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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人大

邓珍强在检查蔬菜大棚前的

防虫设备。

刘桂芳（左）在村民家中收集春耕生产意见。

春回大地万物生。在资水河畔的蔬菜大棚里，在广袤肥沃的
田野上，各级人大代表正以躬身入局的奋进姿态，掀起“科技春
耕”“稳粮保供”“蔬香富民”的春耕热潮。他们脚踏泥土，紧跟党
和国家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和发展智慧农业的政策步伐，以实
际行动践行着乡村振兴的使命。今天，本报特别推出“人大代表
闹春耕”组合报道，呈现人大代表们如何以“一线状态”跑出春耕
的“加速度”。

2 月 26 日上午，在位于大祥区城

南街道台上村的一处食用菌基地内，

一根根交叉摆放的菌棒有序排列，空

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和淡淡的

菌香。菌棒上肆意生长的黑木耳，颜色

从深褐色逐渐转变为黑色，就像一颗

颗黑宝石。

“前段时间空气湿润，黑木耳长得

格外旺盛。现在正值出耳季，你看这根

菌棒上已经成熟了一些黑木耳，可以

采摘了。”大祥区人大代表、湖南神骏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刘莎随手

拿起一根菌棒介绍说，这片是公司去

年下半年打造的新品种有机黑木耳试

验区，再过半个月将迎来新一茬的黑

木耳丰收。

种植黑木耳，每年的密集管理时

间只有 4 个月，期间只需浇水和采摘。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刘莎于 2022 年引

入全自动化喷淋设备。该设备通过传

感器监测湿度、温度等参数，精准控制

灌溉，可减少 70% 以上的人工操作，尤

其是缓解了农忙季节用工紧张问题。

对比自动化喷淋系统和传统灌溉

模式，刘莎说：“人工浇水易出现过量

灌溉或覆盖不均问题，导致水资源浪

费。而自动化系统采用雾化技术，配合

实时环境数据，节水效率可提升 50%

以上，同时减少烂耳率，提升耳片厚

度、光泽度。”为提升农业产业化，刘莎

还通过无人机植保和机械化耕种等方

式，实现不同作物的精准化田间管理。

在羊肚菌种植区，采用“真菌遗

传”“原生质育种”技术培育的羊肚菌

也正值丰产季。自 2 月份起，刘莎便带

领周边农户日复一日地忙碌在采摘、

分拣、鲜销与烘干的作业链条中。“羊

肚菌和黑木耳都是 10 月份开始生产、

来年 1 月份出菇、2 月和 3 月份采收。

今年的羊肚菌产量比往年提高了 20%

以上，预计亩产达 600 公斤至 750 公

斤。”刘莎说，产量的提升得益于公司

科研人员采集了隆回县金石桥镇区域

野生羊肚菌，利用“性状分离”等育种

技术培育驯化的新一代种源。该品种

菌柄粗壮、肉质饱满，栽培环境适应

广，栽培技术更为简便。

“今年春耕的重头戏是食用菌基

地的产能突破和品质升级。”刘莎说，

食用菌就像襁褓中的婴儿，很“娇气”，

比如羊肚菌在整个生长周期内全靠由

小麦发酵而成的营养包供给营养，不

使用任何农药和化肥。目前，公司已建

成 34 公顷的种植基地，基地生产的黑

木耳已通过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如今，黑木耳、羊肚菌已经成为当

地农户致富的“金元宝”。通过“公司+

基地+农户”模式，公司吸纳本地劳动

力 100 余人，并以食用菌种植产业为

切入点，带动全市区域内 600 余农户

跨入食用菌种植行业，在全市形成覆

盖 30多个村的食用菌产业网。

“让科技扎根土地，用产业反哺乡

村。”刘莎表示，公司将坚持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筹资延伸产业链，发

展农产品深加工，拓展线上销售渠道，

扩大品牌影响力，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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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下 ，中 小 学 生 的

