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每日人物

与刚出生几天的小女儿告别后，全
国人大代表、阿布洛哈村党支部书记吉
列子日从家乡出发，跟随四川代表团前
往北京参加全国两会。与去年相比，履
职第二年的吉列子日，有了更多期待。

凉山州布拖县阿布洛哈村是全国
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建制村，2020年6月，
一条刚修好的沥青路，将这个沉寂在大
山里的村子带上了发展快车道。作为
阿布洛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今年，吉列子日再次沿着这条公路出
发，跨越山水，带着村里人一年的喜悦，
走进了人民大会堂。

从0到1
村里产业上了“路”

如果用一种味道形容2023年的阿
布洛哈村，脐橙的香味或许最能概括。
在这个世世代代以玉米为主要农产品的
村庄里，脐橙第一次成为了主角。

2020年4月，村里第一次提出种脐
橙的想法。“没干过，不敢干”，不少村民
毫不犹豫拒绝了吉列子日的建议。“要
发展产业必须要踏出第一步。”吉列子
日和村干部们顶着压力，流转了50亩土
地，开始了产业变革的尝试。

选种、育苗、除虫……吉列子日跟
着农业专家不断考察、学习，之后脐橙
年年挂果，收入也连年增加。“去年，我
们的橙子卖了几万块钱，村民们都看到
了收益，所以提出要扩大规模种脐橙的
时候，大家都积极加入。”

如今，引进的350亩优质脐橙形成
了脐橙园区，村里的产业实现了从0到1
的突破。吉列子日时不时会在心里小
算一笔，“如果2025年脐橙如期成熟，能
给村里带来30万元至50万元的收入。”

丰收的不只脐橙，在阿布洛哈村的
田间地头，芒果、芭蕉、白魔芋、青花椒等
特色作物也为当地群众增加了收入。村
里还采用“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农户”
模式，养殖了600多只黑山羊和80头牛，
让村民的收入渠道更加多元。

从里到外
阿布洛哈村变了样

2023年3月底，刚参加完十四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吉列子日马不停蹄
地赶回家乡，站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
看着堆满的钢筋和木料，他畅想着，“我
们准备在这里修民宿和星空营地，以后
游客来了就有住的地方了。”

一年以后，民宿和星空营地已成型，
“基本建好啦，只有后续部分需要完善，
不久之后就能开放。”吉列子日说，民宿
可以容纳30名游客，这又是一笔收入。

去年，阿布洛哈村也从里到外变了
个样：环村的步道修好了，村民们可以在
饭后散步中感受村子的变化；沿路的灯

光安上了，可以在黑夜中照亮回家的路。
村里的学校也迎来了6个新同学，

现在已经有了15名邻村的孩子前来阿
布洛哈上学。“以前都是我们翻山越岭
出去上学，现在不用了，邻村的孩子也
来我们这里上学，感到很欣慰。”

最让吉列子日感到欣慰的，是村里
人的思想逐渐打开。以前的阿布洛哈
村，大多数人都抱着“挣多少、用多少”的
心态，随着近几年不少人外出务工，见的
世面多了，想法也有了变化。“现在大家
的目光都看得远了，甚至一部分人开始
想着在城里买房子，送孩子外出上学。”

从交通到产业
要走出去也要迎进来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吉列子日去年
参加了不少学习调研。从北京、昆明再
到会理，他的笔记本里记录下了其他乡
村建设的模样和经验。从产业发展、交
通建设，到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吉列子
日从田间地头一路走来，找寻心中“和
美乡村”的模样。

这次去北京前，吉列子日还参加了
一场凉山州人大组织的调研活动。在
凉山州会理市的一个村子里，他见到了
心中的“和美乡村”。“村里道路修得笔
直，60多户村民都把土地流转出来搞粮
经轮作，种完油菜花种水稻，稻田里还

