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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地头传播党的创新理论
——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乐华泽

“你是走村串户的草根名嘴，带
着书籍在田垄间宣讲传播。一间无
偿服务乡邻的农家书屋，成了乡村文
化传播的精神家园，让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家’。你发扬老黄牛
精神，在耕耘书香的田野上，不用扬
鞭自奋蹄。”日前，全国首届全民阅读
大会·乡村阅读推进论坛暨 2022“新
时代乡村阅读季”启动仪式在北京举
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盐
都区尚庄镇南吉村华泽书社创办人、
南吉村农家书屋管理员乐华泽获评
全国乡村振兴十大阅读推广人。这
是大会颁奖词。

乐华泽 1993 年自费创办农家书
屋，为周边村民提供书籍无偿借阅服
务。30 年来，先后开展阅读推广、农
技培训、校外辅导、社科普及、文体活
动等 400 余场次，开展未成年人着汉
服阅读国学经典、乡村九点课堂、七
彩假日等特色活动60余场次，在周边
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履职尽责、担当
作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的
初心使命。

2017 年 12 月 10 日下午，一场学
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分享会在尚庄镇
华泽书社进行。被群众称为“草根
宣讲员”的乐华泽，正在与20多名村
组干部、群众代表分享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心得体会。分享会上，
乐华泽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乡风文明等方面，
谈感受，话发展。为了方便群众学
习，他还在书社里添置了《十九大报
告》单行本、《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
读本》《十九大文件汇编》等学习材
料，制作了6块党的十九大报告主要
内容展板，同时编写了党的十九大
知识问答100题。

“乐华泽是我们身边的‘大明
星’，很多人听过他的宣讲。”尚庄镇
负责同志介绍，他很接地气，表达力
强，能以百姓视角、用群众语言生动
活泼地讲理论、说形势，“零距离”向
群众传播党的“好声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乐华泽成为农
村基层理论宣讲志愿者，进学校、走
村居、到田头、入农户。精心组织党

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党中央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省、市、区全会
精神的宣讲 100 多场次，深受群众的
欢迎和喜爱。2019年，乐华泽入选盐
城市首批“百姓名嘴”。

突出文艺宣讲，他创作小品《红
纸片》、说唱《移风易俗唱文明》、快板

《我说十九大》、歌舞《番茄红了》等作
品，多次参加市、区演出，并送戏下乡
50多场次，累计观众4.3万人次，被群
众称为“行走的理论讲堂”。

“宣讲事例详细，内容实在，鼓舞
人心。”2020年7月17日下午，盐都区
大冈镇吴港村村民陆传扣说。当日，
乐华泽走进该镇开展“决胜全面小
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宣讲报告
会。乐华泽从决战脱贫攻坚、共享全
面小康、坚持党的领导等方面作了精
彩的宣讲。

“伟大出自平凡，奋斗铸就未
来。”说起近十年的变化，乐华泽总是
滔滔不绝。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一个个历史性变革、一幕幕标志性场

景，以深邃的历史视角展现出新时代
的伟大与荣光。“全面脱贫”“同心抗
疫”“乡村振兴”……“这些鼓舞人心
的辉煌成绩，印证着中国人民的铿锵
步伐。”

不忘初心志更坚，牢记使命永向
前。作为一名“草根宣讲员”，他不停
地奔波在田间地头，传播党史“好声
音”，宣讲党的好政策，展示党的辉煌
成就。他还创新手段，通过“云”形式
在微信群中传播，受众纷纷点赞。

身为盐城市文明风尚宣传团团
长，他还带领志愿者走进社区宣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镇村讲述

“好人故事”、走进学校上好“开学第
一课”。乐华泽曾获“江苏省岗位学
雷锋标兵”“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

“中国好人”等称号，2021年当选江苏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

记者 陆荣春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悠悠万
事，吃饭为大。中国解决了14亿多人
的粮食供应问题，化解了“谁来养活中
国”的担忧。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
程加速，大量农民进城入镇，留守老人
成为种粮主体的情况较为普遍。当坚
持种粮的老人逐渐无力种粮时，“未来
谁来种粮”成为现实隐忧。

“三夏”时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来到江苏盐城的田间地头走访发现，
化解这一难题，虽然还需不断探索，
但当地已形成“破解之势”，从种粮大
户、家庭农场主到乡村干部，言谈间
充满信心。

地处黄海之滨的盐城，历史上以
“煮盐”而兴。这里虽然是长三角地区
面积最大的平原农业区，但和中西部
地区一样，同样存在人多地少、土地分
散的情况，全市乡村人口人均耕地略
超两亩。由于盐城与制造业发达的苏
南相距不远，加之近年来自身汽车、新
能源产业发展较快，当地农村劳动力
离土进城入厂的情况同样突出。

