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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产业振兴，需要把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发
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说到底还是要推动
乡村产业发展。近年来，茌平区始终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因地制宜、科学谋
划，全力推进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打好
乡村振兴主动仗。截至2023年，茌平区已
建成规模养殖场190家，全年出栏生猪32.6
万头、家禽3309万只、商品兔170万只、牛
0.32 万头、羊 1.6 万只，禽蛋产量达 3.5 万
吨，产业规模稳步提升。

科学规划产业布局，推动畜牧业结构
升级。茌平区结合环境实际、管理水平和
畜禽承载能力状况，构建了“养殖基地园区
化、加工企业集群化”的现代畜牧业发展模
式，利用规模化畜禽加工龙头企业带动兔
类、生猪、蛋鸡三大养殖主导产业发展，构
建“南部北部家禽、西部北部生猪、中西部
兔类”的三大产区布局，并根据《畜禽规模
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环境保护法》及畜禽
养殖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三区”划分，合理
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

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作用，重
点培育新型特色畜牧产业。茌平区围绕农
业产业发展，重点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和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了肉兔、鸵鸟、鸽子
等一批新型特色产业，逐步形成集养殖基
地群、食品加工、绿色生态种植的循环经济
产业链，进一步做好产业融合，同时，积极
推动畜禽养殖企业标准化改造，推进养殖
设施设备功能配套、工艺融合，加快构建
高质高效畜禽设施养殖体系，提高规模
化、集约化、智能化水平，助推畜禽养殖产
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增收，全力推进乡
村产业振兴。

优化农业产地环境，打造畜牧业生态
闭环。茌平区打造以秸秆综合利用为纽
带的“秸秆—食用菌基料—有机肥料—种
植”“秸秆青贮—规模化养殖—有机肥—
种植”等循环链模式，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到95%；化肥、农药施用量逐年递减，主要
农作物化肥利用率达到41%；废弃农膜回
收率达到85%；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3%，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积极打造国家级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
范区。提高茌平区精品畜牧业的生产力，
促进行业分工和产业化发展，为标准化养
殖提升产品品质做好技术探索和储备，为
促进品牌化建设、助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深化技术革新，为畜牧业发展提供技术保障。为适应现
代畜禽养殖技术发展需要，茌平区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技术
革新与技术推广：一是对传统蛋鸡养殖设施设备进行技术革
新，大力推广“层叠式”蛋鸡养殖新设备，实现养殖粪污不落
地、全收集、全处理、全利用，更新换代养殖新设备；二是大力
推广“沼气＋污水深度处理”粪污处理新工艺，在传统以沼气
工程设施为主导处理工艺的同时，加建污水深度处理设施，促
进猪场污水达标排放；三是大力推广循环畜禽养殖业的新模
式，积极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按照“一控两分三防
两配套一基本”的原则，对养殖场（户）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
求，指导养殖户开展粪污综合处理，引导畜禽养殖向规范化现
代化转型。

落实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保障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茌
平区深入贯彻落实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积极实施动物
疫病防控区域化管理。探索建立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新机
制，深入推进规模养殖场强免疫苗自购备案制度。实施遏制
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严格兽用抗生素生产使用管理。积
极开展动物防疫和兽医实验室监测工作规范化管理，探索完
善以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控为重点的新型防控机
制，加快实施种畜禽、奶牛等重点群体的动物疫病净化，努力
确保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积极组织乡镇兽医站、村
级动物防疫员对全区养殖场户开展强制免疫工作，确保全区
无疫，促进了养殖场户增收，保障全区畜牧业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茌平区农业农村局，本文系2024年度聊城市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聚力攻坚突破研究”年度课题研究成果
（课题编号：NDKT202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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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德，简而言之，就是从政道德。政德关系到党的
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乎党的形象和执政基础。党的
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坚持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孔繁森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
大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红色资源。孔繁森精神是历史
的，因为它的精神内涵生成于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
更是现实的，因为它在新时代深入推进政德建设中依然
闪耀着璀璨的时代光芒，它所蕴含的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的坚强党性，热爱人民、全心奉献的公仆情怀，清正廉洁、
克己奉公的道德追求，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党员
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建设要求高度契合。

明大德

明大德，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
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
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

1979年，中央确定全国支援西藏，孔繁森响应党的
号召，主动报名援藏。1988年，山东省在选派进藏干部
时，认为孔繁森政治上成熟，又有在西藏工作的经验，便
让他带队。1992年11月，孔繁森援藏期满，面对党和人
民的需要、组织的安排，决定继续留在高原。

这三次选择，彰显了孔繁森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坚

定理想信念，和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坚强党性，是孔繁
森“明大德”的具体体现。

