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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不小康，厕所是一桩。
农村改厕表面上看事情不大，但
事关农民生活质量，事关农村卫
生环境，事关农村民生。

各地在农村改厕推进过程
中，遇到了一些挑战。比方，
有的地方新厕所没墙没顶，孤
零零的蹲便器暴露在外，农民
上厕所成了“打游击”。究其原
因，建设标准过高，地方配套
资金不够，农民自筹积极性不
高。有的北方地区，冬天气温
低，储水器上冻时间长，无法
冲水，如厕成了大难题。有的
地方缺乏维修管理人员，厕所
坏了没人管、不会修。建一个
干净卫生的厕所，对于城镇居
民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情，但对农村来说，却成了需
耗费巨大精力解决的难事儿。

为啥？广大农村自然气
候、区位条件、发展水平千差
万别，既有山区分散居住形
态，也有平原集中居住形态；
既有四季如春的南方村庄，也
有冬季漫长的北方村庄；既有
城市近郊的富裕村，也有正在
摘帽的贫困村。建设标准、技
术模式、产品装备等要求不尽
相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欠账
较多，污水收集处理设施不健
全，粪污运输难、处理难。当
前城乡家庭收入差距仍不小，
改厕并不是农村家庭支出的优
先考虑项。有些家庭劳力长期
外出务工，传统如厕习惯短期
难以改变，农民参与积极性有
待提升。

一个坑、两块砖、三尺
墙，这样的连茅圈、简易旱厕
在农村地区并不少见。这不仅
影响村民身体健康和生活品
质，也制约建设美丽乡村的步
伐。据统计，我国近一半农户
进行了卫生厕所改造。按照乡
村振兴规划和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方案，到 2020 年，
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近郊区

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要
基本完成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
改造，中西部有较好基础、基
本具备条件的地区，力争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到 85%；地处偏
远、经济欠发达等地区，卫生
厕所普及率要明显提高。

改厕任务繁重且紧迫，但
不能一刀切式地强推，更不能
一厢情愿地强拽。任务艰巨，
考验治理智慧，农村改厕不仅
需要真心，也需要匠心。在下
大力气的同时，更要用巧功
夫，解决改厕工作中的拦路虎。

因地制宜，规划先行。有
人觉得建厕所也要规划，是不
是小题大做？现实告诉我们，
正是因为规划不到位、不科
学，导致一些地方出现厕所标
准脱离实际，不考虑区域差异
一刀切等问题，挫伤了农民改
厕积极性。科学精细的规划应
综合考虑庭院布局、自然条
件、发展水平、生活习惯等，
精准施策。厕所重建更重管，
完善后期维修、管护、粪污利
用等配套制度，才能解决村民
的后顾之忧。

精准施策，技术铺路。高
寒缺水，冲水咋保障？山区丘
陵，污水管道怎么建？农村改
厕技术难题不少。须加快研究
修订农村卫生厕所技术标准和
相关规范，针对重点环节开展
攻关。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和
高等院校研发适合农村实际、
群众愿建愿用的新技术、新产
品。不少基层干部反映资金压
力较大，影响工作进度。针对
资金难题，地方政府可通过整
合涉农资金，将分散资金集
中。鼓励农民投工投劳，解决
自筹资金压力，更增强群众的
参与感。

小事连着民生。实现乡村
振兴，需要用心、用情解决这
些小事，让农民有更多幸福感
和获得感。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讯(王扬 陈宝林)白城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党委按照整村脱贫的目标要求，紧
紧围绕落实帮扶责任、加大帮扶措施、取
得帮扶实效3项重点工作，以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全力开展脱贫攻坚
工作，包保帮扶村大安市丰收镇新乐村
2018年贫困户的人均收入达到了3600元
以上，村集体收入11.644万元，脱贫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去年以来，该校多次召开会议并与大
安市、丰收镇沟通协调，有力地形成了

“捆绑”合力推进项目建设。校党委成员及
相关人员与148户贫困户实行“一对一”
结对帮扶，进行台账式管理、跟踪式考
核，务求包保取得实效。校党委、各党总
支（直属党支部）先后组织6次助困帮扶
活动，捐款捐物及开展义诊、赠药、赠医
疗器械等活动，折合价值8.25万元。在此
基础上，建立“三会一课”制度，每月召
开党支部会议两次以上，积极发展新党
员、培养致富能手。去年，贫困村民印喜
付家突遭大火，家中财产付之一炬。驻村
第一书记葛振海第一时间向学校汇报，学

