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2022 年 4 月 19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方钧良 版式：余欣 电话：0570-7888555 E-mail：jrly118@sina.com

JINRI LONGYOU

理论与实践

在一些单位， 个别业务能力强、工
作效率高、敢于啃硬骨头的干部，因为用
着顺手，总被领导超负荷地交任务、压担
子，美其名曰“鞭打快牛”。但我们不妨想
一想：“快牛”和“慢牛”到底谁该“鞭打”？
“快牛”最需要的是“加料”还是“加鞭”？

“险路识良马，重任选良才。 ”急难
险重任务既是锻炼干部的磨刀石，也
是考察识别干部的试金石。 让“快牛”
多挑一些重担，既是信任，也是考验。
“愿更加鞭策，以成远大。 ”相信每一位
“快牛”也会珍惜这份信任，自我加压、

全力以赴。 但是，领导干部不能只盯着
“快牛”而惯着“慢牛”，这样会使“快
牛”不堪重负，甚至累坏了身体，也会
使“慢牛”优哉游哉，不思进取。 长此以
往，就会在单位造成“干的干，闲的闲，
闲的给干的提意见”的怪象。

若是激励机制好， 不用扬鞭自奋
蹄。 各单位应通过更加科学的制度机
制，变“鞭打快牛”为“激励快牛、鞭打
慢牛、淘汰懒牛”，努力形成“九牛爬
坡，个个出力”的喜人局面。
（摘自 2022 年 4 月 6 日《解放军报》）

观观点点速速递递

耕地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事关我们的民生福祉和国家安全。
当前，遏制和解决耕地“非粮化”，是耕地占补平衡和耕地保护的
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首先，防止耕地“非粮化”，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守住
的是一条国家粮食安全的“生命线”。这是有前车之鉴的。海地曾
以农业立国，拥有 80%的农业人口。 1994年，美国政府派 2 万美
军，保护被推翻的阿里蒂德上台。新总统上台后，为感恩美国，将
水稻进口关税从 50%降低到 3%。 还对美国大米进行最惠补贴，
美米的进口价一度比海地国内的米价低一半。 美国大米凭借其
价格优势，占据了海地 80%以上市场份额。海地的土地上就不种
稻谷了，粮食全依赖美国进口，导致海地农业生产停滞，农民失
业。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粮价上涨，海地粮价上涨了
50%，食品价格翻了一番。 海地农民本来就苦，粮价上涨后，民众
基本生活无以为继。 美国农业部前部长约翰布洛克说：“粮食是
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办法是将各个国家绑在我们身上，那样他
们就不会给我们捣乱。 ”由此亦可知，粮食不但是百姓的口粮，是
保命之根，更是国之战略物资。我国有着 18亿亩基本农田，我们
一定要守住这条红线。 只有切实制止“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
才能牢牢地端住咱们中国人自己的饭碗。

其次，“非粮化”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事关百姓口粮
安全，最根本的就是要保护耕地。 2020年初，在我担任农村生态
指导员时，就和村干部一起调查过“非粮化”的情况。 我发现，很
多村或多或少存在基本农田不种粮的现象，有的种植苗木，有的
挖塘养鱼，甚至还有硬化建房的。 种植苗木、草皮等用于绿化装
饰的植物时，需要移栽取土，对耕作层破坏很大，特别是根系发
达的树种，既耗费大量养分，又破坏土壤结构，很难再用于粮食
生产。 这样一来，土壤很难再回到耕地了，我们龙游县很多肥沃
的土壤就会这样慢慢消失。 最近，有一些“抢”购物资的新闻，想
必大家也知道！这些天，我们国内有少数地方掀起了一股买米囤
粮的热潮，龙游也出现少数人不明真相抢购粮米的场面。虽然后
来商务部也有辟谣，说粮米缺乏的情况并不存在，只是为了让大
家能够在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和目前严峻的疫情前做好充分的
准备，但是在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情况下，粮食安全和
粮食缺乏的隐患，还是客观存在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非粮化”问题，大力实施土地整理和耕地开发项目，努力构建量
质并举、生态健康的耕地保护体系，“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龙游有 38.9 万亩永久性基本农田，这同样是我们不能突破
的底线。 目前，各乡镇（街道）已结合实际情况，纷纷制定行动方
案，切实落实“两非”整治行动，并查处了多起耕地“非粮化”事
件。到目前为止，上级审计督查交办给龙游的“非粮化”问题已全
部整改完成。

当然，防止耕地“非粮化”问题，不能仅靠督查督办，做好服
务才是良策。在塔石镇推行的“智慧粮脑”项目，就是为农户精准
提供分类施肥、专家线上指导等科学种植粮食作物的服务体系。
我们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治、服务手段，从根本上遏制“非
粮化”趋势，才能为“十四五”规划与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培
根固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最牢固的地基！

