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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既主抓水稻，又轮作油菜；既保播种面积，又算好增收账

……3 月下旬，记者在我国油菜主产区湖南、江西看到，各地
政府、油菜种植大户、加工企业着力扩面增产、提质增油，通
过“油菜+”模式增效增收，共同保障国家粮油安全。

保产量

满目金黄，香溢沃野。 3 月下旬，在江西省南昌智慧大田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油菜田里，员工正驾驶挖掘机清沟排
水。 “防止渍害，减少油菜菌核病发生。 ”公司副总经理肖继
人说，近千亩油菜已进入末花、结荚期，去年晚稻收割偏晚，
油菜错过最佳播种期，年初低温雨水天气又影响油菜正常生
长。“但仍有 500 多亩油菜长势良好，要保住这来之不易的成
果！ ”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
工程。 在长江流域开发冬闲田扩种油菜。 近年来，江西坚持
以“粮油双料大户”为主体，统筹用好政策项目资金，大力推
广“一季稻+再生稻+油菜”“双季稻+油菜”等模式，不断扩大
油菜生产，预计 2022 年夏收油菜面积达 800 万亩，有望创近
7 年来新高。

扩播面，保产量。 湖南油菜播种面积和产量常年居全国
前列，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唐建初介绍说，湖南有 2500
万亩左右耕地适宜发展油菜生产， 相对于现有油菜 2000 万
亩，还有 500 万亩左右的扩面空间。 2021 年湖南油菜产量创
历史新高，只要关键技术措施落实到位，短时间内单产可提
高 20 公斤以上。

要想产得多，就要种得好。 江西把提质增油作为重要抓
手，实施油菜联合播种、缓控释肥等高效栽培技术，推广适宜
本区域的油菜“445”绿色高质高效技术，带动全省优质油菜
种植比重达到 95%。 湖南也正在大力推广合理密植、菌核病
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平衡增产，近 3 年
来湖南低芥酸、低硫苷优质油菜品种覆盖率已达 98.3%。

促增收

既扩大种植面积，又促进增产增收，江西、湖南种植户纷
纷开启“油菜+”模式。 湖南油菜种植大户陈正平说，他采取
轮作方式种了 680 亩油菜，其中“稻油”480 亩，“稻稻油”200
亩。先收油菜薹，每亩纯利润 700 元左右；收完油菜薹后再收
300 多斤油菜籽，每亩纯利润 400 元左右，稻、薹、籽综合算
下来，每亩每年纯利润 1300 元左右。

在江西省上犹县营前镇上湾村，百亩怒放的油菜花吸引
了众多游客。 村党支部书记黄辅玺欣喜地说， 以花为媒，上
湾村成了网红打卡地， 村民在家门口摆摊设点售卖客家美
食，开“农家乐”发展乡村旅游，种油菜还能培植绿肥改善土
壤，一举多得。

湖南省南县乌嘴乡罗文村早在 2015 年就种了 1800 亩
油菜，并在每栋村民房屋墙体创作涂鸦，打造“罗文花海涂鸦
艺术村”。 为追求差异化和特质化，罗文村去年又试种了 150
亩“五彩油菜花”，以“3D 艺术造景”的形式吸引游人。

从 2018 年起， 湖南已举办了多届油菜花节。 据初步统

计，2021 年在省级油菜花节带动下，全
省共有 38 个县举办油菜花节， 共吸引
游客 587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1.4 亿元。

走进江西一家油菜籽加工企业，记
者看到自动化机器设备阵阵轰鸣，厂区
内油香扑鼻，萃取、研磨造粒、灌装……
生产线全程智能化运转。作为江西油菜
籽深加工龙头企业，这家公司根据不同
群体对菜籽油的需求， 开发了浓香、纯
正菜籽油系列产品。

湖南省安乡县绿叶农机服务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叶虬说，他种了 1 万多亩
油菜，通过卖油菜薹、榨油、养蜂，获得
了不错的综合效益。

