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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06

近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关
于同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区片综
合地价标准的批复》（以下简称《批
复》），原则同意各市（州）修订并经
自然资源厅审核的征收农用地区片
综合地价标准。该标准于 2023年
11月 1日起实施，原批复的征收农
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同时废止。

《批复》明确，征收农用地区片
综合地价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
助费组成。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批复》要求，各市（州）政府要

组织所辖县（市、区）政府抓紧公布
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公布内

容应包括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土地
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比例、征收集
体农用地以外的其他集体土地补
偿标准、实施时间、新旧征地补偿
标准衔接措施等。

同时，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
方便社会公众查询，充分保障被征
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要建立纠纷处理与协调机制，
研究制定工作预案，妥善解决新标
准实施中的问题，确保新旧征地补
偿标准顺利衔接过渡。要切实履行
征地主体责任，严格依法履行征地
程序，加强资金监管，严禁截留、拖
欠、挪用征地补偿费用，切实维护
被征地群众合法权益。

当阳光透过薄雾为大地镶上
淡淡的金边时，四川省甘孜州乡城
县然乌乡查呈沟天浴温泉 4A级景
区游客中心广场上，热闹非凡。来
自然乌乡所辖 4 个村的群众早早
地便整齐地坐在广场上，脸上洋溢
幸福的微笑，共享收益成果之喜。
然乌乡 2023年集体经济发展大会
暨群众促农增收促进会在这里举
行。
“在得知村里通知的分红消息

后，非常开心。”东尔村村民高兴地
说。今年，然乌乡集体经济总收入
超过 52万元，其中 4村集体经济
全部突破 1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
克麦村突破 20万元。调整分配方
式由户分配金额、合作社运行金
额、壮大村集体经济、公益公积金、
公益性岗位工资五部分组成，惠及
全乡 323户。

为鼓励先进，树立榜样，促进
会上，然乌乡从集体经济收入中抽

取部分资金对成绩优的学生、无职
党员、养蜂大户、农机示范集体等
进行了奖励。“感谢党委和政府对
我的关心，我非常高兴获得了三百
元奖励，以后，我更要养好蜜蜂，同
时带动周围村民参与养殖。”热麦
村村民中则说道。

近年来，然乌乡本着得天独厚
的地理优势，依托查呈沟天浴温泉
4A级景区，以“小、特、精”的发展思
路，以“企业 +合作社 +农户”的合
作共赢模式，以“乡统筹 + 村实施
+户参与”为指引，盘活各村资源，
为村集体经济“强筋壮骨”，不断壮
大集体经济，走村民共同富裕道
路。
“今天分红，大伙都很高兴，我

们将以本次分红为契机，结合自身
优势，希望来年通过大家的努力，
集体经济有更多收入，不断提升大
伙获得感和幸福感。”纳木村支部
书记益西说道。 通讯员吴远胜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近年来，贵州省岑巩县水尾镇积极
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依托东西
部协作项目，着力发展食用菌产
业，建立“党支部 +合作社 +农户”
的发展模式，实现村集体经济、村
民收入“双增长”。

走进水尾镇新场村香菇大棚
种植基地，标准化大棚有序排列，
一袋袋菌种整齐地码放在架子
上，阵阵菇香扑鼻而来，放眼望
去，一朵朵肥硕可人的香菇，承载
着丰收的希望，铆足了劲儿生长，
一簇簇小菇破土而出，犹如一把
把撑开的“小伞”，甚是喜人。前来
务工的村民们穿梭于各个大棚间
采收香菇，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
象。
“我们新场村第一批香菇是 30

万棒，现在已逐步剥袋、出菇，今天
是第一次采摘，每天要组织 10多
个人来采摘，一天可以采 1000多
斤。”水尾镇新场村党支部书记黄
俊榜说道。

2019年，食用菌产业开始投入
生产，村民谭银珍选择就近务工，
这里工作强度不大，还能照顾家
人，收入也可观，对她来说这是一
份满意的工作。“从这个菌厂建立
我们就在这务工，开始在厂里生产

