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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强起来——

加快补齐乡村养老、教育等
公共服务设施短板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在重庆市璧山区七塘镇阳岫村敬老院，一

阵阵嘹亮的歌声传出。

“住在敬老院挺好！”李宗伦老人说，“平日

里，我和老伙计们聊天、唱歌，一点也不觉得

闷。伙食也不错，早餐鸡蛋馒头任意挑，午餐晚

餐四菜一汤不重样。”

几年前，李宗伦还为自己的养老问题犯难：

膝下无子女，遇到急事，都找不到人。在村里，

像李宗伦这样的老人还有不少。几年前，村里

建 起 了 敬 老 院 ，39 位 老 人 实 现 了 集 中 互 助

养老。

为破解农村养老难题，近年来璧山区加大

投入，建设一批村级幸福院、互助养老点、日间

照料中心，全区行政村将基本实现养老服务设

施全覆盖。

农村老人有地方养老，更要提升他们的生

活质量。“农村养老服务要进一步提档升级。”

璧山区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区里加快对养

老院集中改造提升，配齐休息室、棋牌室、卫生

室 等 ，进 一 步 加 强 医 养 结 合 ，提 升 养 老 服 务

质量。

居住条件不断改善。“老人们腿脚不方便，

今年养老院新装了电梯。无线网络覆盖了，不

少老伙计开始上网了。”李宗伦说。

医 养 服 务 更 有 保 障 。“ 这 是 营 养 配 餐 ，大

家多吃点。”午饭时间，阳岫村敬老院工作人

员佘林川悉心提醒。“最近，我们邀请了医院

营养师，设计了健康膳食。此外，医生定期问

诊，加强疾病预防和常见病处理。”佘林川介

绍道。

让农民老有所养，各地持续发力。全国农

村地区已有养老机构 2 万多家，幸福院、颐养之

家等互助养老设施 10.8 万个，初步构建起多层

次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

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完善，广大农民幸福生

活有保障。“近年来，我国加大力度补上农村公

共服务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扩大公共服务覆盖

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

国祥说。

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提质扩面。在许多

乡村学校，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教学设备运用于

日常教学中。

“投影仪成了教室的标配，老师把作文放上

去，全班同学都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大家听课听

得津津有味。”在璧山区团坝村逸夫小学学生陈

思露的印象中，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学习条件一

年比一年好，课桌椅高低合适，写字不用趴着；

教室里装上空调，夏天不怕热了。

截至 2020 年底，已有 26 个省份、2809 个县

实现了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教育部等

有关部门提出，今后将持续改善农村基本办学

条件，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城乡、区域差距，逐步

实现义务教育资源均等化。

软件跟得上——

文化教育服务内容更丰富，
农民脑袋“富”起来

天一擦黑儿，一声大鼓划破村庄的静谧。

在山东省夏津县郑保屯镇柳元庄村，“春雨文艺

轻骑兵”小分队的表演开始了。

热闹的舞曲，让李春英坐不住了，她拎起小

板凳，直奔村文化广场。台上，戏服鲜艳，戏腔

铿锵。台下，村民听得津津有味。

“家门口就能听戏，过瘾！”李春英细数变

化：剧目多起来了，既有传统剧，也有现代剧；名

角也不少，省市里的演员经常来村里表演。

演出结束，庄户剧团又开始排练新剧。“在

县里扶持下，我们几个爱好吹拉弹唱的村民组

织起来，成立了庄户剧团，把村民身边的事编成

节目，大家伙可爱看了。”柳元庄村庄户剧团团

长王世芳说。

富口袋也要富脑袋。目前夏津县扶持庄户

剧团 14 个，挖掘、培养基层文艺人才 1000 多人，

开设剪纸、京剧、书法、美术等培训班，还组织农

民书画展、农民歌手大赛、广场舞大赛等系列文

化活动。夏津县文旅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接下

来将继续实施“群众点单，政府配送”，进一步丰

富乡村文化服务供给。

伴随乡村文化振兴深入推进，广大农民群

众的生活日益丰富。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建成

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57.5 万多个，建成文

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县（市、区）分别达到

2578 个和 2397 个。

公共服务“软件”不断优化。各地推进城

乡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一 体 化 建 设 ，引 导 优 质

文化资源和文化服务更多向农村倾斜。在义

务教育方面，许多地方借助“互联网 +”，让城

乡 学 校 老 师 同 备“ 一 堂 课 ”，学 生 同 上“ 一 堂

课”，乡村学校师资不断优化，教学水平不断

提升。

机制更完善——

推进标准统一、制度并轨，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需要建立城

乡 公 共 资 源 均 衡 配 置 机 制 ，逐 步 实 现 标 准 统

一 、制 度 并 轨 。 各 地 在 体 制 机 制 上 不 断 探 索

创新。

山西省宁武县地处吕梁山深处，不少村子

位于山沟沟里。村民居住分散，村卫生所设施

简陋，村民看病不便。宁武县瞄准农村医疗薄

弱环节深化改革。

西马坊乡后吴家沟中心村村民吴海军患有

强直性脊柱炎，长期卧床，医药费一度让他不堪

重负。“现在有了医保兜底，咱不用发愁了。”吴

海军说。

为缓解农民看病贵，宁武县推出“136”政

策，即在县域内、市级、省级医院住院，同一年度

目录内个人自付封顶额分别为 0.1 万元、0.3 万