身心健康问题日益受到

关注。

“ 体 表 伤 痕 可 能 暗

示着学生遭受了身体伤

害 或 欺 凌 ，而 心 理 健 康

问题则可能源于学业压

力 、人 际 关 系 等 多 方 面

因素。”市人大代表文君

琳 认 为 ，在 中 小 学 生 学

校体检项目中增加体表

伤痕检查和心理健康测

试 ，对 于 及 时 发 现 并 干

预学生的身心健康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

“ 为 了 确 保 学 生 的

身心健康，学校每年都

会进行常规体检，但传

统的体检项目已经不能

满足对学生全面健康评

估的需求。”对此，文君

琳建议，负责学生体检

的单位需经卫健部门审

核资质，确保体检的专

业性和准确性；学生体

检项目应包含体表伤痕检查和心理健

康测试，对明显伤痕进行记录并了解

学生伤痕原因，对心理健康测试结果

异 常 的 学 生 应 提 供 相 应 的 帮 助 和 支

持；学校应提供必要的体检和心理咨

询设施，确保学生的隐私和安全；向家

长和学生普及体表伤痕检查和心理健

康测试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参与度

和配合度。

“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是全社会共同

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在中小学生学校

体检项目中增加体表伤痕检查和心理

健康测试，可以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提供

有力保障。”文君琳希望相关部门和学

校能够高度重视，狠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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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春耕备耕关键

期。连日来，市人大代表、洞口

县石柱镇青山村党支部书记刘

桂芳为村里的农业生产工作忙

得不可开交。

“今年，我们村春耕的首要

任务是确保粮食稳产增效，重

点落实双季稻种植面积 33 余公

顷，同时抓好百香果、罗汉果等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推 动‘ 粮 经 协

同’发展。”刘桂芳介绍，与往年

相比，今年春耕更加注重科学

灌溉和精准施肥，通过高标准

农田建设、机械化作业和精细

化管护，实现农业生产效率和

效益“双提升”。

为确保双季稻种植面积“只

增不减”，作为洞口县双季稻示

范基地的青山村打出组合拳：首

先，加强政策宣传和引导，让村

民充分了解种植双季稻的重要

性和相关补贴政策，提高大家的

种植积极性。其次，进一步完善

农田基础设施，积极引入先进的

种植技术和优良的品种，并采用

无人机进行病虫害防治。再者，

成立樟木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推行“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模

式，带领村民入股分红，促进产

业提质增效，提高村民经济收

入。“我们还与农业部门合作，组

织农业技术培训和指导，邀请专

家为农户传授双季稻种植的先

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种植效

率和产量。”刘桂芳补充道。

在 2020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青山省级示范片，这里新修

的机耕路、水渠等基础设施错落

有致地分布于田间，一幅高效绿

色生态的高标准农田新画卷展

现在眼前。刘桂芳算了一笔账：

“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以后，村民

告别了长期用肩挑用马驮的劳

作模式，减轻了村民劳动强度，降

低了生产成本，去年我村的粮食

平均亩产提高了 50 公斤左右。”

他指着连片的田垄说：“田成方、

渠相连、路相通，农机下田更顺

畅，村民种粮信心更足了！”

“以前我家的田分散零碎，

田间道路狭窄，大型农机具进

不去，灌溉排水也不方便。改造

后，播种、施肥、插秧、收割的效

率大幅提高。”青山村种粮大户

林彰付对高标准农田项目发挥

的作用赞不绝口，并对今年的

水稻种植信心满满。

在稳粮基础上，青山村持

续做强特色产业，今年百香果

的计划种植面积为 2.67 公顷，

罗汉果为 5.33 公顷，药用百合

为 5.33 公顷。在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刘桂芳不断更新理念，紧

跟时代步伐，在整合资源、打造

特色上找突破口，全力激发青

山村产业发展新动能。2020 年，

青山村集体收入仅 2000 元。通

过几年的努力和群众的支持，

青山村逐渐摸索出了适合本地

发展的道路，如今的青山村，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的

村集体收入预计可突破 30 余万

元。”刘桂芳笑着说。

站在田埂上，刘桂芳望向

成片的农田，信心满怀：“春耕

是全年农业生产的‘第一仗’，

我们将继续以高标准农田为依

托，守好粮食安全底线，壮大特

色产业，让乡村振兴的‘青山答

卷’更加亮眼。”

刘桂芳

打好稳粮富农“组合拳”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关

键。乡村教师队伍的专业化程度，直接

关乎乡村教育的品质与乡村学生的成

长前景。”在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

市人大代表宁奇珍提交的《关于以名师

工作室为依托，提升乡村教师队伍专业

化水平的建议》指出，名师工作室作为

一种介于教育行政部门、教师发展机构

和学校之间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组织，

是乡村教师专业发展体系中的一环，在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宁奇珍表示，尽管乡村教育在不断

