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4日，望江县毛安村铁皮石斛种
植基地，工人们正在工作。望江县高士镇
毛安村将中草药等特色产业种植纳入村级
“书记项目”，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目
前，该基地铁皮石斛种植规模和产量稳步
提升。（《安庆晚报》3月17日）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答好
农业现代化发展这道必答题，必须始终把
品质强农、科技兴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只有走稳走好智能化、科技化之路，精
耕细作方能高产高效，让农业更有看头、农
民更有奔头。

好种子、好技术才有好收成，说到底必
须强化“农业芯”！有道是：“一粒种子可以
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
迹。”只有把数字因子撒向广袤的田野，才
能真正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一方面
要在新品种上下功夫，既要引进优良种源，
也要育好高端品种，用科技的力量不断提
高种子的单产水平。另一方面要在新技术
上求突破，持续加大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和
科研成果转化力度，着力破解“卡脖子”难
题，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在安庆，如今打开手机，可远程“掌控”
农业大棚内的温湿度调节；利用无人机，能
全面提高播种、施肥、植保效率……得益于
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安庆正
加快实现“会”种菜到“慧”种菜的历史性
跨越。在此基础上，要充分利用物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构建“耕、种、管、
收”全过程信息化管理体系，打造覆盖生
产、加工、流通、销售全产业链的智慧应用
场景，奋力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标准化、
品牌化进程。

让优质农产品走出深闺，“触网”势在
必行。于安庆而言，既要夯实“数字”硬
件，让更多的村通过“新基建”快速驶上信
息高速路，搭好线上销售平台，打造全产
业链数字经济新模式；也要做实“人才”软
件，培养一支懂数字技术的“新农人”队伍
和一批“网红主播”，真正让手机成为“新
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只有“软硬”
兼施，科技“点睛”，才能让电商“新引擎”
动力更足。

精耕细作

提升特色农业发展质效
徐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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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有热心市民向《安
庆晚报》热线反映称，上下班途中
经过中山大道来榜路口时发现，路
边的中山大道路牌拼音出现错误。
（《安庆晚报》3月20日）

路 牌 出 错 ， 若 非 大 错 特 错 ，
虽有碍观瞻，但没有造成严重后
果，可不必大惊小怪。倒是较真
的热心市民关心城市文明形象的
善行，着实让人心生感动。期待
这种“吹毛求疵”的城管纠错细
节多多益善！

面对城市管理，公众从来都
不乏参与热情。这也体现了现代
社 会 对 城 市 公 共 生 活 的 “ 公 共
性”需求，反映了权利时代公众
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增强，并折射

出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人城一体的
关 系 依 赖 。 在 这 样 的 现 实 语 境
下，如何看待和引导公众参与城
市管理的热情，就成为一个重要
的社会命题。正如社会学家所强
调：公民社会参与的要求会随着
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只有给个人
或团体的参与提供顺畅通道，其
行为才不致于冲撞社会秩序。如
此理论旨在表明，公众参与热情
的高与低、参与渠道的疏与堵，
参与机制的通与阻，直接关乎到
城 市 治 理 方 式 方 法 的 改 进 与 优
化，关乎到社会管理制度的设计
与创新。

应该看到，当前的城市管理
中存在着一种误区，即认为城市

管理是政府的内部事务，是城管
部门的份内之事。很显然，持此
观念就意味着忽视了公众参与的
积极作用。而事实上，人民城市
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民。原本
该跳“双人舞”的城市管理却被
管理者演成了“独角戏”，也就是
说，对被管理者“参演”权利的
架空更加强化了被管理者的主观
意志。这可能就是路牌拼音屡屡
出错的深层原因。眼下，正值社
会变革和矛盾凸显期，城市管理
自然也更容易“节外生枝”，如何
让城市大肌体与小血管同步运行
没有斑点堵点，行之有效的办法
就是鼓励公众参与，让献计献策
取代抱怨对抗，让自爱自律取代

