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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益
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

一年之计在于春，抢抓农

时做好春耕备耕生产，对于确

保全年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

产保供具有重要意义。记者

从中国气象局春耕春播气象

保障服务工作视频会议上了

解到，今年春季气象条件总体

利于春耕春播，但部分地区农

业气象灾害风险较高。

春耕春播和春管工作与

天气气候密切相关，我国春季

冷暖变化大、雨雪区域差异

大，晚霜冻、春旱、渍涝、低温

阴雨、倒春寒等气象灾害时常

威胁春季农业生产。入冬以

来我国出现4次寒潮天气，造

成常年带绿越冬的地区小麦

叶片枯黄率偏高，返青促发时

肥水需求增加。油菜受南方

干旱影响，播期拉长，苗情复

杂，长势旺弱并存，春季农业

生产分类管理、促弱转壮、防

灾减灾任务十分繁重。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

今年春季全国气温偏高，降水

接近常年，总体有利于春耕春

播。但部分地区农业气象灾

害风险较高。

据介绍，黄淮海麦区局地
可能出现春旱，气温起伏较
大，有可能出现“倒春寒”。东
北地区东部可能发生低温春
涝，西南地区局部可能出现阶
段性低温阴雨，华南地区东部
可能发生春旱。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2月1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2023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今年农业农村领域在强化政

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有哪

些政策亮点？中央农村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部

长唐仁健介绍，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需要真刀

真枪地干，需要真金白银地投，要

形成政策合力和工作合力。

第一，健全乡村振兴的多元

投入机制。主要包括三块。第

一块是政府投入。强调坚持把

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

先保障领域，压实地方政府投入

责任，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

于农业农村的比例，将符合条件

的乡村振兴项目纳入地方政府

债券支持范围。第二块是金融

投入。主要是用好再贷款再贴

现、差别化存款准备金、差异化

金融监管和考核评估等政策，推

动金融机构增加乡村振兴相关

领域的贷款投放，重点保障粮食

安全信贷资金需求。还有一块

就是社会资本投入。这方面要

健全政府投资与金融、社会投入

联动机制。鼓励将符合条件的

项目打捆打包，按规定由市场主

体来实施。这个打捆打包，农业

农村投资领域经常讲，项目是散

在千家万户、广大粮田上的，单

个项目很少，但是集中起来一个

市、一个省、全国量就不小了，为

了存贷方便、实施方便，所以要

打捆打包。

第二，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

设。坚持培养和引进相结合。

一方面着力培养乡村本土人才，

实施高素质农民培养计划，开展

农村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发展

面向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等。

另一方面引导城市人才下乡。

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有

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

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

完善城市专业技术人才定期服

务乡村的激励机制，对长期服务

乡村的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等

方面予以适当倾斜。

第三，健全乡村振兴推进机

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机

制。一是全面落实乡村振兴责

任制。坚持省市县乡村五级书

记抓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的时候

是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也是这

样，要切实形成乡村振兴的政策

合力、工作合力。二是完善乡村

振兴督查考核机制。统筹开展

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考核评估，将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情况作为市县乡党委书

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的

重要内容。三是建立乡村振兴

统计监测制度。加强乡村振兴

统计监测，建立客观反映乡村振

兴进展的指标和统计体系，对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进行适时

的、科学的评估。 （据央视网）

《幼儿园指导纲要》指出：

“引导幼儿对身边常见事物和现

象的特点、变化规律产生兴趣和

探究欲望。为幼儿的探究活动

创造宽松的环境，让每个幼儿都

有机会参与尝试，支持幼儿大胆

提出问题”。 杨凌高新幼儿园

地处被誉为中国“农科城”的陕

西省杨凌示范区，丰厚的农科资

源成为幼儿园课程生成的重要

资源。一直以来，杨凌高新幼儿

园始终坚持探索将农科资源融

入幼儿园课程。

本学期根据孩子们的兴趣，

选择了探索种植小菌包，为了更

好的照顾小菌包，幼儿园组织孩

子们去了蘑菇种植基地，学习照

顾小菌包的方法。好奇好问是

幼儿的显著特点，因此当孩子们

第一次见到菌包的时候，便生萌

发了各种各样的

问题：“光秃秃的

小菌包怎么不见

蘑菇呢？”“怎样照

顾它们才能长出

蘑菇呢？”“我们需要把它种到土

壤里吗？”“菌包会长出蘑菇吗？”

