮扶，目前共有 100 多个

帮扶对象。

“爷爷，您近来身子骨可还硬朗？”电话那头是张春

和曾经帮扶过的孩子。这些年来，张老一共帮过 11个

孩子，其中有几个在外地工作学习。“他们每逢春节都

会打来电话问候我，真的很欣慰。”

如今，老年协会会员不断增加，活动越来越丰

富。夏银花就是被老年协会丰富的活动吸引，于去

年加入这支队伍的。“刚开始，我只是想参加唱歌跳

舞。一加入就感受到这支队伍满满的正能量，被他

们的爱心和热情感染了。我今年还推荐了一个朋友

加入队伍，一起发挥余热。”夏银花告诉记者，除了参

加志愿活动外，协会还经常组织老人们学唱新歌、排

练舞蹈、练习腰鼓、编演快板等，寓教于乐。

有了协会的帮助，街道办事效率大大提高。“这些

志愿者都来源于群众，更能体会群众所思所想，在开

展政策宣讲、交通文明劝导、疫情防控等志愿服务

时，具有更强针对性，形式上更机动灵活，内容上也

更创新活泼，更容易走入群众心中，对街道工作起到

了很好的桥梁纽带作用。”广润门街道党工委书记胡

周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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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分 时 节 农 事 兴
——各地积极春耕备耕确保粮食丰收

3 月 19 日，山东烟台港，出口非洲几内亚的铁路敞车正在装船。随着几内亚达圣铁路建设提

速，连日来，烟台港“中非班轮”迎来了出口机械设备发货高峰。 唐 克摄（中经视觉）

本报天津讯（记者商瑞 通讯员王爽星）
“准备好材料，只需跑一趟，2天时间办学许可证、

营业执照就到手了！”3月 17日，天津市南开区政

务服务中心，李丽领到了职业培训学校相关资质

证书，“场景化服务真是方便快捷！”

过去，开办企业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审批。虽

然各部门都在减程序、减时限，但面对跨部门的

事项办理，当事人往往一头雾水。南开区推出的

“场景化服务”就是为了化解企业和群众办事的

这一痛点。

在办事流程上，场景化服务将办事对象、办

事流程等划分不同业务“场景”，按照“能减则减、

能并则并”的原则，实施“合并同类项”，最大限度

简化环节、减少材料，让政务服务“套餐”化。在

接待服务上，场景式审批服务开启“一窗进出、接

办分离、后台流转、全程代办”的服务模式，由“分

头办”向“一口通办”转变，让多个部门合力为企

业、群众办成“一件事”。

今年年初，南开区率先推出 10 个场景化服

务，成为企业群众办件量多、涉及面广、办理难度

较大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目前共设置“养老院

和幼儿园”“医疗机构设立”“民办教育培训学校”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等10个审批场景。

天津南开区政务服务办公室副主任刘金友

介绍，自推行场景化服务

以来效果明显，如“我要办

儿童美术培训班”场景自

去年 10 月上线以来，共受

理、完成审批 67 件，不仅

办事流程一清二楚，而且

“瘦身”了 2 个工作日，申

请材料减少30%，节约时间40%以上。

此外，南开区政务服务中心还搭建起“解‘南’

题、‘开’心办”服务专区，实施“企业说、专人跑、立

即办”的工作机制，针对企业办事难点、发展诉求、

问题障碍、建议意见等，专人接待、首问负责、内部

协调、帮助跑路，做到简单问题马上办、一般问题

限时办、复杂问题会诊办、老年人问题优先办。

“未来，我们将根据企业和群众需求，推出更

多办事‘场景’，量身打造办成一件事的‘一揽子’

解决办法，在审批环节上做减法，在服务细节上

做加法，充分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打

造更优的营商环境。”刘金友说。

“中非班轮”迎来发货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