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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火热火热““村村 BABA””

信 江 时 评

“新农人”要干好“兴农事”

“90后”农机手、有博士学位的农业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回乡创业的土特产销售主播……春耕时节，田间
地头活跃着这样一批“新农人”。

新时代农业发展渴求掌握新知识、新技术的
“新农人”。科技是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最关键因
素。从新中国初期的“二牛抬杠”，到收割机大规
模作业；从亩产几百斤的常规稻，到亩产超千斤的
杂交稻……正是农业科技的不断创新，让中国人把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粮食安全得到保障。如
今，“新农人”利用 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先进科技手段，为农业发展赋能，大大提升了农

业生产效率，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快速转
变。

乡村振兴也期盼具备新商业理念、富有创新精神
的“新农人”。农村出现老龄化、空心化，要让乡村
更好地发展，更快地振兴，离不开“新农人”的长远
眼光和开阔思路。“新农人”善于利用互联网平台等
优势资源，能够敏锐抓住发展机遇，敢于改变传统发
展模式，在农业产业形态上进行创新，在农村经济业
态上实现升级，能走出致富新路子，为乡村发展装上

“新引擎”。
“新农人”带来新科技，也要接地气。农业不同于

其他产业，“春不种、秋不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
也”等农业生产规律，仍主导着农业生产，不可违逆而
行；大部分农事有着极强的内在逻辑，须顺势而为。只
有深入认识乡村，深度融入乡村，“新农人”才能更好

“根植”乡村土壤，“长得”枝繁叶茂。
“新农人”来到乡村，需要一片成长的“沃土”。远

离都市繁华，放弃大城市的生活便利，“新农人”在农村
默默耕耘，投身农村发展建设。农村基层组织要为他
们积极创造宜居宜业的外部环境，提供安居乐业的物
质保障，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待得住、过得好、
干得起劲儿。农村基层组织要对“新农人”进行帮助和
引导，为其构建配套培训体系，出台人才支持政策，实
施产业扶持措施，从而与“新农人”带来的新生产方式
紧密结合，两相促进。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当前“新农人”干好
“兴农事”的生动写照。新时代呼唤更多勇于拼搏的
“新农人”，“新农人”也向往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人生
理想和价值。

（新华社记者 高健钧）

“谷雨收寒，茶烟飏晓，又是牡丹时候。”不知不觉间，
人们迎来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

赏春光，最美的风景就在此时。不止牡丹，在青苔浸
雨、绿意盈盈的远处，樱花开遍野，蔷薇卧晓枝，木香满墙
头……一簇簇花儿争先恐后，肆意绽放。

谷雨，只读起来，已似可感受那绵绵细雨。古人阐释
谷雨时，常有两种说法：一曰“雨生百谷”，二曰“仓颉造
字”。

所谓“雨生百谷”，说的是每年到此时节，气温升高加
快、降雨量增加，不论初插的秧苗，还是新种的作物，都能
得以茁壮成长。“谷雨”这一节气名称也由此而来。《月令七
十二候集解》记载：“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
其谷于水也。……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反映出
谷雨的农业气候意义。

谷雨与“仓颉造字”又是什么关系？华东师范大学民
俗学研究所教授田兆元说，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
一，据传是仓颉所造，这一说法最早见于中国古代典籍《淮
南子》。史料记载，仓颉天生睿德，他观察星宿的运动趋
势、鸟兽的足迹，依此首创文字，革除当时结绳记事之陋，
开创文明之基。当时，大地遭灾，百姓闹饥荒，有一天却突
然下了一场谷子雨，老百姓惊喜万分，说这是仓颉造字功
德感天，才有了这场神奇的雨。

“从这个意义上看，谷雨纪念的是一项重大发明，体现
了中国文化对创造的尊重。”田兆元说。

文以载道，从仓颉造字到今天，无数个伟大的灵魂用
文字穿越千年，与今人分享他们的经历与智慧，让中华文
明从远古走来、生生不息、流传至今。也正因为有了文字
的记载，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佳句，才得以在历史长河里
熠熠生辉。

谈及与“谷雨”有关的诗词，宋代仇远所作《浣溪沙》常

被今人提起。诗人曰：“红紫妆林绿满池，游丝飞絮两依
依。正当谷雨弄晴时。射鸭矮阑苍藓滑，画眉小槛晚花
迟。一年弹指又春归。”

诗人寥寥数句，却有两种情绪氤氲在字里行间。当雨
水渐渐停歇，天气放晴，红花、紫花点缀着树木，池塘绿意盎
然，空中还有飘荡的细丝和飞舞的絮花。看眼前春意浓浓，
诗人内心是喜的；可繁华春色总会谢幕，诗人看春色渐阑、弹
指而逝，一种不舍之情跃然纸上。

