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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新农村话说新农村R

乡村振兴，关
键在人，必须练内
功，补短板，着力
打造一支沉得下、
留得住、能管用的
乡村人才队伍

贵州榕江县兴华

乡摆贝村，驻村第一

书记领着村民在“村

超”现场摆摊、直播，

让“流量”变“留量”；

河南舞阳县刘庄村，5
任驻村第一书记接力

干，一个个特色产业

茁 壮 成 长 。 从 南 到

北，50 多万名驻村干

部扎根广袤乡村，兴

产 业 、美 环 境 、富 百

姓、强带动，成为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不可或

缺的力量。

乡 村 振 兴 ，关 键

在人。在乡村全面振

兴的“任务书”里，保

障粮食安全、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发

展乡村产业等，桩桩

件件，任重道远、责任

重大。与此同时，空

心化、老龄化、缺人才

等，是一些乡村面临

的现实挑战。选派驻

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

作队，让更多年轻人

和优秀干部参与到乡

村 全 面 振 兴 的 事 业

中，是一项制度创新，

更是加强党在农村工

作力量、打通政策落

实“最后一公里”的有

效举措。多年实践充

分证明，广大驻村第

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为乡村带来了先进理念、资金项目、技术服务等，加

强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

了重要人才支撑作用。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着力健全乡村治理

体系，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当前，乡村全

面振兴的各项工作，不仅有“夯实基础”“巩固成果”

的硬要求，更有“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新目标，这

对驻村帮扶工作提出新要求。尽管随着政策调整优

化，激励保障提升，驻村帮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

同时，也存在有的驻村干部进入角色慢，开展帮扶工

作办法不多等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练好内功，补

足短板，着力打造一支沉得下、留得住、能管用的乡

村人才队伍。

多沾脚底泥，当好农民群众“贴心人”。双脚踩

得实，工作就能抓得实。有的驻村干部走家串户问

冷暖，写成厚厚需求清单，记下满满民情日志。有

的 开 起 了“ 夜 谈 会 ”“ 坝 坝 会 ”，急 难 愁 盼 当 场“ 受

理 ”。 这 些 有 益 探 索 再 次 证 明 ，只 有 真 正 扎 根 泥

土，才能融入群众。拆掉“心墙”，畅通民心，找到

工作突破口，办成一件件实事，让农民群众可感可

及、得到实惠。

肩上扛稳责，当好乡村发展的“施工队”。广阔

天地，关键在干。驻村干部应发挥视野广、资源多等

优势，敢啃“硬骨头”，敢接烫手山芋、敢碰复杂矛盾，

真正为农民办实事。比如，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乡

村振兴的底线任务，防返贫监测、产业发展、就业增

收……各项工作挑战很多。做好驻村工作，必须聚

焦这一重点，关键时刻挺在前面，重要工作抓在手

上，细之又细落到实处。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驻村干部要开动脑筋，因

地制宜，找到切入点，让“千万工程”经验真正成为当

地乡村发展的“金钥匙”。

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沉淀真情。驻村帮扶工作

是奉献，是历练，更是光荣使命。一任接着一任干，

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真情付出，就能和广大

乡亲们一起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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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在方正，就能让北京的专家帮咱看

病，老方便了！”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人民

医院，正在复诊的退休职工李杰说。这些年，她一

直被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困扰。

2024 年以来，方正县积极推进医联体建设，县

人民医院与北京多家三甲医院建立了紧密医联体

合作关系。李杰的烦心事终于解决了。经过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专家的细致诊断及系统治疗，她的

血压渐趋平稳，困扰她多年的眩晕症状也逐渐

好转。

如今，李杰每天出门遛遛弯，有兴致时还跳跳

广场舞，子女们的担忧也一下卸了下来。

和李杰同样高兴的还有宝兴乡石家村村民高

凤芳。得益于县级医院人员下沉、远程医疗等手

段进行“传帮带”，基层医疗服务“神经末梢”被激

活了。

“村里的家庭医生帮咱建起了健康档案，还定

期上门体检，小毛病在村卫生室就能治好，稍微大

点的病也能通过电脑让县医院的专家诊断，耽误

不了！”高凤芳点赞。

据介绍，近 3 年方正县统筹投入 1.28 亿元，加

大医联体和医共体建设。全县投入 2464 万元，新

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升级乡镇卫生院，实现村卫

生室标准化全覆盖。整合县域内医疗资源，投入

1300 万元打造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平台，推动县、

乡两级医院互联互通、业务融合。

方正县委书记郑伟表示，将继续秉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的理念，持续强化医联体和医共体建