元、0.6 万元。

宁武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局长孙成英介

绍，县里把大病、特殊慢病、长期慢病门诊医疗

费用个人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 80%，脱贫人口

个人实际报销比例住院不达 90%或门诊不达

80%的部分，由医疗救助资金补足，医疗救助资

金出现缺口，由县财政补足。

为缓解乡亲们看病难，县里统筹城乡医疗

资源，打造紧密型医共体，建立农村 30 分钟医

疗卫生服务圈，让优质医疗资源向农村延伸。

家住凤凰镇西关村的王来英，平日独自居

住。前阵子她觉得不舒服，赶紧联系村医。村

医姚俊丽几分钟就赶到，先让老人口服速效救

心丸，然后立即开转诊单，“无缝对接”送到县医

院就诊。

县医院“以大带小”，乡镇医院、村卫生所标

准升级，紧密型医共体让“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诊疗模式逐渐形成。宁

武县财政累计投资 531 万元，维修、改造、新建

137 个中心村卫生室。同时，县里实施村医选

聘考核制度，让更多优秀的人才回到乡村，成为

农民健康守护人。

“村卫生室设备全了，村民愿意来看病，我

也有了用武之地。”在化北屯乡宁化中心村卫生

室，杨丽琦忙着给老乡看病。大专毕业后，她通

过乡村医生考试，竞聘上岗。在宁武，全县村医

大 专 以 上 学 历 占 比 33.2% ，中 专 学 历 占 比

66.8%。

在全国，更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乡

亲们获得感满满。截至 2020 年底，全国 50.9 万

个行政村共设 60.9 万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人

员达 144.2 万人，567 个县已建成 4028 个县域医

疗共同体。

今年以来，各地因地制宜，选建一批中心卫

生院，提升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能力，采取执业

医师派驻、巡诊等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家

门口看上病。

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今年以

来 ，各 地 加 快 完 善 城 乡 公 共 资 源 均 衡 配 置 机

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

逐步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轨。加大体制机制

创新，健全统筹城乡的就业政策和服务体系，

推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向乡村延伸。统一完

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重大疾病

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为广大农民织紧织密健

康防护网。

图①：湖南省洞口县花园镇留守儿童托管

之家，孩子们在辅导员带领下开展活动。

滕治中摄（人民视觉）

图②：海南省万宁市北大镇北大村，村医

黄业来为 83 岁的苗族老人钟玉梅检查身体。

袁 琛摄（人民视觉）

图③：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夹塘社

区文化广场，村民在观看戏曲表演。

葛传红摄（人民视觉）

公共服务暖人心 农民生活更幸福
本报记者 王 浩 乔 栋 刘新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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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过好，先种草！”在湖南省岳阳县毛田

镇，听到不少农民这样说。

种草也能致富？“当然能！”种植户陈启旺

说，艾草种下后管护难度小，不用施肥打药，每

年可收割 3 至 4 茬，“今年的艾叶长势不错 ,已经

是第二茬采收了，亩均产出 1000 多斤，每亩每

年收入可达 4000 元，还不耽误打工”。

“我们努力让艾叶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

叶子’！”毛田镇人大主席龙新宇介绍，艾草产

业市场空间大、产业链长，是镇里精心培育的

富民产业。

选准产业，品牌化引领集约
化发展

为什么选艾草作为富民支柱产业？

镇党委书记续广宁介绍，毛田镇位于铁山

水库水源保护地核心区，只能发展生态产业。

2019 年，续广宁带队到长沙、武汉、无锡等地调

研，看到当地大街上艾灸馆生意红火，大家都想

起了家乡的艾草：“咱们有种植艾草的传统，能

不能打造成特色产业呢？”

说干就干。“发展乡村产业，没有组织引导

难以形成聚集效应，没有分工难以提升效率。”

续广宁说，镇里出台扶持政策，注册艾草品牌，

培育合作社，由合作社带领群众种植艾草，还将

部分艾条加工任务交给易地扶贫搬迁户，镇里

给予资金补助。

政府引导、合作社主导、农户参与、订单生

产，小艾草串起一条产业链，带动全镇 180 多户

农户发展，其中脱贫户 100 多户。

“家门口上班，每个月能挣 3000 多元，还

不耽误照顾老人和孩子，小艾草给我家带来了

好日子！”在八斗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脱贫户

许国敏在家里一边卷艾条一边说。这些艾条

包 装 后 ，由 合 作 社 通 过 电 商 平 台 销 往 全 国

各地。

岳阳县亭上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许三星

介绍，目前合作社流转了 2000 亩土地，艾草种

植有了规模，在市场上有了议价权。

供给侧发力，全产业链促进
农民稳定增收

确保脱贫不返贫，做强产业是关键。毛田

镇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延长

艾草产业链，发展起艾条、艾包、艾叶茶等多元

产品。

“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直接供货和预约

订单模式，将供需两端对接起来。”续广宁说，

“目前乡亲们种植的艾草，经加工后直供城里的

中医院、艾灸馆等终端用户，今后条件成熟，我

们还要到城里去自建艾灸馆。”

