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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直播间、“网红”农家
乐……一个个看似远离乡村的新
事新词，如今在原野山间如禾如
笋般萌生。在乡村振兴道路上，江
西农村正在展现越来越多的“科
技范”“现代范”，呈现出一幅幅现
代农业新图景。

手机新农具农民从“苦”
种田到“慧”种田

“土壤氮磷钾含量正常，建议
用基肥深施的施肥方式……”万
年县裴梅镇汪家村种粮大户夏其
概在手机上点开测土配方施肥小
程序，这个小程序可以通过地块
编号查询肥力信息，并给出施肥
方案和种植建议。

夏其概感慨地说：“节省了肥
料钱，粮食也长得更好。我现在种田
已经离不开手机这个‘新农具’了！”

现代农业方兴未艾，越来越
多智能技术在江西农村应用和推
广。“坐在办公室，使用手机和遥
控器，就能远程操作无人植保机
喷洒农药。”在南昌县“万亩智慧
示范农场”内，负责人邹泰晖眼前
的一块电子屏幕上，智慧农机的
作业面积、运行轨迹等耕作情况
清晰显示。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应
用，农场已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

20多名员工就能种植和管理上
万亩地。

近年来，江西农业生产机械
化水平稳步提升，截至2020年，
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
75.9%，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正在
发生深刻变革，科技不断为农业
赋能。

直播新农活农产品插上
“翅膀”出深山

“炭火笋干，又香又脆，手工
制作，非常美味！老铁们点点小爱
心，直播间左下角下单有优惠
哈！”横峰县新篁办事处山黄林场
早田村农民蒋金春今年43岁，是
一名粉丝量超过200万的“网红
博主”。

蒋金春经常背着箩筐走家串
户，收集村里的南瓜干、笋干、葛根
等农产品。谁家需要帮助，他就把
直播间设在谁家，把山里的农产品
卖到城里。70多岁的周华平是一
名聋哑人，独自一人生活在早田
村，平日靠卖笋干、扎扫把维持生
计。早田村地处深山，进出不便，蒋
金春一场直播就能帮周华平卖完
以前一个月才能卖完的笋干。

宜丰县芳溪镇农民彭敏芳种
了一辈子地，她说：“一斤红辣椒

以前最多卖4块钱，做成辣椒酱
在网上能卖到10多块钱。”如今，
彭敏芳每天在直播间能卖4000
多瓶辣椒酱。“不花广告费，不靠
代理商，直播让农民找到了致富
新门路。”

江西各地纷纷出台政策鼓励
农民开网店、做直播，支持农民

“网上创业”。安远县聘请了专业
电商导师免费培训，农民拿起手
机就能“开播”销售农特产品。目
前安远县共有2万多名电商从业
者，每年5000多万斤农产品插上
电商“翅膀”飞出大山。

“网红”新农民 从“会种
会养”到“会卖会销”

入夏以后，定南县历市镇汶
岭村“90”后小伙谢天园，每天在
山里手拿黄澄澄的蜂蜜罐，乐此
不疲地忙着他的“甜蜜”事业。
2019年，谢天园和几位村民合伙
开公司，组建了“小江农舍”短视
频与直播制作团队，开启了他的

“网红”新农民职业生涯。
一次，谢天园家放养的牛在

山上产了仔，为了不让小牛仔在
野外受伤，谢天园和母牛展开了
一场“夺仔之战”，这一场景被拍
成视频后发到网上，竟然引起网

友极大兴趣。“好久没看到这么亲
切的乡村生活了”“太接地气了”

“我向往这种放牛生活”……一时
间，“小江农舍”人气大涨，“放牛
娃”也一时成了“网红”。

此后，“小江农舍”又推出了
“山里找鸡蛋”视频，给网友带来
了一场别样的乡村“寻宝”体验，
账号粉丝量很快突破10万。

从蜂蜜带货的“哇塞”描述，
到改编歌词“我想要逃（桃），却逃
（桃）不掉”的网上卖桃，再到不失
时机穿插各地方言的各类销售节
目，谢天园的“网红”新农民当得
风生水起。

“做喜欢做的事，还能为家乡
的农特产品代言，我爱这一职
业！”谢天园说。目前团队在网上
各直播视频平台的粉丝量达200
万，卖红薯、卖脐橙、卖酸笋、卖蜂
蜜……谢天园每天都在网上向他
的粉丝们推介各种优质农产品，
去年销售赣南脐橙达19万斤。

石城县致富带头人赖宝林网
上销售“网红鸡蛋”“网红土鸡”，
月销售额超过2000万元；赣州市
章贡区“龙虾小镇”在网上推介当
地特色农家乐项目……越来越多
的农民驻留在农村新天地，变身
新农民！

（新华社陈春园熊家林）

“十四五”时期民政事业发展
的“地图”出炉了！

近日，由民政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联合编制的《“十四五”民政
事业发展规划》正式印发。

提出 15项民政事业主要发
展指标、加快补齐殡葬设施建设
短板、发展家庭养老床位、推动婚
姻辅导服务全覆盖……规划有哪
些内容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6月
18日上午，民政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有关情况。

