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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森林督查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一）进一步健全完善森林资源监测监

管机制。巩固“覆盖全省、分级负责、上下联

动、齐抓共管”的森林资源监测监管机制，督

促落实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

（二）遥感判读森林资源变化情况。

以2020年度验收的森林资源管理“一张

图”为基础，采用遥感技术，判读林地、林

木资源变化图斑，形成森林资源遥感判读

数据库，为全省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提供基

础支撑，逐步实现全省森林资源“一张图”

管理、“一个体系”监测、“一套数”评价。

（三）开展市县自查、省级检查和国家

抽查复核。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实地验证

等方法，核实林地、林木资源变化图斑，补

充有关变化图斑和属性信息，更新森林资

源管理“一张图”，形成截至2020年底的森

林资源现状数据库和变化数据库。

（四）依法开展违法问题查处整改。

结合全省打击毁林专功行动，全面清查党

的十八大以来非法侵占林地、毁林开垦、

滥砍盗伐林木、违规拆分审批、临时用地

逾期使用或不按规定恢复植被和林业生

产条件、违规调整和破坏国家级及省级公

益林等问题。构建全省破坏森林资源违

法案件数据库，建立案件台账管理和查处

销号制度，实行案件查处情况动态管理。

(五）开展森林督查“回头看”。对上年

度森林督查自查质量、整改完成情况开展

核查督导，持续推动整改落实，确保查得

准、改到位。 （未完待续）森林督查宣传专栏

中原印记中原印记
追寻初心追寻初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我国的农业经济实行了一

系列改革。其中，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政治和经

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起点。

1978 年 11 月 24 日，安徽

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18

位农民秘密签订包干保证

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

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

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

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

的小孩养活到18岁。小岗村群众当时这个举

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

伟大的创举。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

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

全队 1966 年到 1970 年 5 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1980年5月31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

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也

对这一举动表示了明确的支持。

1982 年 1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

个关于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

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的生产责任制。此后，在中央1号文件的指导

下，全国各地农村开始纷纷实行以包产到户、包

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9年春，中共宝丰县委、县革委在部分大

队进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试点。1980年5月，宝

丰县农村社队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包产到

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并逐渐发展成为

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生产责任制，坚持“三不

变、四统一、五定一奖到劳力”，即生产资料所有

制不变、基本核算单位不变、生产队统一分配不

变，统一计划、统一种植、统一管水用水、统一使

用牲畜和中小型农具，定劳力、定地段、定投资、

定产量、定工分，超产奖励、减产赔偿。从而调

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

1981 年，宝丰县废除原工分分配制，推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把集体土地联产承包

给农户经营，其收入在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

之后，余者均归农户。当年，全县农业总产值

8066 万元，较 1979 年增长 20.33%，粮食总产

13419万斤，较1979年增长4.1%。

全县土地承包分三种形式：一是“两田制”，

约占行政村总数的5%，即责任田和自留田；二是

“三田制”，约占行政村总数的30%，即自留田、责

任田、经济田或机动田；三是“四田制”，约占行政

村总数的65%，即责任田、经济田、机动田、自留

田。有的乡村，在“四田制”基础上实行“四田交

叉承包制”的形式，效果良好。这种形式的基本

内容是：自留田按现有规定分配，经济田按提留

和统筹总额安排，但总额不超过总面积的15%，

机动田按总面积的5%—10%安排，经济田和机动

田均可承包给有交款能力和劳力多的农户，其余

耕地为责任田，由农户平均分配使用。对于每年

人口增加或减少的问题，采取在当年冬播前，增

人在机动田内调整，减人在其责任田内把应减面

积转换为经济田，仍由其交款承包耕种。机动田

在承包期内不够增加人口分配的，可在经济田内

调整使用，以减少调整土地的次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后，宝丰县

的农业生产获得了突破性发展。1984年，全县

粮 食 总 产 15140.8 万 公 斤 ，比 1978 年 增 长

25.95%；农业总产值12664万元，比1978年增长

1.39倍。 图文资料来源：宝丰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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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蒙古草原出现一支以马匹做交通工

具，深入放牧点进行文艺宣传，号称“乌兰牧骑”的

宣传队。上级号召推广内蒙古“乌兰牧骑”宣传队

经验。宝丰县委从机关、学校、企业、厂矿和县剧

团抽调12名热爱文艺并具有吹拉弹唱技能的男

女青年，建成宝丰县“乌兰牧骑”宣传队。他们以

服务中心，服务生产建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弘

扬好人好事新风尚，揭露封建迷信陋习为目的，让

人们在娱乐和欢笑中受到教育和启发。

宣传队人员少而精，节目短而多，行动简而快，

以文艺演唱形式深入街头巷尾、集市庙会、厂矿企

业、田间地头、大村小寨，演出文艺小节目，不到一

年，演出大小场100多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轻骑队受县委宣传部直接领导，队长由某学

校校长朱团担任，宣传部陈干事具体指导。队员

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集体食宿，队员的工资由原单

位按数额转入轻骑队发放。轻骑队队员早晨学习

政治、唱歌、排练，白天晚上到街头演唱。轻骑队

活动遍及城乡，东至香山脚下，西到观音堂山区的

罗顶、三间房，南到鲁山境内的昭平台水库都留下

他们的歌声。

轻骑队工作条件艰苦，但队员干劲大，近距离

演出通常步行，拉架子车。每到一地，不搭舞台，

不用道具，只挂一幅“宝丰县轻骑队”的横幅，设一

张桌子、几条凳子就能开场。演出不收费，吃饭在

群众家派饭，每顿按规定交三两粮票一角钱，不给

村上添任何麻烦。演出的节目有相声、快板、山东

快书、坠子、二夹弦、曲剧清唱、小品、歌舞、小剧目

等。剧本有移植的，多数是自己创作的。内容丰

富多彩，形式短小精悍。队员崔全波在昭平台水

库即时即地编了山东快书《红旗插在宝丰团》，对

民工士气鼓舞很大，收到团部领导的高度赞扬。

队长朱团在小品《游乡》中顶男女两个角色，逗得

人哈哈大笑；女队员过小荣清唱豫剧《抬花轿》赢

得阵阵掌声。

轻骑队队员们不怕苦、不怕累、不为名利，一心扑在送文艺下

乡的演出上。他们演出节目的服装按角色是个人自己找的，化装

品是个人自备的。女队员过小荣等6人表演歌舞穿的红色舞蹈

服，是她们个人从自己微薄的工资挤出20多块钱（相当于每人近

一个月的工资）统一制作的。轻骑队的精神、轻骑队的干劲、轻骑

队的表演，让人们赞不绝口。

当年的队员过小荣、朱团等同志谈起那时的情况，他们都

说：“当时大家都很年轻，没有私心杂念，没有什么家庭负担，只

是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想着群众欢迎、领导支持，加上个人

对文化艺术的挚爱，一心扑在工作上，送戏下乡，群众快乐，我们

也快乐！” 来源：宝丰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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