（作者系县市监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在工作作风上，务保忠实、务实、踏实。
去年 9 月份，我转岗至沐尘畲族乡，迅速熟
悉并融入到美丽城镇省级样板乡镇创建、领
导班子换届等中心工作， 对党和人民忠诚，
老老实实、表里如一，坚决维护党委政府的
威信和统一。 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的原则提出干部选拔任用建议，以务实的
工作态度在各项重点工作中锤炼干部，优化
科室布局，使老中青各年龄段干部工作态度
日益端正。沐尘干部的工作作风转变不是喊
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通过畲乡新一届领
导班子的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言传身教，让
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乡党委政府的决心和毅
力，拒绝“躺平”谋求变革，坚定信念不懈奋
斗，最终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圆满通过
新时代美丽城镇省级样板乡镇验收等系列
重点工作，畲乡干部也在各类大干大考中得
到锤炼。

在工作目标中，坚持走前、当头、争先。
作为生态型乡镇的沐尘，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关心支持下，近年一大批乡村振兴类项目的
落地建设使乡村面貌得到极大改善， 乡、村
两级干部已逐渐从“躺平”向创先争优转变。
作为衢州地区唯一的民族乡、浙江省革命老
区乡、 清代学者余绍宋八年隐居地的沐尘，
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历史人文优势，因此
更要发挥各类优势，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勇担使命、 塑造变
革，创新突破、蹄疾步稳，找跑道、定目标，建
体系、抓改革，抓队伍、鼓士气，立足畲乡实
际秉持奋勇争先、全力抢先、持续领先的追
求，在畲乡振兴做深做细等方面“咸鱼翻身”
走在前列，正确把握和定位沐尘，谋划好、经
营好畲乡共富的下半篇文章。

在工作思路上，先行学深、悟透、谋定。
地处偏远乡镇的畲乡， 如何在人口老龄化、
农村空心化、 建设同质化的时代背景下，深
度挖掘红色文化、畲族文化、黄泥房文化、余
绍宋文化和生态资源禀赋等传统优势，立足
畲乡实际和时代发展客观规律，找到发力点
和突破口，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建
设。 一要旗帜鲜明彰显文化特色。 作为衢州
地区唯一的民族乡，更要旗帜鲜明地彰显特
色文化，推广畲族特色符号，构建畲族文化
一台戏，定期举办省市县乃至全国的红色畲
族文化节，以政府引导、群众参与、民间投资
的方式推动可持续的文化建设， 以可感官、
可互动、可参与的各类表现形式彰显文化符

号，以赛畲歌、嬉畲族婚嫁民俗、抗战场景沉
浸式体验等方式为畲乡宣传引流；二要切合
实际发展群众利益产业。 作为生态型乡镇，
没有工业及高科技附加值类企业，耕地面积
稀缺无法开展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劳动力短
缺、毛竹价格低廉、群众致富途径单一等问
题同样制约着畲乡的发展。面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碳中和、碳达峰的时代背景，一方面
加大合理基建投入，如部分林区道路方便做
好森林防火措施，能促进毛竹“下山”，进入
本地的金龙纸业公司，促进竹农增收；另一
方面更要大刀阔斧开展碳汇交易试点，补贴
推广“光伏进万家行动”，万亩山林土地流转
推广碳汇交易并套种林下经济，腾出能耗指
标换取发展主动权谋群众共富。 同时，积极
引进新型业态创客，通过政府奖补、投资“对
赌”等模式吸引青年团队、民间资本参与到
畲乡各类建设中， 做大做强果蔬中药产业，
做精做活旅游研学“盘子”；三要充分关注民
生实事建设。乡党委政府的服务更多地应体
现在对群众的关心关爱上。 通过“请你来协
商·民生议事堂”等多形式定阶段、有重点地
关注民情民意。在沐尘集镇做优做实集镇功
能配套，做好美丽城镇及未来乡村建设的后
半篇文章。 在梧村、社里以政府投资民间资
本运营等方式，新建居家康养中心。 组织开
展县级教师定期深入畲乡支教交流，进一步
整合挖掘畲族小学龙南生源，加快打造具有
全国影响、群众有感、可示范推广的标志性
成果。

唯实惟先，振兴畲乡。 作为“80末”基层
领导干部，守底线、讲原则是基础，同时更需
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砥砺前行的工作
态度。行百里者半九十，唯有只争朝夕、奋勇
担当，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准
目标、明确任务，克服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充
分发挥自己在各类大项目建设中敢闯敢拼
抓契机的经验，真正把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地
方的发展、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注重细节、
防范风险、团结奋进，注重做表率、抓队伍、
重督考，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有“泥犁
拔舌自担当”的责任意识，始终保持干事创
业的精气神，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
百之”的劲头，积极投身各项事业建设中去，
勇于扛起新时代使命责任，争做真做“高辨
识度干部”，呈现沐尘铁军的担当。

（作者系沐尘畲族乡党委副书记）

唯实惟先 振兴畲乡
●徐俊

鞭打“慢牛”更合理
●姜凯 李文亚

让“良田”回归“粮田”
●胡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