盼扶持

在江西省全南县南迳镇中切村，油
菜种植大户谭立明 200 多亩饱满的油
菜籽即将收获，他有 “喜 ”有 “忧 ”也有
“盼”。喜的是拿到了政府免费提供的种
子和每亩 300 元的补助；忧的是种植面
积大，一旦遇到病虫害，到手的收成就
泡汤了。 他盼着农技专家多来田间指
导，开展业务培训，组建本土“农医生”
队伍，帮农民种出好收成。

“由于南方存在稻油轮作茬口问
题，去年公司种的不少油菜只能用于观
赏油菜花，等 4 月初旋耕沤田后当成绿
肥还田。”肖继人说，如果全程采用机械
化，每个环节都实现“秧苗等田”，就能
实现“稻稻油”或“稻再油”的种植方式，
希望国家在鼓励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
方面进一步扶持。

江西省乐安县山砀镇流坊村村民
陈友发向记者算账说，即使用自家农机
翻耕土地，但由于燃油、农资、人工等费
用上涨，一亩油菜的投入成本在 300 元
以上。 叶虬也坦言，当前农民种油菜的
成本还是太高，希望国家进一步遏制农
资价格过快上涨，对种植大户加大补贴力度。

“村里 1370 亩油菜大部分集中连片，由村集体统一代翻
耕、代播种，村民认领种植，提高了农民积极性。”江西省乐安
县山砀镇桐江村村民黄兴宗今年认领了 49 亩油菜地。他说，
为推广油菜种植， 去年 10 月村集体出资购买了 3 台油菜联
合播种机，除去国家农机补贴外还花了 5 万多元。 如果地方
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油菜种植服务， 实现规模化连片种植，
大户还是很乐意利用冬闲时间种油菜。

（新华社记者 陈春园 周勉）
（新华社南昌 3 月 29 日电）

“多锻炼、少生病”已越来越成为一
种社会共识。日前中办、国办印发的《关
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的意见》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 怎
样解决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不足的难题？
怎样引导广大老百姓想运动、 能运动、
会运动？ 在 3 月 30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
布会上，多部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详细
解答。

新蓝图———推动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造福全民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
介绍，此次发布的意见，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领域最高层级
的顶层设计文件，是指导“十四五”乃至
今后更长一段时期全民健身发展的战
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

根据意见，到 2025 年，更高水平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 平方米，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 ；到
2035 年，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
应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建立，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5%
以上，体育健身和运动休闲成为普遍生
活方式，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居于
世界前列。

“意见着力健全全民健身组织网
络、夯实社区全民健身基础、推动更多
竞技体育成果全民共享，让体育社会组
织成为推动全民健身的重要力量，让社
区健身的‘毛细血管’更加畅通发达，让
竞技体育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赵辰昕
说。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建明表示，
要推动人财物等资源优先用于保障城
乡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在
政策上向西部、农村、财政相对比较困

难的地区倾斜，推动构建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参与主体多元化、 供给内容多元
化、供给模式多元化的格局。

新载体———破解全民健身设
施不足难题

“过去一提到体育设施，大家会想
到比较高大上的体育场馆， 座位多、场
地大，但有些不一定完全实用。 ”赵辰昕
说，通过总结经验，意见提出要“控制大
型综合体育场馆的规模和数量”“打造
绿色便捷的全民健身新载体”， 推动健
身场地设施由服务大型竞技赛事向服
务老百姓日常健身转变，拓展绿色生态
的健身新空间，让群众更好享受户外运
动的精彩。

据李建明介绍，“十四五”期间计划
在全国推动建设 2000 个体育公园等健
身设施， 完成 5000 个乡镇街道体育健
身设施补短板项目，使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更加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我们既要扩大增量，也要盘活存
量， 对公共体育设施加大开放促进力
度，全面推进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 ”李建明说。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一
级巡视员郝风林说，要完善学校和公共
体育场馆开放互促共进机制，推进学校
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公共体育场馆向
学生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提高体育场馆
开放程度和利用效率。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方面，让人口
成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定位器’，是
意见传递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是解决优
质体育资源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一个
重要途径。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
司司长欧晓理说，要把常住人口数量作
为重要的资金分配考虑因素，让全民健
身公共服务资源跟着人转、跟着人走。