菌棒，做完了就来大棚这上菌棒，
再到采菇，每天 80块钱，一年做下
来收入有 1万元左右。”谭银珍高
兴地说。

水尾镇是岑巩县食用菌主产
区，该镇立足“农民增收、农业增
效”的目标，大力发展香菇种植特
色产业。目前，该镇建有 125个食
用菌大棚、一座冷库及食用菌制棒
和深加工厂房，打造了从菌棒生
产、菌菇种植、深加工、销售等一体
化的食用菌产业链，为该镇产业发
展打下了一针“强心剂”。
“现在销路没有问题，是和怀

化、铜仁、长沙签订的订单式销售，
我们采摘的菌菇只要达到一定数
量，就打电话联系他们来拉货，现
在香菇的销售价格是 5元一斤，好
的菇可以卖到 6元一斤。”黄俊榜
介绍道。

一种现代农业发展理念的形
成，一条食用菌产业链的发展成
熟，让岑巩县食用菌产业实现健康
可持续发展。据了解，该基地共种
植香菇 100万棒，已陆续进入采摘
期，每天可以采摘香菇 1000斤左
右，高峰期每天可采摘 6000斤左
右，预计今年共采摘鲜香菇 150 万
斤，总产值在 600万元左右。

吴念吴国明

□金华三郎初姆本报记者赵蝶

近日，记者走进四川阿坝州黑
水县晴朗扎窝果蔬现代农业园区，
眼下，正值晴朗扎窝果蔬现代农业
园区的 80 亩西红柿喜获丰收时
节，只见数十个现代农业种植大棚
矗立田间、排列整齐，走进大棚，火
红的、嫩绿的、橙黄的西红柿挂满
了绿色藤蔓，一垄垄西红柿缀满枝
头，长势喜人，在阳光的照耀下格
外诱人。

菜农们一起采摘、装箱，忙得
不亦乐乎，尽享丰收的喜悦。“今年
是第一年种植西红柿，没想到长势
特别好，每亩产量可达 10000 公
斤，每亩收入 10000元到 20000元。
明年我还要扩大种植规模。”阿坝
州吉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陈吉强说道。

产业带动就业，就业促进产
业。西红柿种植不仅提高了土地利
用率，也为村民们提供了家门口的
就业岗位，不少村民通过就近就业
实现了增收。“我从栽苗开始一直
干到现在，每天的收入可观，而且
离家也很近，照顾家庭的同时也多
了一份收入。”晴朗乡仁恩塘村村
民罗金初激动地说。

村里有了“菜园子”，群众致富
有了好路子。像罗金初这样在基地
当起产业工人的村民不在少数，据
陈吉强介绍，80 余亩的蔬菜基地，
都是从村民手中流转的土地，且基

地通过长期用工、季节用工、临时
用工等方式，吸纳了当地 200多名
农牧民群众在该基地务工，村民们
可一边务工领工资，一边拿土地流
转费，增收又创收。
“眼下，基地里的西红柿大面

积成熟，正是采摘的最佳时机，我
们每天的用工量在 240 人，但还
是缺人手，我们正为用工发愁呢！
晴朗乡组织的志愿者像及时雨一
样，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陈
吉强高兴地说。据了解，为助力农
忙采收，缓解采摘压力，该乡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志愿服务队到
基地开展“助农收菜”文明实践活
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有序地同村
民们一起采摘、搬运，放眼望去，一
个个火红的身影忙碌地穿梭在碧
绿的藤蔓间，勾勒出一幅丰收的热
闹景象，现场一片喜气洋洋。“通过
助农志愿服务活动，不仅让我们感
受了丰收的喜悦，更拉近了我们与
群众间的距离，使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更加深入人心。”志愿者杨树
林说道。

据了解，下一步，晴朗乡将持
续扩大果蔬种植规模，推进特色农
业产业发展，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让群众共享生
态果蔬产业发展成果，助推乡村振
兴。

甘孜州乡城县然乌乡：
盘活资源

促进村集体和农民双增收

贵州省岑巩县：
百万棒香菇撑开“致富伞”

阿坝州黑水县：
“柿”不可挡

80亩西红柿喜获丰收

四川各地征收农用地区片
综合地价标准公布

□本报记者赵蝶

秋收时节，硕果飘香。近日，新疆伊犁边境管理支队八十间房子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警成立了“采摘小分队”，走进辖区葡萄种植园，帮
助种植户采摘、分拣、包装时鲜水果，并利用果农们劳作休息间隙，以“面对面、拉家常”的形式，给果农们宣讲反诈知识、电信网络诈骗形
式及作案手法，增强果农反诈意识，切实提高果农的安全防范意识，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通讯员王鹏飞摄

