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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地实际和农民
需求，补齐农村基础设施
短板

【镜头】

近日，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浆水镇南口

村，供水管网和污水管网改造完工。

63 岁的村民郭书魁在改造完成的厨房里

刷锅洗碗，“现在上下水管道都建好了，用水方

便又卫生。不像以前，用完的水要收集在桶

里，倒到门外，村道上都是污水，一到夏天苍蝇

乱飞，冬季结冰还不安全。”

不只是完善供水工程体系，南口村的农村

基础设施补短板工作也在持续推进。

傍晚时分，村民马立国开车回村，直接将

车停进了停车场。往家走的路上，村中主街道

路基已平整好，正为铺设沥青路面做准备，通

到家门口的小巷铺好了水泥路面。马立国说：

“沥青街道开起来顺畅，门前小巷走起来舒心，

村里条件跟城里差不多了。”

南口村党支部书记李魁英介绍：“这几年

村里陆续规划建设了停车场、村民文化广场，

在原有基础上将村里主路拓宽 1 米左右，铺上

沥青后再利用有效空间栽种绿植，村民出行更

方便，村庄也更美了。”

用上放心电，也是村里人关心的大事。南口

村积极争取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项目，村民自筹一部分，财政奖补一部分，在村

内的主要道路、小广场等地添置了太阳能路灯。

“120 盏太阳能路灯，不耗电就能照亮全

村，这样的变化从前真不敢想。傍晚光线一

暗，路灯就会自动亮起来，平均每天照明时长

有 8 个小时。”李魁英算起太阳能路灯的“经济

账”：每根 8 米高的灯杆，照亮范围为四周 30 多

米，亮度超过普通灯泡。总体算下来，全村每

年可以节约照明费用 2万多元。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好更要护好。南口

村党员干部划定责任区域，对水、电、路、照明

这样的基础设施情况进行常态化监测。

李英蕾是南口村的“水管家”，负责全村供排

水管道问题维修。有一次，李英蕾在微信群里看

到多名村民家里停水了，立即带上工具出门，查看

几个点位后，在村外沟渠发现水源地通往村里的

供水主管道断裂。他马上找来附近几名村民帮忙

挖出地埋主管道，对断裂部分进行更换。不到两

小时，汩汩水流又顺着管道输送到村民家中。

【专家点评】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

心副主任金书秦：

近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显著提

升，深刻改变了乡村面貌，让农村居民拥有可

感可及的获得感。但由于发展基础较弱、历史

欠账等原因，目前村内道路硬化、自来水稳定

供给、寄递物流等基础设施的短板依然比较突

出。下一步，要根据各地实际和农民需求推进

乡村建设，既要同区域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相

匹配，也要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相

适应。与此同时，要强化规划引领，有序推进

村庄规划编制，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为农民而建，要让农

民想建设、愿意干、能参与。在实践中逐步形

成规范的操作流程，有效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

权、决策权、监督权，引导农民全过程参与。

进一步提升农村公共
服务供给均等化水平

【镜头】

“颐养之家就在村里，吃得好、住得好，还

有市里的医护人员定期来给我们检查身体，日

子过得舒心。”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珠珊镇石

山村 89 岁的村民林国英说。

如何解决农村留守、独居老人养老问题？

为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渝水区启动颐养之

家医养结合试点项目，通过新建、改造、租赁村

民房屋等方式，在各村建起颐养之家，发展以

居家为基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

“原来一个人在家，经常有一餐、没一餐，

现在每天有现成的热菜热饭吃，还能和老伙伴

们一起打打牌、聊聊天，身体、精神都好了不

少。”下村镇罗家边村村民黄茂圣已在颐养之

家住了一年时间。

医养结合，让养老更有“医”靠。渝水区与新

余市中医院对接，由市中医院委派医生定期到各

村坐诊，乡镇卫生院委派医生协助坐诊，村医每

日坐诊，为每位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体检。

“每次市中医院的医生来，我都早早地到

诊疗室，拔一拔火罐，祛祛湿气。”林国英说。

在石山村颐养之家，医生会为老人艾灸、中药

足浴……每逢节假日，还有志愿者给老人送

米、油、鸡蛋等物品。

渝水区颐养之家运行经费按照每人每月

不低于 350 元的标准，老人自费一部分，市、

区、乡镇分别补贴一部分，逐步改变了过去乡

镇公办敬老院规模有限、供给不足的问题，也

解决了家庭养老供给缺位的状况。

目前全区 182 个行政村建成运行颐养之

家 304 个 ，吃 住 一 体 点 33 个 ，入 住 老 人 4528
人，对有需求的老人实现基本覆盖。

渝水区还积极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服务能力建设。珠珊镇卫生院每年组织 1

至 2 名乡村医生到市区医院培训学习，目前镇

卫生院有 7 人持有全科医师证，村民不用出

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专家点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

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琦：

我国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完善，教育、

