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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6日发
布数据，201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6384

万吨（13277亿斤），比2018年增加
594万吨（119亿斤），增长0 . 9%。

数据显示，粮食播种面积稳中略
降，粮食单产水平提高。国家统计局
农村司高级统计师黄秉信介绍，2019

年，各地在保障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
的同时，稳步推进耕地轮作休耕试点
工作，调减低质低效作物种植，扩大
大豆、杂粮等优质高效作物种植规
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全国
粮、经、饲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初
步统计，201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7 . 41亿亩，比上年减少1462万亩，下
降0 . 8%。此外，谷物、豆类、薯类三
大类粮食单产水平均有所提高，主要
粮食品种单产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黄秉信分析，今年粮食生产呈现
出几个特点：分季节看，夏粮和秋
粮增产，早稻减产；分品种看，除
稻谷有所减少外，其他主要作物产
量均有所增加；分地区看，内蒙古
和东北地区粮食增产较多。整体来
看，今年气候条件较为适宜，有利
于粮食作物生长发育，占全年粮食
产量96%的夏粮和秋粮单产均较上年
有所提高。

66384万吨！
全国粮食生产实现丰收

1 1月3 0日，杨德亮很忙。上
午，和村民一起，商量村里“爱心
银行”的筹办，下午，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为12月5日的文明实
践宣讲做准备。杨德亮是邹平市九
户镇坡南杨村的党支部书记，也是
新时代文明实践初心宣讲员。这样
的宣讲员，如今在邹平已覆盖至全
市各村、社区。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的重大
举措。今年以来，邹平着力构建
市、镇、村、户四级联动网络，以
“文明实践·邹青领航”“文明实
践·巾帼讲习”“文明实践·素芝
讲堂”等特色品牌，激活了文化建
设的一池春水，形成了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强大合力。

文明实践“在哪做”
城乡文明实践全域覆盖

阵地网络基本形成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哪做”？
有阵地才有根基，有活动才有活
力。邹平建设实践阵地，并非另起炉
灶，而是整合盘活便民服务中心、党
群服务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农家书
屋等各类基层公共服务设施阵地，
把现有的丰富资源利用好。

形式多样的阵地和平台，实实
在在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

黄山街道全面铺开新时代文明
实践矩阵，黄西社区读书沙龙里书
香四溢，月河社区文化礼堂里笛声
悠扬，黄东村书画教育基地里村民
挥毫泼墨，杨寨村文明实践礼堂里
笑声阵阵。

韩店镇文明实践分中心的“文
明大讲堂”“伏生诗会”“小雨点
业余艺术团”，西王村的“福利超
市”“公益课堂”已成为响亮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不断释放出向
上向善的温暖力量。

九户镇则积极打造“乡曲古
韵”的实践之路，从乡村戏曲大
院，到民俗文化展馆，再到书画中
心，体验式学习教育备受欢迎……

除了形式丰富，邹平还积极借

力“乡土”矩阵。就在9月末，一
个好消息传来——— 邹平共建成文明
实践站771处，实现宜建全建。这意
味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神经末
梢”已同步全面激活。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充分利用
文明实践分中心和实践站，邹平以

“六有”（有场所、有队伍、有项目、有
制度、有人员、有记录）、“六支”（政
策宣讲、文体活动、移风易俗、特殊
关爱、美丽家园、平安和谐）、“六种”

（讲、评、帮、乐、庆、书）及“三率”（知
晓率、参与率、满意率）为基本标准
进行星级评定，用好就上星，用不好
就摘星，大力推动文明实践分中心

（站）建设。截至目前，全市16个镇街
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全部达到五
星级标准，133处五星级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通过验收。

针对工业企业多，进厂做工群
众多的现实情况，邹平市因地制宜
推进企业（学校）文明实践站建
设。目前，阵地建设正在加紧推
进，真正实现“群众在哪里，实践
阵地就建在哪里”。

一花引来百花香，文明之花处
处绽放。邹平，正以五星级评定为
纽带，逐步构建起“五星级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 五星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分中心——— 五星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五星级新时代文明实
践户”纵向体系和“五星级新时代
文明实践特色行业阵地——— 五星级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
五星级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文化活
动”横向体系交织的立体式网络。

由此，邹平城乡文明实践全域
覆盖的阵地网络基本形成了。

文明实践“怎么做”
打响特色品牌

服务走心走深走实

“把中央精神变成咱的家乡
话，大家更愿意听，更能听得懂，
记得住！”尽管这堂《三代人三代
房 》 已 宣 讲 多 遍 ， 但 “ 邹 平 名
嘴”、青阳镇浒山村村民张山修近
来仍在认真磨课，为接下来在村里
开展微宣讲做准备。

这样热情饱满的声音，无数次
在邹平大地上响起。11月初，邹平
全市选拔了771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初
心宣讲员，包括张山修在内的行业
代表、老模范、老干部、党校教师
等宣讲能手，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
地生根。

新时代文明实践“怎么做”？
只有来到群众身边，采用他们喜欢
的方式，才能走进他们的内心，得
到他们的认可。为此，邹平不仅编
印《新时代文明实践应知应会常识
10条》，开展“（广场）舞前10分钟”
“（广播）村村响”等学习品牌化建
设，还建立了8个镇街和50个村的应
急广播基站，用好“学习强国”、数字
电视网络等各类学习平台，让文明
实践之花“飞入寻常百姓家”。