设，大力实施引才引智策略，积极深化对外合作，

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补齐基层医疗卫生诊疗能力短板，进一步缓解百

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黑龙江省方正县强化医联体、医共体建设

小病不出村  大病不出县
祝大伟   高洪刚

“家里一共 400 只羊 ，这是我第三年来杨

坊村‘借牧’了。”说这话的是青海省海北藏族

自治州祁连县峨堡镇黄草沟村一社的牧民宝

克，他“借牧”的杨坊村位于甘肃省民乐县南

古镇。

宝克告诉记者，家那边的草场牧草不够，以

前不得不提前储备过冬饲草，费时费力费钱，这

几年“借牧”，每年能节省成本 1 万多元，吃了秸

秆的牛羊膘肥体壮。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

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祁连县位于祁连山

南麓，这里的冰川雪水滋养着森林、草原，是雪

豹、野牦牛、白唇鹿等众多珍稀动物的家园，也

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我国第二大内

陆河——黑河就发源于这里。

如今，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如何在保

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好产业，实现生态

生产生活有机统一，是祁连县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

一直以来，畜牧业是祁连县牧民群众赖以

生活的支柱产业。“由于牛羊繁育和出栏具有明

显季节性，秋冬季节牲畜集中产仔后，草原正好

进入枯草期，繁殖羊群营养缺乏，加之精料补饲

成本过高，传统畜牧业发展模式亟待创新。”祁

连县委书记钢夫介绍。

向北翻过祁连山，就是河西走廊，那里海拔

相对较低，拥有丰富的秸秆等饲草资源，适宜规

模养殖。祁连县农牧户通过转场借牧，既让牛

羊有了充足的秸秆饲料，缓解了草场压力，也让

甘肃农区的乡亲们不用再为玉米收获后的秸秆

处理发愁。

在推进“借牧”进程中，祁连县多措并举，构

建起全方位保障体系。政策支持方面，与相邻

县域达成框架协议，在场地租用、饲草料基地建

设、机具购置等多方面给予大力扶持，激发农牧

民创新热情。机制建设上，构建起统一经营、养

殖、防疫、出栏、销售的一体化模式。此外，探索

制定全县农牧产业养殖及产品销售管理办法，

逐步增强市场议价权，切实保障农牧户收益。

经综合测算，实行“借牧”以来，农牧户户均增收

2.04 万元。

迄今，祁连县已有 392 户参与“借牧”，涉及

牛 7200 余头、羊 15 万多只。养殖新模式不仅为

牧民提供了增收新途径，更为祁连山生态保护

和绿色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如今，祁连县打造

有机畜牧业基地 5 个，认证有机牧场面积占可

利用草地面积的比例达到 90.82%，促进了草原

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青海省祁连县探索养殖新模式，实现跨区域资源互补

守住好生态  牧民富口袋
本报记者   贺   勇   曹继炜

“领到林业经营收益权证的林企和林农，从

金融机构得到授信，贷款扩大再生产，大家对以

林致富信心更足了。”江西省资溪县林业局党组

成员石银平介绍，从 2005 年开始颁发林权证，

到 2022 年颁发林下经济收益权证，再到如今涵

盖多种类经营的林业经营收益权证，资溪县不

断深化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激发生态资源

活力。

资溪县是观察我国集体林改不断深化的一

个窗口。我国集体林地占林地总面积的 60%，

涉及 1 亿多农户。20 多年来，集体林改接续推

进，成果持续巩固深化。各地围绕“山要怎么

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

这“林改四问”，积极探索、创新作答，交出了一

张张精彩答卷。

山要怎么分？
确权到户，加快推进集体

林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
权分置”