有稻花鱼。”村民们修起的漂亮小楼，让
吉列子日挪不开眼，他想让阿布洛哈村
的村民，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回到村里，吉列子日更加坚定了自
己的想法：“阿布洛哈村的路还要修。”
沿着这条路走过数百遍，他逐渐有了新
的谋划。正在修建中的沿江高速公路
距离阿布洛哈村不远，吉列子日和村民
们都想修一条直达高速公路出口的快
速路。“我们想修更好、更多、更快的路，
让阿布洛哈村的农产品走出去，让外面
的产业和游客走进来。”吉列子日也将
这个想法写到了今年的建议中，希望能
进一步加大对美丽乡村旅游路产业路
资源路的支持力度。

第二年履职的吉列子日有了更充
分的准备，平日的积累从建议中体现，
围绕乡村振兴，不止从交通出发，他还
提到了产业发展集群建设和城镇建设
空间规划等多个方面，用数据和案例说
话，将笔记里的经验写到建议里。

新的希望正在阿布洛哈村悄然升
起：脐橙园里的果树正在抽枝发新芽，
村里几个孩子即将升入高三，连接高速
的快速路也进入勘测和规划阶段。“不
着急，慢慢来，一步一步走踏实，阿布洛
哈才会变得更好！”吉列子日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石芊
北京报道

吉列子日 受访者供图

阿布洛哈村新修的民宿。受访者供图

全国人大代表吉列子日：

一步一步走踏实阿布洛哈才会变得更好

当前，春耕备耕已由南向北逐渐展
开。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
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
期目标，明确粮食产量1.3万亿斤以上。

1.3万亿斤以上的目标，确
定依据是什么？

《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
规划(2009—2020年)》实施以来,我国
粮食产量连续迈上1.1万亿斤、1.2万亿
斤、1.3万亿斤的台阶。2023年我国粮
食产量达到1.39万亿斤，连续9年稳定
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生产实现“二十
连丰”。

近年来，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粮食
需求刚性增长，尤其是极端天气事件频
发、粮食生产不确定性增加，端牢饭碗
的压力不断加大。

虽然面临挑战，粮食生产也要稳中
求进。

对于今年粮食产量的目标，计划报
告进一步阐述了相关考虑：为夯实粮食
安全基础,粮食产量目标需要保持稳
定。同时,随着深入推进粮食等主要作
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以及高标准农田建
设加快、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
节粮减损等工作持续推进,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将稳中有升。

如何确保完成1.3万亿斤
以上的目标？

计划报告提出，扎实推进新一轮千
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稳定粮食播
种面积,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实施粮食
单产提升工程,布局建设粮食产能提升
重点县,加强作物田间管理和技术服务
指导，完善化肥保供稳价应对机制,做
好重大病虫害防控和农业防灾减灾救
灾等工作。

围绕粮食生产的关键，一系列实

招、硬招已经部署：
——抓好耕地。
计划报告提出，全面落实粮食安全

党政同责,严格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
任制考核。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优先把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
水利灌溉条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标准
农田,适当提高中央和省级投资补助水
平。加强退化耕地治理,稳步推进盐碱
地综合利用。

——攥紧种子。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种业振

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支持种质资源保护、育种创新、
品种测试、良种繁育基地等项目建设，
今年将选育推广生产急需的自主优良
品种,加快种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
台建设。

——提高“两个积极性”。

提高种粮农民和主产区“两个积
极性”至关重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加大产
粮大县支持力度，完善主产区利益补
偿机制。

据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将继
续提高小麦和早稻的最低收购价，实现
全国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
入保险的全覆盖，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
的补助水平，取消对产粮大县的资金配
套要求。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水稻研究所
所长胡培松表示，提高种粮农民收入、
种粮科技水平、种粮农民养老待遇；提
升农业保险服务能力，推进农户产加
销一体化经营，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强化对主产区的政策扶持，支持主
销区和主产区开展农业科技合作……
实施这些关键举措，将为粮食安全筑
牢根基。 据新华社

“二十连丰”后如何确保粮食产量继续稳在1.3万亿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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