“菌包喜欢生活在哪呢？”……种

植基地的技术员叔叔耐心的解

答了孩子们的疑问。原来，菌包

是不需要种在土壤里的，它需要

生活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

幼儿在动手操作、亲身体验

的过程中学习。因此，孩子们并

不满足于由技术员告知菌菇成

长的故事。回到幼儿园后，孩子

们迫不及待的为自己的菌包做

上标记，细心呵护着菌包。

一个星期过去了，小菌包

们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有的小

朋友开始着急了：“为什么我

们的小菌包什么都没长出来

呢？”有孩子说：“下周才长出

来呢。”于是，孩子们继续照顾

菌 包 ，轮 流 为 菌 包 浇 水 。 可

是，一周过去了，菌包还是纹

丝不动，这是为什么呢？“会不

会是我们周六周天把它放在

幼儿园里没有人照顾所以它长

不出来？”孩子纷纷提议周末将

菌包带回家照顾。经过周末的

悉心照料，菌包一个个露出了

小脑袋，孩子们兴奋地和小伙

伴讨论着自己的菌包和照顾经

验：“小菌包需要足够的温度、

需要湿润的空气，所以我们要

经常给它提供水。”“幼儿园里

放菌包的位置温度不够，所以

它才不长的。”……

虽然，菌包成长之路并非

一帆风顺，但孩子们依然没有

放弃，始终坚持照顾菌包，直到

菌包长出蘑菇。孩子们陪伴着

菌包成长，也见证和记录了菌

包成长的过程，正如著名儿童

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所说：“大自

然是我们的知识宝库，大社会

是我们的生活宝库，是我们的

活教材。”幼儿在自然中获得经

验，在动手操作中获得提升。

2月19日，在山东省

荣成市夏庄镇一处现代

化苹果产业基地内，村民

在进行果树修枝作业。

近年来，夏庄镇聚焦

培育强村富民特色产业，

依托苹果产业联合党总

支，成立合作联社，推行

种植、仓储、渠道、品牌、

生产五大联盟机制，带动

乡村共同富裕。目前，全

镇发展百亩以上苹果园

区 30 多处，总规模超过

1.2万亩。 朱峥 摄

中央纪委日前印发《关于

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的意

见》，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坚持严的基调、采取严的措施

大力整治乡村振兴领域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

意见强调，要着力纠治政

策落实和工作推进中的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围绕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

个振兴”，坚决纠治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片面理解、野蛮操

作，“翻烧饼”、换频道，以及为

群众办事推诿扯皮、敷衍塞责

等问题，切实推动为基层干部

减负。同时，持续督促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着力纠

治返贫摸排走过场、帮扶不及

时不精准，“三保障”和饮水安

全等项目管护不力等问题，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意见指出，加强对重点项

目、重大资

金、重要环

节的监督

检查，着力

整治骗取

套取、截留

挪用惠农

补贴资金，

在工程建

设中搞暗

箱操作、权

钱交易等

问题，推动

健全农村

集体资产

监 管 体

系。强化

基层监督

促进乡村治理，加强对村干部

特别是“一肩挑”人员的监督

管理，督促深化整治“村霸”，

持续推动移风易俗。

（据新华社）

农科资源在园本课程中的实践
杨凌高新幼儿园 魏阳阳

儿童发展与研究
主办：《农业科技报》编辑部
协办：杨凌高新幼儿园

果园管护正当时

春季气象条件
总体利于春耕春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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