谷雨时节，时值暮春。当“杨花落尽子规啼”，看到最
后一抹春色渐渐离去，人们心中的那一份伤春惜春之愁
绪，在所难免，可也不必沉湎其中。正如宋代秦观所写“芳
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有春的美好，夏有夏
的热闹，顺应更迭、与时舒卷就好。

这种心境，清代郑板桥，深谙其妙。他作七言诗曰：
“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节柯。最爱晚凉佳客至，一
壶新茗泡松萝。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皴淡淡山。正好
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

民谚有云“谷雨谷雨，采茶对雨”，谷雨前采摘的茶细
嫩清香，谷雨品新茶相沿成习。傍晚凉爽之时，郑板桥与
友人赏竹、观画，吟诗、品茗，自然是难得的赏心乐事，构成
了一幅美妙的画卷。

谷雨之美，如春天给我们最后的“惊鸿一瞥”。诗人用
笔墨留下的，不仅仅是那最后一抹春色，更是对生活的热
爱和向往；在烟花三月，珍藏整个春天的美好，心存欢喜，
向着未来一个个闪亮的日子，继续进发。

（新华社记者 杨金志 郭慕清）

近日，弋阳县群众
篮球赛火热开赛。双方
球员展开激烈的对抗，
精彩表现赢得了现场观
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
比赛进一步丰富了群众
文化生活，引领了乡风
文明新风尚。

郑宏伟 摄

谷雨：雨落生百谷 万物皆可期

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

广信讯 面对近期多发的强降雨
天气，广信区湖村乡超前谋划、精心
部署，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准备工
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
该乡多次召开防汛工作部署会、推进
会，制定下发一系列工作方案。党政
班子成员深入各自包干村，组织村两
委干部、网格员召开防汛工作部署会，
明确各自防汛任务，做到责任落实，乡
村干部坚持驻村蹲守，切实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

全面排查隐患，完善防汛预案。
该乡组织各村对辖区内地质灾害点、
公路沿线、山塘水库等进行拉网式排
查，第一时间在地质灾害点设立警示
牌、拉起警戒线。进一步完善防汛工
作预案，备齐、备足防汛物资，重点
关注困难群体受汛期、雨季影响情
况，积极动员居住在地质隐患点群众
及时转移。截至目前，共开展重点区
域隐患排查 220余次，摸排地质灾害
隐患点86个，转移并妥善安置群众12
户57人。

严明工作纪律，加强应急值班。
该乡严格落实领导在岗带班制度和 24
小时值班制度，严肃值班纪律，加强巡
查排查，确保人员到位。密切关注雨
势汛情，随时做好应急准备，确保一旦
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应对、
高效处置，真正做到防在未发之前，抗
在第一时间，救在关键环节。

（周琦 黄宗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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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期科普知识

本报讯 周斌 记者徐素琴报
道：记者近日从市林业局了解
到，4 月 8 日，我市全面启动
2024年度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样
地调查工作。调查工作为期两个
月，投入经费191.52万元。

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普查）
工作是建立和完善林草湿资源数
据库、全面准确及时掌握资源现
状和动态变化的有效手段，将为
林草生态修复、营林生产、领导
干部自然资源审计、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编制，以及林长制监督
考核等提供准确数据的技术支
撑。林草生态综合监测 （普
查），采用样地监测与图斑监测
相结合的方法开展。

今年上饶市林草生态综合监
测 （普查） 样地调查共有 428
个，其中森林样地 145个，草地
样地201个，湿地样地82个。全
市共组建外业调查工组 16 个，

参加人员 67人。为确保高标准
完成工作，市里还成立了两个样
地质量检查组、4个图斑监测技
术督导组。

在信州区 796号森林样地调
查现场，市样地监测督导组对调
查工作各环节操作要点及注意事
项进行了技术实操示范，确保调
查工作符合技术规程和操作要
求。调查工作组严格按照技术要
求，认真完成查找上期固定标志、
树 (物)定位、周界测量、样木复
位、胸径测量、因子调查等事项，
所有调查工序均达到质检标准。

近年来的林草生态综合监测
结果显示，我市森林面积、蓄积
稳步增长，林草资源总量稳步增
加，林草生态治理成效显著。截
至目前，现有林地面积 2004万
亩，其中森林面积 1978.5万亩，
活立木总蓄积 8045 万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61.16%。

我市全面启动林草生态综合监测工作

本报讯 记者蔡霞报道：《周
易四卷》《战国策选不分卷》《孔子
家语四卷》……走进上饶美术馆
2楼 4号展厅，一派幽静，瞬间将
观众带进阅读的氛围中，细细品
味古籍中历史的传承与古人的智
慧。

4月 15日，“继往开来 国韵
传承”——古籍保护与利用展在
上饶美术馆开展，甄选了上饶本
土古籍83件套、其他地市的古籍
13册、上饶美术馆馆藏金石拓片
17幅，向观众宣传展示古籍保护
成果，彰显中华民族古籍文化的
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推动古籍
保护成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利
用。