5项指标，必须达到

规划共6章35节，专门设置1
个指标专栏，提出了15项民政事
业主要发展指标。

“这些目标指标的设置，体现
了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体现
了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和民政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民政部规划
财务司司长冯亚平介绍。

主要发展指标中，有5项为约

束性指标，其中 4 项目标值为
100%。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覆盖率、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覆盖率、查明身份
信息流浪乞讨受助人员接送返回
率、县级公益性安葬（放）设施覆
盖率要达到100%。

此外，为贯彻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同时考虑
当前养老服务机构床位存在的供
给结构问题，不再保留“每千名老
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指标，转而
设置“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
指标。“十四五”期间，这一指标必
须达到或超过55%。

10项指标，值得期待

15项民政事业主要发展指标
中，还有10项预期性指标。它们
分别对低保、养老、婚姻、未成年
人保护等民生问题提出目标。

比如，低保方面，规划预计，

到2025年，城乡低保标准年度增
速将不低于居民上年度人均消费
支出增速，农村低保标准占城市
低保标准比例为75%。

养老方面，乡镇（街道）范围
具备综合功能的养老服务机构覆
盖率预计将达到60%。

婚姻方面，婚姻登记“跨省通
办”实施率将达到100%。

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站大约将覆盖一半的
乡镇（街道）。

此外，规划还预计，“十四五”
期间，每百户居民拥有的城乡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面积超过30平
方米，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数
量达到1250万人，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总量达到200万人，志愿服
务站点在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中的
覆盖率达到80%，福利彩票销售
网点数约18万个。

下一步，民政部门将制定指
标分解方案，从时间和空间两个
维度明确实施步骤和工作安排。

冯亚平表示：“我们将完善统
计指标体系，创新监测评估手段，
健全‘动态检测—定期调度—中
期评估—总结评估’的工作机制，
确保各项指标如期完成。”

10大工程，各有侧重

规划中，另一个亮点是设置
了10大工程专栏，它们同样展望
了不少“十四五”的民生数据。

比如，基层社会救助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提出，要充分利用现
有社会福利设施建设流浪乞讨人
员救助管理设施或救助管理站，
实现救助管理服务网络覆盖全部
县（市、区、旗）。

精神卫生福利设施建设工程
提出，要在精神卫生服务能力不
足的地市建设100个左右精神卫
生福利设施。

针对城市地区公益性安葬设
施短缺，农村地区公益性安葬设
施建设和运维缺乏制度性保障等

问题，殡葬服务设施建设工程提
出，要支持火葬区殡仪馆尚未覆
盖的县市补齐短板，推动基本殡
葬服务设施覆盖全部县市。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工程提
出，要聚焦特殊困难高龄、失能、
残疾老年人需求，以施工改造、设
施配备、老年用品配置等形式，支
持200万户困难家庭实施适老化
改造；支持1000个左右公办养老
机构增加护理型床位，支持300
个左右培训疗养机构转型为普惠
养老机构。

此外，在备受关注的婚姻方
面，规划将要推动县（市、区）级婚
姻登记机关实现婚姻辅导服务全
覆盖。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建
立婚姻家庭服务机制，重点是在
县（市、区）级婚姻登记机关设置
婚姻家庭辅导室（婚姻家庭纠纷
调解室）和社会工作专业岗位。”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张贞
德说。 （新华社徐壮）

数据里看“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

手机新农具直播新农活“网红”新农民
——江西乡村振兴新图景

中国石化中原油田濮东采油厂胡状采油管理区党总支聚焦实践实干，把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检验党史学习教育
成效的重要标尺，在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下功夫，坚持问题导向，立足群众需求，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
事。图为 6 月 18 日，濮东采油厂胡状采油管理区党总支组织党员干部 20 余名，对周边破损严重的道路进行补垫修整，保障周边群众及职
工安全出行。 赵奕松侯冬冬 摄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特种邮票在京首发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
者 戴小河）为祝贺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正式开馆，经国家邮
政局批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特种邮票首发仪式6月20
日在北京举行。

这套邮票1套1枚，邮票面值
为1.20元，发行数量为820万套，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邮票采用主附票的设计形
式，主票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正面全景为画面主体，背景衬
以蓝天、白云，突出展览馆的庄
重恢宏；附票采用矢量雕刻线条
方式描绘出展览馆的结构特点，
整体画面构图饱满、充满张力。
该套邮票将在全国指定邮政网
点、集邮网厅、中国邮政手机客
户端和中国邮政微邮局集邮微
信商城出售。

同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主题邮局正式揭牌，启用专属
邮编“100100”，设置红色珍邮
展示、主题邮品展售、邮政普遍
服务、邮政自助服务等功能，为
观众提供丰富的特色文化服务。

三峡船闸迎来“成人礼”
18年累计通过货物
逾16亿吨

新华社武汉6月20日电（记
者 王贤）“远洋 9608”“永盛
008”等8艘货船6月18日10时
鸣响汽笛，有序驶进长江三峡双
线五级船闸南、北闸室，与闸室
内上、下行船舶一起共贺三峡船
闸“18周岁”。