助农普法两不误

广元市苍溪县：
蓄好“秋冬水”稳粮“保安全”

□苟志胡经纬本报记者魏彪 文 /图

清杂理乱“亮坝”
强化安全运行管理

“这些芦苇、杂树要连根清除
运出去，不然不好观察水库运行，
也容易滋生白蚁，溢洪道要保持
畅通不能有堵塞杂物，防汛三个
责任人公示牌快风化需更换了。”
苍溪县水利局农村水利股股长罗
国建与“以大带小”水库集中管理
单位闫家沟水库事务中心的相关
人员，在陵江镇镇水社区小（2）
型展望水库现场督促指导水库日
常维护。

苍溪县组织召开水库维养动
员会议，安排部署全县 261座中小
型水库维修养护工作，重点对水库
主体工程、引水渠、雨水情监测系
统等进行检修维护，确保水库主汛
期后的运行安全。同时利用秋季的
下雨时节加大蓄水，为来年的生产
生活用水开展多蓄水、蓄好水、管
好水、用好水各项工作。

一周时间以来，10 个水库片

区管理单位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
40多名管理人员重点深入到全县
239座小（2）型水库现场，面对面、
点对点地进行指导，小（2）型水库
所在属地乡镇村组组织灌区群众
2000 余人次、投入机械设备 800
余台次，对水库大坝内外坡杂草树
木进行砍挖、铲割，清捞水面漂浮
物 200余车。“加强中小型水库常
态化管理，是我们水利行业部门的
职责，开展秋季水库常态的维修养
护，能进一步规范标准化管理，增
强安全防范能力，确保水库安全运
行，充分发挥好水库的蓄水保灌作
用。”该县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马
嘉介绍。

清渠治漏“保畅”
让每滴水汇入水库

“这里也垮了一片，我们先把
堆土清理出去。”团结水库管理站
站长蒲继斌与片区管理中心的同
事在巡查途中发现引水渠有垮塌
堆积物，影响水库来水，立即与同

事进行清理。该水库自今年以来，
整治维修渠道 3.5公里，春灌保灌
2000余亩，春灌结束后全面开展
引水入库，加大蓄水保水工作，9
月新增蓄水 11万余方。

全县中小（1）型水库管理单位
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推进防汛
工作的同时，全面加强蓄水保水工
作，充分利用秋雨时机加强水库蓄
水能力，清理引水渠道 330公里。
10个水库集中管理单位加强对辖
区乡镇小（2）型水库蓄水保水的监
管和指导，明确责任人，强化现场
督导和远程在线监管，积极组织灌
区群众开展清淤堵漏除杂草，全面
规范水库的管理和蓄引提能力，蓄
水保灌增效能。对灌区渠道开展分
段落实一名“渠长”，负责下雨时引
水巡查和引水入库。

蓄水保水“管住”
为秋种春播供好水

秋雨绵绵，雷声相伴，披着雨
衣、扛着锄头、铁锹等工具，水库管

理人员、灌区群众纷纷冒着大雨，
堵缺截流、疏渠保畅，把雨水形成
的地面径流引入水库。
“今年以来，算是抓住雨季的

关键期，嘉陵水库 9月份新增蓄水
12 万余方，现在库容 85 万方左
右，现已满蓄。”苍溪县嘉陵水库管
理站站长李树林站在水库溢洪道
口感慨。
“要抢抓有利时机，不放过任

何一次降雨机会，千方百计引水入
库，把水蓄好、把水管好，确保今冬
明春生产生活用水有保障。”苍溪
县水利局副局长李居对水库管理
单位作安排。

苍溪县水利局充分利用降雨
时机，一手抓好秋汛，一手抓好蓄
水，10个“以大带小，小小联合”的
水库片区管理单位在加强中小（1）
型水库的引水蓄水统筹的同时，深
入辖区小（2）型水库开展蓄水保水
指导监督。各水库管理单位加强防
汛值班值守，采取拦、截、引、提等
方式加大引水入库，新增蓄水约
1600万方。

春雷不发蛰，秋雷不
收声。连日来，四川省广
元市苍溪县抓住雨季的
关键时节，“防蓄”并举，
加大引水蓄水增水保水，
为来年生产生活打下用
水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