校党委立即开展捐助活动，共捐款4.395万
元，学校又派出施工队为印家重建了三间
新房，印喜付一家喜迁新居，渡过难关。

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白城医高
专不仅把此项工作纳入领导重要议事日
程，还做到了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全
责。他们按照“市为主体、镇负总责、校
为帮扶”和“规划到村、帮扶到户、责任到
人”原则，制定了帮扶计划和脱贫攻坚实施
方案。学校、大安市和丰收镇三方始终“捆
绑”攻坚，因户因人精准施策，帮扶措施覆盖
所有贫困户，有力地促进了脱贫工作。

3年来，每年都有方案、有项目，累计
实施27个帮扶项目，其中2018年实施13
个项目。积极争取资金，改善农田水利条
件，支持玉米、高粱、大挠子等常规农业
发展。重点实施扶贫项目4个，覆盖148户
307人，收入57.38万元，人均增收1870
元。一是建设种植园区。投资135万元建
设 100 栋蔬菜大棚，去年种植菇娘、西
瓜、甜玉米、香瓜等 4大品种，总收入
34.7万元。二是建设养殖园区。70户贫困
户加入合作社，每户贫困户分红800元，

贫困户收益5.6万元。三是建设光伏产业。
投资78万元，建设100千瓦光伏发电站一
座，增加贫困户收入2.8万元。四是发展庭
院经济。完成庭院种植油葵面积84亩，贫
困户收益14.28万元，户均收益近1000元。

自2016年开展帮扶以来，为新乐村争
取各类项目 27 个，投入资金 1223.05 万
元。白城医高专投入244.69万元，用于帮
助完成村屯环境整治项目、完善村卫生室
建设和实施签约医生项目等。

自开展包保帮扶工作以来，新乐村完
成人居环境建设12项、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11项、基础服务设施建设10项；实施危房
改造94户，安全住房比例达到100%；实
施自来水入户工程，村民全部用上安全
水；新打农田井22眼，抗旱问题得以解
决。全面实施村屯环境建设工程，新建村

屯公路21条6公里，新增路灯100盏，购
买垃圾清运车20台。积极开展植树种草和
垃圾清运、柴草垛清理等“六清”村屯整
治，人居环境彻底改善。新建360平方米
村部、2000平方米广场、140平方米卫生
计生室，配齐了党团活动室设施，公共服
务设施更加完善。

在大安市、丰收镇和白城医高专的共
同努力下，新乐村的村容村貌全面改观，
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大幅度提高，基本实
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有保障。截至2018年
底，贫困发生率由26.2%下降至0.966%（3
户9人未脱贫），村集体经济收入11.644万
元，新增6.472万元。医高专与大安市、丰
收镇三方“捆绑”扶贫的做法，通过省扶
贫办工作简报向全省推广。

本报讯 （记者张赫） 去年
以来，我市按照中央和省统一部
署，结合脱贫攻坚任务，积极推
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
设。通过责任落实、筹措资金、
建设管理、水质保障、运行机制
等具体保障措施，统筹解决贫困
人口饮水问题，使农村饮水安全

保障得到进一步巩固提升。全市
完成新打饮水井538眼，铺设管
网746处，建管理房736座，安
装水处理设备2073台套。完成工
程投资5.13亿元，占计划投资的
107%；受益人口35.04万人，占
计划的113%，投资和受益人口
均超额完成了年度建设任务。

政 策 解 读政 策 解 读

本报讯（孙文涛 谭再超 记者张殿文
文/摄）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洮北区青山
镇举办了“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表彰
大会暨2019迎新春联谊会”，青山镇及
扶贫包保部门相关人员与各村村民代表
欢聚一堂，总结一年来脱贫攻坚工作成
果，表彰脱贫攻坚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
进集体和个人，进一步激发脱贫攻坚工
作内生动力。

联谊会上，大家共同观看了青山镇
2018年党建工作综述宣传片《征程》，并
对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进行了表彰。

随后，进行了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
歌曲《鹤舞蓝天》展示了勤劳的洮北儿女
在这片热土上，创造着一个又一个辉煌的
明天；小品、三句半、诗朗诵、歌曲串烧
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受到大家欢迎。

据了解，在过去的一年里，青山镇脱
贫攻坚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截至2018年

底，全镇已有432户533人基本实现脱贫，
贫困发生率由原来的17.2%降至0.4%，贫
困群众实现人均净增收达到4000元以上，

生产生活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善。2019年，
青山镇将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继续为
全区脱贫摘帽、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为