自以为是，让城市美好取代独断
专行，以此更好地推动民众与政
府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互
动中分担责任彼此成就。

面 对 城 市 管 理 的 创 新 诉 求 ，
面对城市文明的发展需要，可以
说，今天的城市管理挑战无时不
有无处不在。鉴于此，呵护公众
参与热情，探索公众参与机制，
培养公众参与能力，优化公众参
与 条 件 ， 从 “ 单 向 管 理 ” 走 向

“社会共治”，这应成为城市公共
管理走向阳光活力的必然路径。

“吹毛求疵”的纠错细节多多益善
王老实

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
截至3月16日，安庆市出动执法
人员670人（次），检查农资产品生
产企业、经销商430家，下达整改
通知书25份，纠正不规范经营行
为11起。（《安庆晚报》3月20日）

又到一年春耕时。我市开展
农资产品专项执法行动，向假冒
伪劣农资产品“亮剑”，织密扎牢
的是春耕农资“安全网”，为春耕
备耕保驾护航。

农资的优劣，直接关系农民
一年的收成，更是关乎国家粮食
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村生
态环境。近年来，我市执法部门
持续保持对假冒伪劣农资产品高
压打击态势，有力保障了农资安
全，但少数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
从“地面”转入“地下”，从“线下”
转入“线上”，非法生产销售假劣
农资，花样不断翻新，隐蔽性更
强，管理难度更大，越是在春耕备
耕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种子等农

资时，越是要保持高度警惕，全域
全链条行动，确保打早、打小、打
了。为此，既要强化执法，加强监
督抽检、执法办案和警示曝光力
度，组织开展农资打假“净网”行
动，压实农资电商和平台主体责
任，对不法分子加强震慑；又要深
挖严查，上挖生产厂家、下追销售
流向，做到出重拳、下猛药，一案
双查、一查到底，生产、运输、销售
每个环节都不放过。

识假、辨假是防假、打假的关
键。织密扎牢春耕农资“安全
网”，就要送给广大农户一双识
假、辨假的“慧眼”，大力提升他们
的自我保护能力。要通过群众会、
院坝会、田坎会、微信公众号、QQ
等新媒体多种宣传方式宣传普及
农业法律法规，进村入户开展农资
识假辨假知识宣传，增强主体责
任意识，引导农民购买合格农资
产品。与此同时，还要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

村，打通农资入户“最后一公里”。
众力并则万钧举。织密扎牢

春耕农资“安全网”也要集众智、用
众力。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大农资
抽检力度，物价部门要严厉打击哄
抬农资物价行为，媒体要大力曝光
假农资坑农案例，供销合作社要
开展预约制订购、送货下乡、上门
服务，实现最大限度地让利于民，
司法机关要有效打击震慑制售假
劣农资犯罪……只有各级各部门
树立“一盘棋”思维，才能让春耕
农资“安全网”牢不可破。

种优则粮丰，粮安则民安。
让我们织密扎牢春耕农资“安全
网”，使农民朋友用上放心种、洒
上放心药、施上放心肥，在春天播
下仓廪殷实的希望，让广袤的田
野更加美好富饶。

织密扎牢春耕农资“安全网”
艾才国

据3月27日《人
民日报》报道，食品包
装上的成分和配料表
是消费者作出选择的
重要参考信息，也是
法律法规要求必须详

细标明的重要内容。然而，一些食品生
产企业在成分和配料表上并未如实反
映、清楚标明。种种乱象造成了食品安
全隐患，也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前
不久，辽宁葫芦岛市的郭女士从网上购
买了一款面包，结果发现在包装背面的
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
化合物、膳食纤维等竟然都是问号，配料
一栏还赫然印着“保密”两个字。“一个面
包的配料有什么要保密的？连各个成分
的含量都没有，这不是明目张胆糊弄消
费者吗？”郭女士说。 （作者：罗琪）

配料保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