守公德

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
天地宽。

孔繁森常说，不为民解忧，何以言公仆。拉萨市的
56所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孔繁森走访过48所，把党和
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孤寡老人和孩子们的心中。1992
年，拉萨市墨竹贡卡等县发生强烈地震，孔繁森在地震
废墟上领养了三个藏族孤儿并像慈母一样照顾他们。
西藏缺医少药，他就自己花钱买药，背着小药箱为农牧
民看病发药，他给老人吸痰，为老人暖脚，只要是群众的
难事，他都竭尽全力去解决。

孔繁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呕心
沥血、鞠躬尽瘁，解决了大量人民群众生活中的难题，展
现了大爱无疆的公仆情怀，是“守公德”的体现。

严私德

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
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

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
孔繁森在生活上极为节俭，工作一忙，就吃开水泡馒

头和方便面，穿的许多衣服都打着补丁，衣服破了就自己
缝补。孔繁森生病了，为了给地区省钱，不去住医院安排
的高干病房，而是住一般的房间。他从不利用手中的权
力谋取私利，对自己的亲人也严格约束。儿子孔杰用了
莘县县委的稿纸，被他批评后退回；女儿孔玲到罗布林卡
参观时想留影，但室内禁止拍照，陪同的人打了他的旗
号，他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孔玲，教育她不能搞特殊；女
儿孔静结婚他参加不了，却专门打电话要求，不要收礼、
不用公车、不在他分管过的行署招待所办婚宴。

孔繁森不仅做到了克己奉公，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
来造福于人民，而且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
身，廉洁齐家，是他“严私德”的体现。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孔
繁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新时期的表现，具有
穿越时空的力量。以孔繁森精神引领党员干部加强政
德建设，有利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筑牢党长
期执政的坚实根基。

〔作者单位：聊城市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服务中心，
本文系2024年度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时
代政德观视域下的孔繁森精神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课题编号：ZXKT2024024）〕

新时代政德观视域下的孔繁森精神研究
■ 季越 洪亚彬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山
东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责
任重大。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实现粮食增产提
质，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确保粮食安
全、端牢中国饭碗作出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
重要讲话为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山东作为全国农业发展的“排头兵”，要建
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必须落实惠农政策，调动农民
生产积极性；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产业融合带动农业
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齐鲁粮
仓”现代化发展。

落实落细惠农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是种粮的主体，是“三农”中唯一具有能动性要素的
主体。建好“齐鲁粮仓”，关键在于有效激发农民种粮积
极性。第一，进一步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落
实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以及自然
灾害农业补贴等政策，持续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第
二，改善提升农机装备、农田水利和仓储物流等设施条

件，从耕地、种子、农机、水利等多个方面全方位发力，改
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效率。第三，推进种质资源保护，
在持续增加种粮收益上狠下功夫，向规模经营、加工增
值要效益，强化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分享更多发展红
利。

深化农业体制机制改革，拓展“齐鲁粮仓”发展新空
间。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要不断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焕新，增强农业发
展动力。其一，产业融合带动农业发展。粮食产业经济
越发达，产业链条越完善，粮食安全基础才能越牢固，抵
御风险能力才能更强。要增强全产业链条韧劲，打造农
产品产业加工集群和优质农业品牌，如“聊城新三宝”，
带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赋能“齐鲁粮仓”建设。其
二，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树牢大食
物观，深挖设施农业、畜牧业、海洋渔业生产潜力，构建
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树立大农业观，将生产视角拓展
至山水林田湖海草沙等多元空间，加快国土资源的综合
性利用开发。其三，深化农业产业链协同发展，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打造联农带农的农业全产业链，贯通产加
销、融合农文旅，拓展农业产业增值增效空间。

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齐鲁粮仓”现代
化。建设高水平“齐鲁粮仓”，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
产力。第一，通过使用新技术不断发展农业新质生产
力，拉长“齐鲁粮仓”发展短板。以新技术为引领，结合
新生产要素、使用新型劳动工具和新型劳动对象，将主
要集中于耕地经营的单一、平面小农业改造为朝着多功
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大农业，使“齐鲁粮
仓”由单一的粮食供给功能向文化、教育、生态、康养等
功能发展。第二，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
生产理念的绿色变革，引入更加前沿、低碳、绿色的农业
先进技术，切实提升农业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能力，摒
弃粗放式、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促进

“齐鲁粮仓”绿色低碳转型。第三，构建发展农业新质生
产力产业格局。以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抓手，
不断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迭代转化和实际应用，将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类脑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
智能化通用技术广泛应用于传统农业，持续推动“齐鲁
粮仓”与制造业、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先进农业生
产力质态，不断推进“齐鲁粮仓”现代化。

（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大学）

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
■ 梁飞 刘婷婷

一

汉初著名政治家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有言，“粟
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西汉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贾
谊在《论积贮疏》中也指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
也。”

仓廪实则天下安。大国之事，千头万绪，但吃饭问
题始终是“天字号”问题。历史上，齐国诱导鲁国弃粮种
桑，关键时候断粮降服鲁国；越王勾践把种子煮熟贡给
吴国，趁其粮食绝收一举灭吴。冷战时期，西方奉行“谁
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为此，农业保的是生命
安全、生存安全，是极端重要的国家安全。