发展，但乡村教师队伍仍面临一些挑战。

她在调研中发现，当前乡村教师专业发

展深陷困境，存在优秀人才流失、培训机

会有限、教学资源贫瘠、教学研究氛围不

足等问题，制约了很多乡村教师的专业

成长。

如何依托名师工作室，有效提升乡

村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目前，我市

拥有多个省级和市级名师工作室，为提

升乡村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提供了有力

支撑。”宁奇珍认为，名师名校长是推进

教育改革的引领者和带头人，应充分发

挥其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引领乡

村教师专业发展。

宁奇珍建议，要整合省市县级名师

力量，形成一个开放式的学习共同体和

追求卓越的价值共同体，达成资源的优

化配置与高效共享，为乡村教师提供全

方位、多层次的培训；借力现代信息技

术，搭建名师工作室线上培训云平台，开

通线上直播课堂，整体提升乡村学校教

育质量。

“提升乡村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

任重道远，亟待市、县各级政府部门携

手合力。”宁奇珍说，凭借以名师工作

室为依托的系列举措，有望为乡村教

师开辟更广阔的发展天地与更优渥的

成长环境，为乡村教育振兴筑牢坚实

的师资根基。

以名师工作室为依托

提升乡村教师队伍水平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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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生产方面有没有什么困

难？”“备耕的种子和肥料都齐全了

吗？”2 月 26 日，在北塔区陈家桥镇

贺井村同心蔬菜基地，北塔区人大

代表、贺井村村支书邓珍强一早便

钻进大棚里，一边和农户交谈，一边

仔细查看蔬菜生长情况。

近年来，贺井村立足资源优势，

积极引进一批乡贤能人，围绕“餐桌

上的贺井”不断丰富优质农产品供

给，大力推广绿色无公害蔬菜种植

模式，打造城郊“菜篮子”。该村现已

建成 10 公顷蔬菜种植基地，全面投

产后每天可出产蔬菜 2500 公斤，每

年可为村集体增收 40万元。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期，

乡亲们都忙得脚不沾地，我这个村

支书更要做好后勤保障。”邓珍强心

里始终记挂着这一民生大事，他将

办公室搬到田间地头，积极收集村

民在春耕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困难，

及时开“处方”、下“良药”。

贺井村共 1420 人，耕地仅有 20

余公顷，且多为山岭地。早在 2021

年，蔬菜基地建设时，便有许多村民

向邓珍强反映，村里缺水情况很严

重，农田灌溉困难，大家种田积极性

普遍不高。为了搬掉这块拦路石，邓

珍强带领村“两委”成员和村民一

起，打水井、修水渠、建蓄水池，事事

亲力亲为，基本解决了农田灌溉问

题。今年，随着农田规模逐渐扩大，

邓珍强和村“两委”计划再修缮几口

山塘，保障每一片农田都能得到充

足的水源。

“灌溉水源的问题解决后，我们村

种田的人也多了起来，这比喊什么口

号都有用。”村民黄妹英竖起大拇指。

春耕生产，农资供应是关键。邓珍

强深知这一点，他充分利用人大代表

的身份优势，积极联系相关部门，协调

农资经销商，确保种子、化肥、农药等

农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同时，他还

邀请农科院的农技专家欧小球深入田

间地头，在农产品选品、病虫害防治、

绿色无公害蔬菜种植等方面，为农户

开展技术指导；鼓励刘建军等村里的

种田大户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头种

植优质品种，全面调动村民发展农业

产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走在路上碰到认识的村民，我

总是反复提醒他们要到正规农资站

去购买种子、化肥，一定要确保农资

安全。”邓珍强说，“村民们都很信任

我。总体上，我们村的春耕备耕工作

开展得很顺利。”

“以前我们种地都是靠天吃饭，

在邓书记的带领下，种田技术上来

了，收入也稳定了。等天气好些，得赶

紧把种子播下去，希望今年能有个好

收成！”村民邓连喜从门外汉一跃成

为种菜能手，一年能赚十多万元。

“春耕是头等大事。作为基层人

大代表的一员，我将继续用脚步丈

量土地，为春耕备耕献良策、出实

招，尽全力守护好群众的‘菜篮子’，

鼓足村民的‘钱袋子’。”展望未来，

邓珍强信心十足。

邓珍强邓珍强：：尽全力守护好群众的尽全力守护好群众的““菜篮子菜篮子””
邵阳日报记者 郭慧鹏

刘莎在采摘羊肚菌刘莎在采摘羊肚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