“一亩地冬笋能出 400 斤 ，春笋超过 1000
斤，乡亲们对发展笋竹两用林更有信心了！”竹

笋大丰收，让资溪县马头山镇霞阳村党支部书

记毛建华喜笑颜开。

发展笋竹两用林，是几年前村里确定的主

导产业。2024 年村里规划打造 300 亩笋竹林，

由村办企业霞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建

设。改造林地需要五六十万元，资金缺口成了

“拦路虎”。

转机出现在当年 6 月份。霞阳村集体获得

了资溪县颁发的全国首批林业经营收益权证，

经过评估，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 100 万元，难题

迎刃而解。

“林业经营收益权证不仅解决了我们的融

资问题，还能为我们发展多种林业经营提供凭

证，这下子底气更足了。”毛建华说。

完善产权制度，是农村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各地围绕回答“山要怎

么分”，开展集体林地确权颁证，全国共发放林

权证 1 亿多本，初步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

定心”，但也存在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经营权不

够活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各地加快推进

集体林地“三权分置”改革，落实所有权、稳定承

包权、放活经营权，为集体林业发展增动力、添

活力。

长期稳定承包权。近年来，林地承包期剩

余时间不足一个林业生产周期的情况越来越

多，如何稳定经营者预期？各地坚持承包期届

满延包原则，不将承包地打乱重分，确保绝大多

数林农原有承包林地继续保持稳定。江西省抚

州市率先开展延包试点，承包剩余期限 10 年以

内的，发包方可以依法提前确认延包合同，让广

大经营者吃下“定心丸”。“有了这个证，承包期

限延长到 2065 年，心里踏实多了。”抚州市广昌

县水南圩乡大庄村村民张启明拿着“林权延包”

不动产权证说。

加快放活经营权。林地经营权可以依法再

流转或者依法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流转期限

5 年以上的林地经营权可以申请登记发证，作

为林权抵押贷款、申报林业项目的凭证……这

些放活经营权的改革举措加快落地，资金、技

术、人才等要素加速汇集，广袤山林活力奔涌。

树要怎么砍？
    给予经营者更多自主权的
同时，提升集体林森林质量

最近，贵州省榕江县定威乡功贺村林农邓主

送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我采伐了 100立方米

杉木，收入 7万元，两个孩子的学费不用愁了。”

1987 年，邓主送与兄弟们一起投资投劳种

了 100 亩杉木林。后来，这片林子被划为地方

公益林，采伐受到严格限制。随着两个孩子相

继考上大学，邓主送迫切希望采伐成材杉木以

增加收入。2024 年 8 月，榕江县启动实施林木

采伐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允许有序开展公益林

采伐，邓主送的愿望终于实现。“开春后，我要在

采伐的林地上再种上楠木、杉木树苗，好好经营

我家的‘绿色银行’。”邓主送干劲满满地说。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工公益林、商品林多

为单一树种，已成熟或过熟的森林质量退化、生

态功能下降；但以往采伐限制较为严格、采伐审

批程序较为繁琐。着力破解资源利用困境，提

升森林质量和生态功能成为林农和林业经营主

体的心声。

2024 年 6 月，《贵州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将“创新林木采伐管理制度”列为

九大改革任务之一。对成熟、过熟的人工国家

二级公益林和地方级公益林有序开展更新性采

伐；人工商品林采伐限额分配方式由“按年分

配”变为“5 年总控”，林农 5 年内可根据林地生

产经营状况和市场情况自主确定采伐量。

2024 年，功贺村林农石记文申请采伐了自

家 30 立方米人工商品林。他告诉记者：“以前

每年采伐量是固定的，木材价格行情好也不能

多砍。现在政策放宽了，可以灵活安排每年的

采伐量，收入一下子增加了。”

围绕回答“树要怎么砍”，各地推进森林分类

经营和可持续经营，给予经营者更多自主权的同

时，着力提升森林质量。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原专职副主任徐济德介绍，各地完善经营管理，