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实现了立体化覆

盖。但从整体来看，城乡公共设施的布局仍存

在不均衡问题。对此，应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的均等化和标准化，在城乡范围内建立统一

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与此同时，应提升乡村

学校、医院对农民的吸纳能力，推动医疗和教

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延伸覆盖。

近年来各地投入相当数量的公共资源用

于改善农村教育和医疗条件，但在一些地方存

在公共设施被闲置现象，造成公共资源浪费。

对此，应以新型城镇化为切入点，基于县域构

建城乡教育、医疗资源的共建共治共通共享机

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双向流动，提高利用效

率和供给质量。

联通生产与生活，打造
良好生态环境

【镜头】

走进湖北省秭归县两河口镇，街道干净整

洁，河渠清澈见底，村组道路上看不见一点垃圾。

这得益于当地因地制宜探索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垃圾分类要先跟村民讲明白道理，要让

大家知道这是件好事。”两河口镇太坪村党总

支书记邓邦红说。

不只是太坪村，经过动员宣传，垃圾分类

投放已经融入了两河口镇村民的生活。用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两河口镇 12 个行政村、125
个村落将垃圾分类知识和环保理念宣传到各

家各户，垃圾分类成了村里的“新风尚”。

垃圾分好类，如何处理？秭归县向各村推

广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治理的理念，鼓励

村民将垃圾无害化处理和再利用。

“剩菜剩饭拿去喂猪；烂了的水果、中药渣

倒进沤肥桶用作肥料；纸壳子、烂木头、枝子棒

棒这些，晒干可以引火……”邓邦红在垃圾分类

工作推进会上向村民们普及，让“枝枝草草变燃

料、易腐垃圾变肥料、剩饭剩菜变饲料、纸壳瓶

罐变钞票、有害垃圾不乱撂”。经过一段时间的

学习和实践后，太坪村将玉米秸秆粉碎做成了

牲畜饲料，云盘村将玻璃瓶用来做庭院里的装

饰墙……垃圾变废为宝，点亮美丽乡村。

生活垃圾就地分类减量，垃圾少出村、不

出镇，大大减少了各村垃圾清运任务和成本。

截至目前，两河口镇农户垃圾源头分类减量率

达 70%，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正确率达 98%。

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三峡库区重

要生态安全屏障，秭归县也十分注重农业生产

面源污染治理。

秭归县是脐橙之乡，也分布着 60 多家养

殖场、3 万多户养殖户。秭归县推动畜禽养殖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引入经营主体，通过

收集养殖鲜粪污，经过预处理、混合、发酵、再

调制、粉碎等程序，形成生物有机肥，输送给种

植脐橙的农户。随着橙农们绿色种植理念增

强，生物有机肥的需求量增加很快，过去被嫌

弃的畜禽粪污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

秭归还深入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

大力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水肥一体化、山区

“果—沼—畜”模式，建立绿色防控核心示范区

1 万亩，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无害化处理率达

75%，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成功创建

全国首批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示范县，入选全

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县。

【专家点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教授程国强：

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事关广大农民

福祉和健康，是农民群众的深切期盼。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应因地制宜、分类推

进。比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要探索源头分

类减量与资源化利用、就地就近就农处理利

用 路 径 ，健 全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收 运 处 置 体 系 。

同时，应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汇聚全社会参与

乡村建设的合力。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

要激发村民有效参与的内生动力。还要依靠

科技创新，破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中的

关键技术问题，鼓励科研机构企业加大新技

术新产品研发力度。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的最大优势和宝

贵财富。随着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将吸引更

多人才返乡入乡创新创业，促进农民就地就近

就业创业。挖掘乡村生态涵养、休闲体验等功

能，从单一的卖产品向“卖风景”“卖体验”等转

变，促进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上图：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犁桥