“如今城里人都在追求健康，对艾灸的需求

量大，毛田镇大力发展的艾草产业，市场潜力很

大。”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中医医院院长殷向东

表示，毛田镇的艾草生长于无污染的环境中，品

质优、药效好，惠山区中医医院已与毛田镇合

作，打造艾草全产业链。

合作带来双赢。惠山区中医医院的艾灸专

科开发出了艾草的多种用途，比如用于燃香去

除室内甲醛、防蚊虫，通过水服治疗感冒，用艾

草灰治疗脚气等。需求拓展，促进了供给侧产

品种类的丰富。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我们希望

更多的合作伙伴来到农村，共同做大做强乡村

特色产业，促进乡亲们稳定增收致富。”续广

宁说。

湖南省岳阳县毛田镇打造特色产业全产业链

小艾草点亮致富梦
本报记者 潘少军

本报电 （记者朱隽）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日前发

行 3 年期支持“南繁硅谷”建设主题金融债券，总计

30 亿元。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南繁科研育种基地

建设、育繁推全产业链一体化建设、南繁种业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等重点领域的贷款投放。

近年来，农发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引领和

示范作用，坚决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

力支持现代种业发展。农发行海南分行主动做好金

融 服 务 ，助 力“ 南 繁 硅 谷 ”建 设 。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21 年 6 月末，农发行海南分行累计支持种业企业

11 家，支持种业建设项目 14 个，审批金额达 58.15 亿

元。此次农发行发行支持“南繁硅谷”建设主题金融

债券，将通过资金支持，推动人才、科技要素汇聚，进

一步助力种业发展。

据介绍，农发行今后将加大对现代种业发展的

金融支持力度，聚焦种业“卡脖子”技术创新推广运

用，积极支持种子企业做优做大做强，大力支持种业

基地、创新平台及项目建设等，全方位助力打赢种业

翻身仗。

农发行

发行金融债券支持现代种业发展

着力发挥信息
化在推进乡村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中的基础支撑
作用，构建乡村数
字治理新体系，让
乡村社会更加充满
活力、和谐有序，让
广大农民在乡村善
治中不断提升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村民通过手机，就可

以了解村里的各项开支、

工程项目等村务信息；大

家 关 心 的 社 保 医 保 等 业

务，足不出户就可以在手

机上办理；村里开展平安

巡防、人居环境治理等活

动，以微信小程序推送任

务单，几分钟就被村民抢

单接单……在浙江农村采

访，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

的创新实践遍地开花，有

力促进了乡村善治，促进

了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

的基石，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保障。近年来，随着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

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社会

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

民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

客观上要求乡村治理不断

创新方式、提升现代化水

平 。 数 字 化 赋 能 乡 村 治

理，既能为提升乡村治理

科学性、时效性等提供科

技支撑，也能为乡村治理

现 代 化 提 供 新 的 方 法 路

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

确提出，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繁荣发

展乡村网络文化，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

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能加快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一些地方在农村推广

“互联网+党建”，通过健全农村基层党建信息

平台、加强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等措施，促进基层

党组织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有的地方运

用“移动议事厅”等网络平台，引导广大村民积

极参与乡村发展的讨论，有力提高村务决策的

民主性和科学性。

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能为乡村发展营造

风清气正的环境。不少农村运用“村民微信群”

“乡村公众号”等，加大基层党务、政务、村务信

息公开，赢得了广大群众对基层工作的支持，很

多干部反映可以甩开膀子放心干事了。搭建便

民互动的数字化监督平台，不断增强网络监督

处置的及时性、主动性和透明度，可以有效促进

农村基层权力规范运行。

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能有效提高乡村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

好处。依托在线服务平台，不少农村推广“最多

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模式，推动政务服务网

上办、马上办、少跑快办，大幅提高了群众办事

便捷程度。有的农村实施“雪亮工程”，深化平

安乡村建设，广大农民的安全感大幅提升。一

些地方通过“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助推建设

法治乡村，农民群众依法维权更方便，法治意识

也明显增强。

数字化浪潮奔涌向前，深刻影响着人们的

生产生活方式。加快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提

升效率，畅通渠道，服务便民，让乡村社会更加

充满活力、和谐有序，让广大农民在乡村善治中

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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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施乡

村 建 设 行 动 ，继 续 把 公 共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的 重 点 放 在 农 村 ，在 推 进 城 乡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均 等 化 上 持 续 发 力 ，

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

生建设。”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

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各地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

兴中，聚焦农民群众在养老、教育、医

疗、文化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持

续补短板、建机制，不断提高农村基

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水平，推进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系列暖心举

措让农民生活更幸福。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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