新风尚———营造人人参与体
育锻炼的社会氛围

“让每个青少年较好掌握 1 项以上
运动技能”“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鼓励
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 1 节体育
课”“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向青少年免费
或低收费开放”……意见列出一项项实
实在在的举措，培养青少年锻炼的良好
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赵辰昕说， 意见倡导全龄友好理
念， 以青少年为重点培养终身运动者，
着力保障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
运动权益， 提高广大职工的参与度，让
全民健身成为一种普遍生活方式，在全
社会蔚然成风。

营造人人参与体育锻炼的社会氛
围，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 全国总工会
财务部负责人李颖敏说，意见的出台进
一步明确了工会经费不仅可用于举办
集体性职工体育活动的有关支出，也可
用于为职工个人购买健身服务，有助于
打消基层工会顾虑，激发职工参与全民
健身的积极性。

李建明说，意见提出的“建立国家
队、省队运动员进校园、进社区制度”，
既有利于运动员的全面发展，也有助于
激发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对相关体
育项目的热情。

“如果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
数比例能够大幅增加、全民健身蔚然成
风， 不仅意味着群众体育的大发展，更
代表我国人民身体素养、 精神状态、收
入水平、公共服务供给、产业发展水平、
社会文明程度等全方位的提高，必将为
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迈出坚实一步。 ”
欧晓理说。

（新华社记者 潘洁 欧立坤）
（新华社北京 3 月 30 日电）

让全民健身成为社会新风尚
——— 国新办发布会聚焦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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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民生实事项目。经梳理和相
关部门会商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初
选 20 个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这些项
目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和市政府
常务会议讨论，报请市委常委会和市人
大常委会议研究和审议后，提交市人民
代表大会投票决定， 由市政府组织实
施，并接受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监督评
价。

“自己干，向先进学，是我们新时代
推进工作促进发展的基本方式。票决项
目使民生实事由 ‘政府自己定自己办’
转变为‘群众提、代表决、政府办、人大
评’，大家在商量和票决过程中，让民生
实事进一步贴近了群众需求。 ”市人大
常委会研究室主任杨平表示，在借鉴先
进经验的同时，我市各级人大也一直探

索符合各自发展实际的民生实事项目
人大代表票决制。

从试点情况看，县（市、区）、镇在开
展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
中，始终坚持在党委领导下，加强与政府
沟通衔接，重视发挥代表作用，积极开展
票决后的跟踪监督，取得了明显成效，得
到了各级党委、政府、人大代表和人民群
众的普遍认可。 2018 年 8 月 7 日，旬阳
城关镇人大出台人大民生项目票荐办
法。 制度推行后，当年 24 个民生项目全
部按期完成， 代表们对实施项目测评的
满意率达 90%以上。 2019 年，这一制度
在旬阳 21 个镇全面推开。同时，汉阴、石
泉、 镇坪县也就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
票决制探索出一系列好做法， 有效推动
了民生实事“不走样”“不变形”。

我市各级人大代表票决出的民生
实事项目，无不靶向瞄准了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民生“短板”、社会“痛点”，体现
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诉求。全市重点民
生实事项目谋划推进牵头部门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项目管理科科长衡果说，
这一制度的实施，实现了群众盼的与政
府干的“同频共振”，人大监督也从“事
后跟进”到“全程参与”，体现了全过程
人民民主。

目前，我市 10 个县（市、区）全部启
动县镇票决制工作，其中，汉阴、石泉、
镇坪、旬阳、岚皋 5 个县（市）实现了县
镇两级票决制全覆盖 。 全市 10 个县
（市 、 区 ）、78 个镇完成票决制试点工
作， 累计票决实施民生实事项目 1639
个，总投资 107.96 亿元。

纳入医保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