一度为“谁来种粮”困扰的盐城，近
年来形势出现了变化，新事接二连三。

新事一：田不愁“包”不出去。由于
种粮大户少，需求不旺，曾经一些地方
土地流转困难，“有地没人种”。2021
年，记者采访过洪泽湖畔的一个苏北
农业乡镇，当年流转的耕地仅过三分
之一，当地一位56岁的农民说，家中24
亩田只流转了7亩，儿子在苏南就业，
家中缺乏劳动力，虽然年事已高种地
吃力，但余下的17亩地只能自己种。

但在盐城市射阳县四明镇新南
村，农田却是“抢手货”。村干部刘青
华说，全村95%的耕地已经流转给了
大户。土地流转这四个字，在盐城农
村的习惯表达方式是“包田”。她说：

“在我们村，很多人想‘包田’，但已经

没田可‘包’。”在盐城市盐都区农村
产权交易中心，进场交易清单第一项
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区农业农村局经管站站长杨程说，自
2015年交易中心建立后，近年来耕地
流转数量呈上升之势。

据盐城市委农办副主任倪志成
介绍，全市乡村人口目前有 500 多万
人，但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90万
人左右，近十年来减少了约10 万人。
即便如此，记者走访的县区，农村承
包土地流转率都达70%以上。剩余未
流转的土地，主要是两种类型，一是
农户有意愿自己种植的耕地，二是房
前屋后位置不好或贫瘠的土地。

2021年，国家统计局盐城调查队
在5县区选取耕地流转比例相对较低
的25个行政村开展调查，结果显示规
模经营的耕地面积，相比2020年提高
6%左右。

新事二：土地流转费要“限价”。
记者所到的亭湖区、盐都区、射阳县
乡村，耕地流转费每亩年租金一般不

低于800元，高的达到1100元。耕作
条件类似的苏北其他一些市县，耕地
流转费大多在每亩500元到800元之
间。在中西部不少地方，这笔钱有的
低到两百余元，甚至还有免费送给人
种的现象。

杨程告诉记者，在盐都区农村产
权交易中心，前些年曾出现流转费用
每年每亩 1700 元的高价成交案例。
但交易中心和乡村干部都不片面追
逐高价流转，他们认为，种粮不是暴
利行业，为维护种粮大户经营收益和
农户流转收益的稳定性，土地流转租
金应在合理区间浮动。盐城市农业
农村局提出，镇村干部、村民代表和
家庭农场代表可成立评估小组，评估
确认租金上下限。射阳县在全省首
创农村土地流转限价“熔断”机制，已
实践两次。

新事三：种粮有“幸福”也有“激
情”。“汗滴禾下土”“脸朝黄土背朝
天”，在传统观念中，种粮是苦活累
活。远离繁华的城市，在乡村种粮、务

农的生活还是清苦。然而，在盐城，越
来越多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主”，
却从中找到了人生的乐趣、价值。

在射阳县新南村，身材壮硕的顾
荣华从2018年开始流转土地种植，今
年已达310亩。他向记者坦言：“我喜
欢种粮，相比过去在上海打工，现在
种粮能够主导自己的生活，比较自
由，很幸福。”48岁的丁雨干是射阳县
兴桥镇的家庭农场主，在当地有“女
粮王”之称。目标是成为种粮“行家
里手甚至专家”的她对记者说，“我有
激情把种田当成事业来做。”

将农业作为全市“三张名片”之一，
盐城人为种粮而骄傲。盐城市农业农
村局介绍，这里以占全国 0.66%的耕
地，生产了全国1.1%的粮食。“射阳大
米”成为大米类地理标志集体商标，被
评为中国驰名商标。射阳县农业农村
局局长乔干群说：“上海人吃的大米，每
四碗约有一碗是射阳人种出来的。”

记者在盐城采访的多位种粮大户
和从事粮食种植的家庭农场主，经历
各有不同。有的长期在农村基层，比
如秦南镇农业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纪香农，当过基层干部，59岁的他
种了一辈子粮。有的是下岗工人，亭
湖区种粮大户陈从文，过去在机械厂
从事注塑工作，下岗后回村卖过豆
腐。还有不少种植大户兼做农机服
务、农资销售。他们当中虽然有人还
有兼业，但多把种粮作为“主业”。

“过去我在镇上服装厂上班，后
来工厂倒闭，不得不再谋出路。”丁雨
干告诉记者，偶然得知邻居家有几亩
地正在寻租，她选择就地转型成为庄
稼人。“没拿过大锹锄头，很快手上就
磨出血泡，但我不能放弃，第一年到
年底种植有了些收入，看到了希望，
索性扩大流转规模，现在达到了1000
多亩。” （下转4版）

6月28日，新华社播发《新华每日电讯》刊发的长篇通讯——

盐城：“新种粮大军”把种粮当“金饭碗”

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老墩村，收割机在稻田里收获水稻（2018年
10月18日摄）。 新华社 发

“很多人想‘包’田，但已经
没田可‘包’”

“不是泥饭碗，是金饭碗”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段羡菊 赵久龙 郑生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