支持和引导规模经营主体单独编制森林经营方

案，作为审批林木采伐、安排林业项目等行政管

理事项的重要依据；适当将森林生态区位不重要

或者生态状况不脆弱的集体林地依法调出公益

林范围；推广高效经营模式，实施森林质量精准

提升工程。这些举措提升了广大经营者的积极

性，促进他们加强森林经营，提升森林质量。

目前，全国集体林森林面积 21.83 亿亩，比

林改前增加了 5.5 亿亩；森林蓄积量 93.32 亿立

方米，比林改前增加了 48 亿立方米。广袤林区

绿意更浓。

钱从哪里来？
    林权抵押贷款等为生态建
设和产业发展注入资金活水

在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林权抵押贷款已

推出 10 多年，可在 2021 年，广坪镇吉朗村家庭

林场经营者龙丽云才第一次贷款。

“以前，我不愿贷。林业经营周期长、变现

难，贷款利息高、期限短，怕还不上。”龙丽云说。

“风险高，我们不太敢放贷。”会同农村商业

银行行长曾云坦言，以前，林权评估价值虚高，

贷款户到期后无力还贷，银行缺乏林权处置渠

道和机制。

从 2012 年到 2021 年，会同全县林权抵押贷

款总额不足 300 万元。

困局在 2021 年破解。会同县林业局副局

长杨海生介绍，那年，县里重新设计与优化原有

林权抵押贷款模式；县林业局林调队牵头负责

森林资源评估，县物价部门作出价值鉴定；贷款

降息，林农单户贷款额度提高到 1000 万元，还

款期限延长至 8 年；政府从财政拿出 2000 万元

作为兜底收储启动资金，同时实施森林商业保

险制度，让金融机构宽心……“近 3 年，累计放

贷 超 过 3 亿 元 ，撬 动 社 会 资 本 投 资 40 亿 元 以

上。”杨海生说。

敲开银行门，盘活万重山。围绕回答“钱从

哪里来”，各地纷纷像会同县一样进一步深化

改革。

将林权抵押贷款和林业经营主体贷款纳入

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范围；商业银

行林权抵押贷款不良率高出自身各项贷款不良

率 3 个百分点（含）以内的，可不作为监管部门

监管评级和银行内部考核评价的扣分因素……

近年来，约束与激励政策双管齐下，提升银行放

贷积极性。健全抵押林权快速处置机制，鼓励

社会资本开展林权收储担保服务，配套政策进

一步完善，打消银行后顾之忧。

各地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量身定制了许多

符合林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如公益林补偿收益

权质押贷款、林下经济收益权质押贷款、“油茶

贷”、“林农快贷”、“网商林贷”等，为林业生态建

设和产业发展注入源源金融活水。截至目前，

全国林权抵押贷款余额在 1400 亿元左右。

单家独户怎么办？
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提高经

营效率

“你看，这杉木长得多好，都 4 米多高了。”

抬手指着眼前这片茂密山林，福建省三明市沙

县区富口镇白溪口村林农杨孙忠说。

2020 年，他的家庭林场与官庄国有林场签

订了 1000 余亩林地合作协议，双方联合造林。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林地出材率明显提

升，林场首轮采伐卖了 300 多立方米木材，我分

到了 6 万多元。”杨孙忠说，他还揽下了家庭林

场内 600 多亩合作林地的日常管理任务，一年

也能增收 1 万多元。

三明市委常委、副市长杨兴忠介绍，市里建

立经营性收入激励机制，鼓励国有林场、林业龙

头企业与村集体、林农开展股份、托管等合作经

营，提高经营效益。目前，全市集体林地规模经

营面积已达 57%，每亩蓄积量从 7 立方米提高

到 10 立方米左右。

林改确权到户，极大调动了广大林农造林

营林的积极性。但在一些农村，人口老龄化、村

庄空心化问题较为突出，不少集体林缺少管护，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发挥很不充分。有数据显

示，我国集体林亩均蓄积只有国有林的 53%。

围绕回答“单家独户怎么办”，各地推动林

权流转和林业适度规模经营，林地经营效益稳

步提升。全国培育家庭林场、专业大户、林业合

作社等林业新型经营主体近 30 万个。集体林

业带动 4700 多万农民就业，集体林地每亩产出

约 300 元，比林改前增长 3 倍多。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业和草原改革发展司

司长王俊中介绍，为进一步破解单家独户经营

成本高、效益低的困局，各地积极探索林业适度

规模经营的有效模式，形成了一些好经验好做

法。江西省实施林业适度规模经营奖补政策，

浙江省推广林业股份合作经营，福建省推进林

业新型经营主体标准化建设，等等，这些做法有

效整合分散林地，促进“小山变大山”，提升了综

合经营效益。

改革增活力，创新出效益。绿水青山间，

“林改四问”不断涌现新答案，让群山更绿、林农

更富。

图①：福建省永安市青水畲族乡丰田村连

绵的群山。 黄   海摄（人民视觉）  
图②：湖南省常宁 市 烟 洲 镇 的 油 茶 种 植

基地。 周秀鱼春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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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业带动 4700多万农民就业，林地每亩产出较林改前增长 3倍多

“林改四问”新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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