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介
绍，三峡船闸2003年 6月 18日
投入运行以来，截至2021年6月
17日，已安全运行172674闸次，
通过91.24万艘次船舶、16.04亿
吨货物、1222.86万人次旅客，成
为服务沿江经济发展的重要物
流通道。

“一晃18年了，通航试运行
时，船舶多以客船和小型货船为
主，现在过闸的主要是大货船、
集装箱船。每年经我们指挥过闸
的船舶平均有5万余艘次。”当
班操作员向欣感慨不已地说。18
年前船闸试运行时向欣摁下第
一个闸次的运行按钮，18年来，
她一直在三峡船闸一线集控操
作岗位上。

据介绍，三峡船闸通航以
来，航运管理部门与枢纽运行单
位相互配合，以水资源综合利
用、枢纽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
标，历经145米、156米、175米
等水位的变化，全力提升三峡通
航服务能力。数据显示，三峡船
闸年通过量 2004 年只有 3431
万吨，2011 年首次突破亿吨大
关，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
力，2019年超过1.46亿吨，创历
史新高。

（上接1版）
讴歌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据

介绍，中宣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革命
文物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党的百年历史
新起点，持续推进全国爱国主义示
范基地提质升级，打造全国爱国主
义示范基地升级版。一是在建设管
理上提质升级，加强规划设计，树
立建管并重的理念，持续推进建设
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二是在展览
展示上提质升级，坚持正确历史
观、党史观，严把政治关、史实关，
增强吸引力、感染力，旗帜鲜明反
对历史虚无主义。三是在研究阐释
上提质升级，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精神谱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传承发展。四是在教育培训上提质
升级，深入挖掘展示宣传教育资源
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强化爱国
主义教育和红色教育功能。五是在
文艺创作上提质升级，创作推出一
大批感染力强、影响力广、冲击心
灵、感动观众的文艺精品。六是在
对外交流上提质升级，积极配合国
家重大外交活动和外事交流，集中
宣传展示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中
华民族的良好形象。（新华社记者）

一捧清冽的山泉，
曾是炎炎夏日里，世代
居住在秦岭深处的人
们的消暑神器。“石缝
流下的溪水，舀起来就
能直接喝。”曾常年在
外打工的李文骏说，

“小时候的回忆太深
了，时常就想喝一口家
乡的水，水里有一种说
不出的甜味。”

李文骏是陕西省
安康市人。这里地处陕
西南部汉江之滨，是国
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境
内的秦巴山区有优质
的富硒土壤。“虽然是
风光美丽的好山好水，
但过去也有人说这里
是经济落后的‘穷山恶
水’。为了生存，当地人
曾经走过牺牲环境的
弯路。”李文骏说。

20世纪80年代起，秦巴山区响
起过隆隆爆破声，傍着山溪，人们建
起了金矿、小煤矿……嗡嗡的电锯
成片伐倒深山里的密林，大批木材
顺着江水运出；当地建设的一些工
厂，更是污染了水源。“有一阵子，山
里的溪水完全喝不得。”李文骏说。

回顾当年的发展经历，安康市
市长赵俊民说：“现在来看，这种竭
泽而渔的发展模式不但不可持续，
还会造成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得
不偿失。”

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启动，
流经安康的汉江水需要成为一江清
水。同时，为了不再承受生态环境破
坏带来的恶果，安康市下定决心转
型发展，走绿色经济之路，先后关停
高污染高耗能的厂矿300余家。

经过多年生态恢复，安康市地
表水水质优良比例达到100%，17
个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达100%，汉江出陕入库断面
水质稳定保持在国家地表水Ⅱ类
标准。此外，由于当地地处富硒带，
安康市政府决定力推包装饮用水
产业，把环境恢复后的青山绿水，
变成带动当地发展的“硒”望之水。

心怀感情，眼见商机，李文骏
带着在外经商积攒下的 1500 万
元，在安康市紫阳县麻坪镇投资了
一家名为“稀硒泉”的包装饮用水
生产厂。通过主打会员订制服务，
李文骏成功将富硒山泉水打进了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市场。

同样选择回乡投资建厂的还
有在安康市汉阴县出生的李珩。从
征地建厂到他的“秦巴臻水”正式
投产，李珩已经投资了6000多万
元。李珩坦言，投资水产业，不只是
响应政府号召，更重要的是看好秦
巴山区优越的水资源禀赋。

数据显示，目前安康已有包装
饮用水企业29家，设计总产能288
万吨，15家规上企业产值年均增速
达到28%。此外，包括富硒水在内
的整个富硒产业也成了安康的重
要产业之一。截至2020年底，安康
富硒产业的产值已突破800亿元。

“汉江的清水，已经流进了京
津地区的千家万户。秦巴山区这一
捧‘硒’望的清水，还会流向更多地
方，真正成为带动山区发展振兴的
希望之水。”赵俊民说。

（新华社薛天邵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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