村，竞相绽放的油菜花与乡村公路构成了美丽

的生态田园画卷。

陈 晨摄（人民视觉）

让乡亲们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本报记者 李晓晴

■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本版责编：常 钦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R

“我要在院子里摆坝坝宴，让亲朋好友来看看村里的变

化。”看着焕然一新的院坝，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六角嘴村村

民康华仙高兴地说。

变化发生在菜园、田园、便民村道。拥有 1280 个村（社

区）、291.4 万农村人口的内江市，针对农村风貌较为杂乱、基

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配套不足等问题，以农村面貌改善行动

为抓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随 着 乡 村 建 设 的 持 续 推 进 ，不 少 村 庄 悄 然 发 生 变 化 。

资中县银山镇岗石村，“橙丰小院”危旧房得到改造，院落干

净整洁，村民们闲暇时在新建的小广场上下棋聊天；东兴区

田家镇正子村，生活污水有效处理，农户在门前用竹篱笆围

成“微菜园”“微果园”，发展庭院经济，“春赏花秋有果”。

为了稳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内江市实行市、县、镇、

村四级联动，近 3000 名干部下沉乡村一线，成为推动工作的

“领头雁”。干部示范带动，让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充分激

发。7.5 万户农户积极投工、投劳、投资，从“旁观者”变成“参

与者”。全市 1.2 万余名能工巧匠、本土人才投身农村面貌改

善行动，用一技之长为建设和美乡村添砖加瓦；200 余家企业

参与结对帮扶，撬动社会资本超 2000 万元，形成全社会共同

支持、参与推进农村面貌改善的合力。

春日暖阳里，不少人前来隆昌市金鹅街道光辉村参观学

习。“高标准农田建设、美丽乡村路等近 10 个基础设施及产业

项目落地，乡村发生‘蝶变’。”光辉村党委书记彭良富说。从

“面子”到“里子”，内江广大乡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增

强乡亲们的幸福感。

环境好了，返乡的村民多了。据统计，内江返乡定居或安家

人员大幅增加，已有 3903户长期外出农民返乡改造或新建住房。

“目前首批实施的 18个镇（街道）已取得明显成效，第二批目标镇

（街道）正在谋划启动。”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丹介绍，内江将按

5年 5个批次推进全市 70个镇和 7个涉农街道农村面貌改善工作。

四川省内江市实施农村面貌改善行动

乡村面貌新 生活更舒心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河北省内丘县南赛乡北赛村酸枣基地，一丛丛酸枣树布

满山野，乡亲们正忙着整形修剪、补植补造。“现代管理技术加

持，基地实现规范化种植、标准化加工，打造‘公子峪’品牌，发

展酸枣产业信心更足了。”基地负责人闫振国说。

河北农业大学中国枣研究中心研究员毛永民介绍，内丘

具有山地、丘陵、平原三种地貌，砂质偏碱性土壤。当地的海

拔、温差、光照、地形等为酸枣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选果、取肉、灭菌、榨汁、灌装……走进位于内丘县工业园

区食品园的邢台润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

忙个不停，加工好的酸枣汁通过传送带送达包装车间。

“酸枣虽小，全身都是宝。”公司总经理李迎秋介绍，一颗指

甲盖大小的酸枣，除了枣仁可加工成中药材外，枣肉可以加工

成枣面、枣片，也能酿制饮料，枣壳是制造酸枣枕、活性炭的原

料，酸枣树的嫩叶也可制茶。“公司去年销售额 2000 多万元，今

年酸枣原汁、酸枣膏等产品销量看好。”