正是因为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当今世界，它往
往成为地缘博弈、大国竞争的终极武器，关键时候“一剑
封喉”。有句谚语说，“狼恶虎恶没有饿恶”，历史和现实
都反复告诫我们，粮食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只有
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掌握强国复兴主动权。手中
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中国人的饭碗任
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
国粮，这是必答题，而不是选择题。

二

5 月 22 日至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
出，山东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
面责任重大。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始终心怀“国之
大者”，确保粮食安全。

心怀“国之大者”，确保粮食安全，从生产环节看，要
解决好“物”和“人”两方面的问题。

从“物”的层面讲，就是要良田、良种、良技、良机、良
法“五良并举”。良田，就是藏粮于地。严守18亿亩耕地
红线，将丰收的力量藏在大地深处，这是14亿多中国人
的生命线，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信心和底
气。良种，就是确保种子安全。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种子安全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要加大研发和推广
力度，提高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以种业振兴确保良种供

应安全。良技，就是藏粮于技。要培养更多农业专家，
鼓励更多农业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打造农业技
术推广尖兵队伍，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
食。良机，就是夯实农业现代化的装备支撑。我国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4%，科技装备已成为粮食连
年丰收的重要保障，但这还不够，还要进一步推广智能、
低碳、高效农业机械，着力提升主要农作物机械化水
平。良法，就是要创新粮食生产经营模式。立足破解

“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难题，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各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把一家一户办不了、办
起来不划算的事交给社会化服务组织来办。

从“人”的层面讲，就是要调动领导干部和农民“两
个积极性”。衡量一个地方领导干部得不得力、合不合
格，不仅仅看GDP、能不能抓上几个项目，更主要看是否
把粮食安全这个大事要事办好办妥。不同于工业项目，
农业是见效慢的产业，领导干部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
成功必定有我”的政绩观，沉下心来、扑下身子，真正把
保障粮食安全这一重任抓在手上、扛在肩上、记在心里，
绝不能什么见效快就干什么。于农民而言，不仅要立足
大地，脚踏实地，还要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思路
灵活、眼界开阔，紧跟时代步伐，敏锐捕捉商机，做新时
代的新型农民，绝不能抱残守缺，把思维停留在“三十亩
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年代。

从消费环节讲，那就是始终绷紧节约这根弦，坚决
杜绝餐饮浪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要珍惜
农民的劳动成果，爱惜每一粒粮食，尤其是肉蛋类食品，
目前，国民肉蛋奶消费仍呈刚性增长，“一斤肉五斤粮”，
如果浪费了，简直是犯罪。从长远看，俭省节约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不仅限于饮食一域，要推广开来、坚
持下去，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了才节俭，那不是真正的节
俭而是“被节俭”。

三

聊城是国家优质小麦基地、全省粮食主产区，粮食
播种面积稳定在 1200 万亩以上，总产连续 5 年保持在

110亿斤以上。近年来，我市强化粮食生产“抓、种、管、
收”全链条服务保障，稳住面积、主攻单产、力争多增产，
2023 年，全市建成“吨粮”产能区 300 万亩，其中“吨半
粮”产能区达到 32 万亩，小麦、玉米两季亩产之和超
1671公斤，粮食面积、单产、总产均创历史新高。

我市坚决扛牢重大政治责任，坚持把粮食生产作为
乡村振兴首要任务，市抓万亩高产片，县抓千亩示范方，
镇抓百亩攻关田，工作成效纳入市对县高质量发展和乡
村振兴考核，既考县市区，也考各部门，饭碗一起端、责
任一起扛。

我市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出台加强耕地保护长
效监管的实施意见，近两年净增耕地11.37万亩，数量居
全省前列。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累计建设高标准农
田700余万亩，占耕地比重超90%；市县财政每年安排专
项资金重点支持“吨半粮”产能区建设，8个县市区均成
为年产10亿斤以上的产粮大县。实施总投资近70亿元
的位山灌区、彭楼灌区等一批现代水网工程，灌区数字
化改造走在全国前列。

我市与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加强合作，培育推
广优质高产中强筋小麦品种，扎实推进莘县国家级小麦
制种大县建设，加快打造“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体
系。与全国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主要
粮食作物机械化率达到100%，获评全国主要农作物生
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市。

我市立足平原地区特点，全域推进农业社会化服
务，纳入上级政策支持的项目面积连续5年保持全省领
先。高唐县获评全省唯一一个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创
新试点重点县，莘县、阳谷县获评全省现代农业强县，聊
城市入选全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

寸土寸金关乎国计，一垄一亩承载民生。保障粮食
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要围绕平原地区的资源、条
件和特点，创造性地推进“三农”工作，一笔一画描绘好
平原特色“富春山居图”，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多聊城
贡献。 （作者单位：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

聚焦“国之大者”保障粮食安全
■ 朱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