据悉，本次展览的展品书目

以四部经、史、子、集分类，首
选上饶本土先贤作品及江西其他
地市出版的书目；版本按时间顺
序，刊刻地兼顾了京本、浙本、
建本等地；出资者有官刻、藩
刻、府刻、书院刻、私刻等，形
制上大字小字都有选取、套印单
色两种都有；在文本的选择上，
优选全本，把名家的文本和精校
的文本作为重点。

同时，为丰富古籍展内容，展
区增加了古籍数字化浏览设备，
循环播放古籍保护宣传片和铅山
连史纸制作技艺宣传片，并邀清
省、市专家现场演示古籍古法修
复、制作技艺、活字印刷等活动，
增强观展的体验感。

展览将持续至6月23日。

“继往开来 国韵传承”古籍保护与利用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徐素琴报道：信
州区水南社区落实“入格不漏户，
户户见干部”活动，聚“微治”成

“大治”，积“小安”成“大安”。社
区党委将辖区划分 4个网格、39
个微网格，以共建单位包网格、党
员干部包居民户的工作模式，让
群众的问题有人可以反馈，确保
事事有人管。

精细化网格服务。把市、区
三个共建单位下沉干部一起编入
网格内，人员进网，责任进格，开
展全方位面对面的宣传。社区干
部与包干民警开展反诈骗、未成
年人保护、反家庭暴力法等方面
的法律宣传；聚焦夏季防溺水、重
点时间节点森林防火等，用群众
的语言宣传好社区平安建设的相
关政策和要求。依托律师与社区
共建平台，开展普法宣传，增强居
民知法懂法意识。

打造家门口的服务网。针对
“五失”人员、生活困难人员、孤寡
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社区

分类建库，专人负责39个微网格
工作群，建好网格内的日访户、周
访户、月访户人员台账；并制作社
区网格服务连心卡，方便居民遇
到急事及时与干部取得联系；及
时整理“E呼即办”居民诉求，做

好后期跟踪服务。
完善网格化工作机制。用微

网格收集问题，在微网格解决问
题。网格员、网格辅助员在辖区
内收集到很多居民的反馈的问
题，社区统一收集，分门别类，
按照事情利害关系轻重缓急，逐
一进行解决。包干干部认真解决
群众诉求，满足群众“微心
愿”，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
态。

该社区结合“五微共治”常态
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最大
化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牵头成立“人民调解员”队伍，邀
请“五老”人员、律师、民警、心理
咨询师、家庭教育师共同参与，壮
大队伍专业力量，通过“听、谈、
劝”等方式对矛盾双方进行劝
解。同时发挥社区暖“南”志愿者
队伍作用，在日常开展志愿服务
中收集矛盾纠纷线索，参与矛盾
纠纷化解，一年来，社区共摸排化
解矛盾纠纷 34件。结合便民接

待日、人大联络站、“赣”事好商量
等平台广泛收集居民的各类心
愿。一年来，包干干部走访重点
联系服务对象 108次，帮助解决
问题 22个，跟踪服务“E呼即办”
事件25件。

“精网微格”促基层善治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4月 18日下午，全
市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召开。市
委常委、组织部长任海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全国、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
长（院长）会议精神，省委书记尹弘在省委党校
（江西行政学院）调研座谈时的讲话要求以及市
委常委会要求；研究部署全市党校（行政学院）
系统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任务。

任海斌强调，要坚决扛起党校工作职责使
命，坚守党校初心，把牢正确办学方向，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全面落
实基本培训重要任务，找准党校工作与中心大局
的结合点、切入点和着力点，充分彰显“为党育
才、为党献策”的独特价值；要始终坚持从严治
校基本方针，抓好教学质量、科研资政、作风建
设，坚持质量立校和从严治校两手抓、两促进，
扎实推动全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建立健全
党办党校责任体系，扛牢政治责任，加大保障力
度，注重整体联动，不断凝聚办学治校的工作合
力。

全市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召开
任海斌讲话

“读诗词 品江西”展演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蔡霞报道：4

月 19 日晚，“读诗词 品江
西”展演活动在上饶市融媒体
中心举行。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省新闻出版局 （省版权
局）局长黎隆武，副市长王勇
出席。

展演活动以歌舞《江西是
个好地方》 拉开序幕，围绕
《赣风景——江西山水真吾邦》
《赣文化——姹紫嫣红开遍》
《赣精神——久有凌云志》三个

篇章，以“江西诗派”名篇名
句为主题主线，带来了《望庐
山瀑布》《滕王阁序》《西江
月·夜行黄沙道中》《菩萨蛮·
大柏地》等经典作品，采用歌
舞、经典话剧、朗诵等多种艺
术表现形式，生动呈现江西历
史文化名人诗词所蕴含的诗情
画意，引导群众品味赣鄱优秀
传统文化深厚底蕴，领略江西
丰厚富饶的山水人文之美，擦
亮江西文化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