建设“四个新洮北”贡献力量。
图①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图②欢快的舞蹈表演。

洮北区青山镇别样庆新春

农村改厕，有真心也要有匠心
●王浩

N 大地絮语

农村改厕任务繁重且紧迫，重压之下考验治理智慧，要下大
力气，更要用巧功夫，解决好规划设计、技术和资金等难题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包保帮扶工作有声有色

我市农村人口饮水安全保障

得到进一步巩固提升

牛腐蹄病是指发生于蹄间的腐败性皮
肤炎症。特征是患蹄局部腐败、恶臭、剧
烈疼痛。一般以舍饲牛和乳牛发生较多。
多因厩舍泥泞不洁，运动场积粪、积尿未
及时清理，有砖、瓦碎片等尖锐物，当牛
蹄被刺伤，或蹄角质变软，蹄冠和蹄壁有
裂缝时，都可被各种腐败菌侵入感染而发
病，营养不良及平时护蹄不当，均可促发
本病。

该病可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病型。急
性型，为一肢或数肢突发跛行，患部皮肤
潮红、肿胀、疼痛，频频举肢。严重时，
蹄球、蹄冠发生化脓、腐烂，流出恶臭脓
性液体。病牛体温升高，达 40—41℃，
精神沉郁，食欲不振，产乳量下降。后期
蹄匣角质脱落，多继发骨、腱、韧带的坏

死，严重者可致蹄匣脱落。慢性型，病程
较长，可达数月，炎症由蹄部向深部组织
及周围组织蔓延时，可引起患肢部粗大，
皮肤被毛脱落，有时可在蹄冠、蹄球等部
位形成瘘管，患牛高度跛行，有时可继发
败血症而死亡。检查蹄部，病初可见患蹄
趾间皮肤红肿，温热。后期，蹄底部出现

大小不一的腐败孔洞，周围坏死组织呈污
灰色或黑褐色，孔洞流出恶臭液体。有的
在削蹄后可发现蹄底角质腐烂，从腐败形
成的孔洞中流出污黑恶臭的液体。

预防：平时要注意蹄部的护理和修
整，保持厩舍、运动场的清洁干燥，清除
各种尖锐物，必要时可设消毒槽，槽中放

入 1％—3％硫酸铜溶液。对病牛隔离饲
养，彻底消毒污染场所，可有效减少发病。

治疗：除去坏死组织，彻底消毒，修
削坏蹄，扩大蹄底腐败孔，排尽孔内渗出
液，彻底挖除腐败坏死组织，需挖到流出
鲜血为止。然后应用饱和硫酸铜或5％碘
酊消毒，再撒布高锰酸钾粉、硫酸铜粉
末。在清创后，于患部撒布青霉素鱼肝油
乳剂（青霉素20万单位溶于5毫升蒸馏水
中，再加50毫升鱼肝油，混合） 或磺胺
粉。深部腐烂者，在彻底挖除坏死组织
后，可用松馏油纱布堵塞，外系蹄绷带，
1—2周更换绷带一次，到孔口愈合。病
情严重者，可结合全身抗生素或磺胺类药
物治疗。

（据《吉林农村报》）

①① ②②

牛腐蹄病防治方法

N 养殖技术

日前，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土地经营权入
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农
业农村部负责人。

问：请简要介绍一下《指导意见》出台的背
景和意义。

答：在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
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
项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农民以土地承
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2015年、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引导农民以
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引导农户
自愿以土地经营权等入股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
社，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等方式，让农
户分享加工销售环节收益，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
制”。按照中央部署，农业农村部积极推动落
实。近年来，组织黑龙江、江苏、浙江等部分省
开展试点，探索了土地经营权入股的组织载体、
运行机制和配套政策。在总结试点经验，特别对
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注册登记等具体问题进行
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指导意见》，引导
各地规范运行、有序开展。

问：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
营试点应重点把握什么原则？

答：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产业兴旺
需要资金、人才、技术及土地资源等要素的聚
合，创新产业融合方式，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开
展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项
改革措施，在推进过程中应把握四个原则：一是