为把酸枣的价值“吃干榨净”，内丘县大力推进酸枣深加

工，培育了润玉食品、扁鹊制药等多家年加工能力在 500 吨以

上的企业，注册了“润玉”“沃岭”等 10 余个品牌。全县从事酸

枣加工人员 1.5 万余人，经营主体 1000 余家，年加工酸枣 18 万

吨左右，产出酸枣仁达 6000 吨。

随着产业的发展，内丘酸枣产业的“枝条”上，还生出设

备加工、康养、文旅、休闲等“新叶”。成立酸枣保护区，完善

酸枣仁产业标准化体系，谋划建立酸枣研发中心、争创国家

地理标志、推广“枣仁贷”系列金融产品、成立酸枣产业发展

商会……

一颗小酸枣，一个大产业。2023 年，全县人工酸枣标准

化种植面积 7.5 万亩，酸枣产业年产值超 55.8 亿元，带动 3 万

余名群众增收致富，枣农人均年增收 1 万元左右。内丘县委

书记管志民说，内丘将以酸枣产业为突破口，通过“融合+”，

促进文化旅游、健康等多种业态发展。

河北省内丘县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

小酸枣长成大产业
马 晨 王 芳

从 农 业 生 产
一线的需求出发，
在农村扎下来、沉
下去，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将先进的
农业科技带到田
间地头，将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为农
民可用的种植养
殖技术，助力农业
发展、农民增收

春耕春管一线，农民

辛 勤 耕 耘 ，农 机 驰 骋 沃

野，一幅幅“科技春耕图”

中，有不少农业科技工作

者的身影，他们奔忙在田

间地头，把先进适用技术

送到农民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

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

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

膀。”农业现代化，关键是

农业科技现代化。世界农

业发展史充分表明，科技

是农业发展的原动力和驱

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稳

步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

献率超过 63%，既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强劲

动能，也为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

创新整体水平迈进了世界

第一方阵，但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同世界先进水平

相比还有差距。尤其是农

业科技创新成果如何有效

转化、科技推广体系如何创新、技术到户率如何提升等是

亟待突破的问题。以粮食生产为例，有测算表明，在生产

条件相同、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到户

率，粮食单产提高幅度可达 10%以上。因此，我们迫切需

要让实验室里的农业科研成果在广袤的田野落地生根，

让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更好惠及广大农民。

农业现代化关键在人才。让更多科技成果扎根田

间，要有更多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主动连接起“象牙塔”和

“泥土地”。从农业生产一线的需求出发，积极走出实验

室、走出学校，深入到祖国广袤的乡村中。在农村扎下

来、沉下去，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将先进的农业科技带到

田间地头，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农民可用的种植养殖

技术，助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

国，生前每年扎根基层 200 多天，让 140 万亩荒山披绿，带

领 10 万农民脱贫致富；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熺一直奋

战在科研和扶贫一线，帮助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种菇脱贫

……正是有了这些农业科技工作者扎根农村，当好农业

科技的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才有了一项项先

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开花结果，一户户农家的生活发生幸

福变迁，一个个乡村实现华丽蝶变……

创新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让更多科技成果

扎根田间，要不断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加

强顶层设计，协同各方联动，通过搭建农业科技资源网络

共享平台、供需对接平台，建立农业科技小院等新型农技

推广交流载体，以产学研一体化、信息技术智能化等方

式，加强农业科技研究成果与农业生产有效对接，真正实

现农业产业化“全链条升级”，让农业科技成果尽快实现

“从实验室到田间再到餐桌”的转化，不断提高我国农业

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乡村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时代正呼唤着广大农

业科技工作者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接续奋斗，播撒更多

科技兴农的种子，让农业科技之花在田野上绚烂开放，和

乡亲们一道奋力绘就乡村全面振兴的美丽画卷。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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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
动，大力改善农村水电路气信
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持
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
居宜业和美乡村”。各地在改
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方面进行了哪些新探
索？在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
设方面积累了哪些新经验？
今后如何进一步提升乡村建
设水平？记者就这些问题进
行了采访。

核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