“走心”的服务，方能让文明
走进内心。“老板，拿一桶油！”
一大早，好生街道贾庄村村民路吉
波来到村里的超市，拿出一本印有
“新时代文明实践‘孝忠谦诚’”
字样的积分兑换卡，这桶油是村里
送他的。今年6月，贾庄村在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创新探索出“孝忠
谦诚”积分制激励模式，每户建立
一个积分簿，家庭成员做到“孝顺
父母、忠诚组织、谦逊待人、诚信
经营”就会得到积分奖励，1积分
相当于1 0元钱，村民可以在村内
“文明实践公益超市”用积分兑换
生活物品。这项活动极大提高了群
众的参与热情。

不只是贾庄村，作为山东省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县（市、
区），邹平一直在寻找一种具有地域
特色的“邹平模式”，期望形成一批
可借鉴、能复制、易推广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邹平样板”。

邹平有书法之乡的特色资源，
在创新实践中，他们便利用农家书
屋，打造“范公读书文化节”“伏生诗
会”品牌；培养和支持本土文化人，
把身边人、身边事用最通俗的语言
编纂“美丽乡村文化丛书”；对焦群
众闲暇时间，充分利用文体广场、小
区院落、街头巷尾等公共空间，灵活
设置“讲一堂课、诵一段经典、看一
帧视频、唱一首歌曲、学一个技能、
发一番感言”等环节，打造集“讲、
评、帮、乐、庆、书”诸多形式于一体
的“新时代文明传习大讲堂”。

文明实践“谁来做”
13 . 2万人念好

志愿服务“邹”字诀

新时代文明实践“谁来做”？
在邹平，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分
中心、站）的主体力量是志愿者，
主要活动方式是志愿服务。

前几天，58岁的韩店镇西王村村
民孙静波多次找到村委会主任韦萍，
要求把他拉进志愿者群里：“虽然不
太会用手机，但咱该捐款捐款，该干
活干活。”西王村的志愿者队伍有100

多人，参加者基本都是本村村民。
在敬老院陪老人聊天，在街道

擦 拭 公 交 站 牌 ， 在 小 区 清 理 垃
圾……韦萍说，志愿力量是西王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力军。在村里，
时常能看到一个个身穿红马甲的志
愿者。“四点半课堂”“一对一帮扶”

“花样夕阳红”“邻里节”等多个常态
化志愿服务项目，受到了社区居民
的普遍欢迎。

目前，邹平市共有实名注册志
愿者 1 3 . 2万人，志愿者队伍 2 2 3 7

支，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他们围
绕政策宣讲、文体活动、移风易
俗、特殊关爱、美丽家园、平安和
谐等主题，开展志愿活动2 1 8 6场
次，累计服务时长达102万小时。

不论街头巷尾，还是抢险一线，
都能看到那抹“志愿红”。今年夏天，
台风“利奇马”带来强降雨，一些乡
镇不同程度受灾。九户镇迅速派出
一支53人的志愿服务队，驰援长山镇
排涝。他们昼夜奋战，安装抽水机械
39台，用行动诠释了“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的精神。

一个个“邹平好人”，一支支
志愿队伍，如同一粒粒种子在群众
身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凝聚起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邹平力量”。

邹平不仅组织开展邹平市最佳
志愿服务组织、最美志愿者等评选
表彰活动，还每月评选“邹平好
人”，大力挖掘宣传最美人物、善
人善事，“志愿红”已经成为邹平
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道亮丽风景。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活动就延
伸到哪里。邹平坚持贴近群众、贴近
生活、贴近实际，把规定动作与自选
动作、共性需求和个性服务相结合，
交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精彩答卷。

实现全域覆盖 打响特色品牌
———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邹平答卷”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李晓伟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刘
真真）12月8日，由山东省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山东省农业农村
厅主办的乡村振兴齐鲁论坛在济南
市举行。本次论坛上，宋洪远、叶
兴庆、黄季焜、黄祖辉、辛逸、姜
长云、朱启臻、党国英、罗必良等
13位来自国内“三农”领域资深专
家学者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交流研讨，
为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提供智
力支持，为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探索经验、贡献智慧。

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省直有关部门单
位，山东省部分高校科研院所及各
市政府的相关负责同志等350余人
参加了本届论坛。与会人员一致认

为，本届论坛具有很强的战略性、
思想性、实践性，成果丰硕，是一
次群贤毕至、思想交融的盛会，具
体表现为“三个结合”。一是历史
性与现实性相结合。二是全面统筹
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突出“农业高
质量发展”，对增加农业综合效
益、提高附加值和现代化水平等，
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的对策。统筹

“城乡关系”。提出了合理引导城
乡人口布局、发展小城市、培育县
域产业链等建议，强调不要按城市
思 路 建 设 农 村 。 关 注 “ 改 革 创
新”。在土地制度改革、人才激
励、创新创业、科技转移转化平台
等方面提出许多制度性、创新性举
措。把维护农民群众利益摆在关键
位置，提出在产业发展中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三是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在打造样板过程中，多位专家
强调要因地制宜，立足优势，突出
特色。

乡村振兴齐鲁论坛在济南举办

11月17日，邹平市长山镇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演出（资料片）。

大雪坑塘未结冰，
组织力量深挖坑，
有条件的蓄满水，
来年养鱼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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