落实“三权分置”，严守政策底线。坚持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依法维护农民集体对承包地的各项
权能，严格保护农户承包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放活土地经营
权，依法平等保护经营主体依流转合同取得的经
营权。二是遵循市场规律，发挥政府作用。坚持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客观反映土地
等要素的实际贡献和稀缺程度，按照市场规则协
商确定入股各方的权利义务和利益分配，政府通
过完善土地经营权入股政策措施，平等保护各方
合法权益。三是因地制宜推进，循序渐进发展。
充分考虑地域差异、经济基础及农村劳动力转移
等因素，根据实际情况适度开展土地经营权入
股。鼓励探索形式多样、符合实际的入股方式，
不搞强迫命令、盲目攀比和“一刀切”。四是强
化风险管控，维护农民利益。土地经营权入股期
限不能超过土地承包剩余期限，入股的土地不能
改变性质和用途，不能降低耕地基础地力，严禁
入股土地“非农化”。

问：《指导意见》在政策制度上有何亮点？
答：通过近几年的探索实践，土地经营权入

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试点在探索入股模式、风
险防范、政策配套、产业扶贫等方面取得明显成
效，形成了一些可复制、能推广的经验和举措，
在《指导意见》中有具体体现。一是鼓励地方创

新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实现形式。采取列举法指明
了创新方式，如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直接
对公司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出资，还可以先出资设
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再由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土地
经营权出资设立（入股）公司。二是解决土地股
份组织登记问题。明确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
注册资本实行认缴登记制，由申请人对入股的注
册资本数额、合法性、真实性负责（法律法规规
定实缴的，按照注册资本实缴登记的有关规定执
行）；允许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作价出资加入农民
专业合作社，依法予以登记，由申请成员对土地
经营权合法性负责。这一政策为土地经营权入股
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工商登记注册层面进
一步扫清了障碍。三是将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
业产业化经营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探索建立公
司、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特别是贫困户的紧密
利益联结机制。贫困地区可引导农民把土地经营
权入股到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结合扶贫资金
发展农业产业的同时，还可吸纳部分农民就地就
业，有效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带动农业产业扶
贫。

问：如何防范和降低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
业产业化经营风险，有什么保障措施和支持政
策？

答：我们高度重视土地经营权入股的风险防

控，《指导意见》分三部分体现。一是基本原则
强调风险管控。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土地
经营权入股风险防范制度。鼓励实行“保底收
益+按股分红”，让农民特别是贫困户在土地经
营权入股中有稳定收益。二是重点任务提出探索
风险防范措施。村民委员会或集体经济组织应对
承包农户土地经营权入股进行书面备案，对公
司、农民专业合作社使用承包地进行监督。探索

“优先股”，让农民在让渡公司经营决策权的同时
享有优先分红的权利；探索“先租后股”，让农
民先出租土地，在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稳
定良好的经济效益之后再入股。发挥保险化解风
险的作用，探索“入股履约保证保险”等多种土
地经营权入股保险，为农民的“保底收益”和土
地经营权回购提供保险保障；加强农业保险，增
强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抗风险能力。鼓励探索
对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进行风险提示的办法。
妥善处理入股中的各种纠纷，依法保护农户、家
庭农场、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方的合法权
益，防范或化解潜在风险。三是政策保障强化部
门风险防范工作。加快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
颁证，建立完善土地经营权价格评估体系，建立
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做好土地承包经营纠
纷调解仲裁工作，为土地经营权入股提供保障。
推动解决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抵押物少、贷款

难的问题，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应土地经营
权入股需求的保险产品。

另外，在支持政策方面，明确要求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要与发改、财政、人行、税务、市场监
管、银保监等部门沟通协调，进一步支持土地经
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将符合条件的土
地经营权入股的公司、作价出资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纳入相关财政支农政策、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支
持范围。落实涉企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税收优惠
政策。

问：《指导意见》印发后，农业农村部将重
点开展哪几项工作？

答：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产业化经营试点，
能够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发市场活力，农业
农村部要以务实的态度、创新的思路、有力的措
施，有序推进，确保取得实效。一是深入推进试
点工作。对于已经开展试点的地区继续做好跟踪
指导，督促尚未开展试点的地方适时选择一批具
备条件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试点，进一
步总结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做
法和成效，加大对先进典型的宣传推广力度。二
是提升土地股份组织规范运作。推进相关公司、
农民专业合作社合法经营，加强财务管理，依法
主动向入股的农户和社会公示相关信息，进一步
加强对土地经营权入股的调查监测，依法保护各
方的合法权益。三是加强与各部门积极沟通协
调。为试点顺利推进创造条件，确保试点工作落
到实处。 （据《吉林农村报》）

农业农村部回应——

土地经营权入股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