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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 医 疗 卫 生 、 教 育 、 养 老 托

育、文旅体育、社会福利和社区综合
服务等将提标扩面

“原有床位480张，新医院建成后床位数
将增至840张。”最近，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
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张凯一直紧盯着县人民医
院建设项目的进展。他介绍，目前项目已完
成急诊大楼、医技楼主体修建，正进行室内
装饰装修及专业化配套工程施工。

谈及新医院的建设，张凯对本报记者
说，金沙县城区人口近19万人，目前有县人
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等 6 家县
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拥有床位 1270 张。

“这几年，我们的医疗卫生条件在改善，但城
区现有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仍相对落后，医疗
条件总体上不能满足全县人民看病就医需
求。新的县人民医院建成后，将大大提升全
县医疗卫生供给水平。”

县城公共设施水平和服务能力，关系着
县城乃至全县域居民的民生质量。国家发展
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指出，近年来，国内县城
建设日新月异，但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县城
公共服务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
对本报记者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
这些年加快推进，县城及一些条件较好的专
业镇、特色镇成为主要支撑。“但随着县城人
口集聚规模持续增大，不少县城的基本公共
服务设施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供给总量不
足、质量不高等问题突出，亟需按照现代化
城市的标准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这方面
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

缺什么补什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 《通
知》 提出，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涉
及医疗卫生、教育、养老托育、文旅体育、
社会福利和社区综合服务等 6 个方面，如县
级综合医院 （含中医院） 提标改造、县级疾
控中心标准化建设，建设公办幼儿园、改善
义务教育学校设施，扩充护理型床位、建设
综合性托育服务机构，打造新型文旅商业消
费聚集区，建设残疾人康复和托养设施，建
设生活服务站。

“目前，金沙县已建立了新型城镇化补短
板强弱项项目库，共储备项目 361 个、总投
资 1286.77 亿元，其中涉及医疗卫生设施 29
个、教育设施39个、养老托育设施10个、文
旅体育设施 38个、社会福利设施 7个和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9个。”张凯说，接下来，将加
快项目进度，按照中央预算内投资、特别国
债、地方专项债等支持投向领域，积极争取
上级资金。同时，针对县城准公益性项目及
经营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加大银政企对接
协调力度，争取更多开发性政策性商业性金
融支持和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滚动更新项目
储备，做好项目支撑。

补够环境卫生设施
——国家正加大投入，为县城建设

生活垃圾焚烧终端处理设施、危险废物处
理设施，改造污水处理厂，改善县城公厕

环境卫生设施是不少县城建设发展的另
一短板弱项。

在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50公里县城污
水主管管网清淤养护工程正在加紧推进，预

计 8 月底完成。建湖县住建局副局长夏少青
向本报记者介绍，建湖是苏北设区市中第一
个全面实现“雨污分流”改造的县，县城有
污水处理厂 3座，管网总长 300公里，去年 7
月在全市率先全面实现了污水厂一体化运营
管理工作。“目前，主要短板为部分污水管网
存在年久老化、功能性缺失等问题，此外污
水处理智慧化建设较为滞后。我们将以 5 年
为一个周期，逐年推进污水管网清淤养护工
程，实现‘污水不入河、外水不进管’。”夏
少青说。

环境卫生设施直接关乎生态环境、居民
身体健康。恰恰在这方面，县城与大中城市

差距很大。大中城市已运行多年的雨污分
流、网线入地等，在多数县城才刚刚起步实
施。一些县城还存在公厕数量少、条件简陋
的问题。此次国家发改委明确，县城要完善
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设施，建设生活垃圾
焚烧终端处理设施、危险废物处理设施等。
同时，提高管网收集能力、提标改造污水处
理厂、建设污泥无害化资源化处理设施等，
改善县城公共厕所。

今年，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
万个，其中县城是重要发力点。

夏少青介绍，建湖县已完成31个老旧小
区的更新改造工作，为约2.1万户居民改善了

居住环境。今年计划完成 5 个老旧小区的更
新改造，到2024年将全面完成县城老旧小区
的更新改造。“县城多年来存在管线规划不合
理、供电和电信等线路杂乱无章、违章搭建
等短板弱项，我们将重点对老旧小区实施屋
面防水、雨污水管道、道路修补、增设停车
位、绿化提升、技防等改造项目。”

“包括更新改造老旧小区在内，为满足居
民出行、居家等生活需求，县城要推进市政
公用设施整体升级。”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优化市政交通设施方面，主要是建
设公共停车场、改造客运站等。同时，完善
市政管网设施，主要是完善燃气储气设施和
燃气管网、集中改造燃煤锅炉、推进路面电
网和通信网架空线入地等；发展配送投递设
施，建设公共配送中心、布设智能快件箱
等；推进县城智慧化改造，建设新型基础设
施、搭建县城智慧化管理平台等。

补足产业配套
——县城补短板要避免 5 类问题，

防风险，防“大水漫灌”，防“半拉子工
程”，防“大拆大建”，防“贪大求洋”

县城是吸引农民就近城镇化的重要支
撑。而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做强产业、
引进产业，更重要的是县城的产业配套跟
得上。

在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县发展和改革
局副局长于丽娜告诉本报记者，稻蟹养殖、
畜禽产品加工业是盘山县的重点农业产业，
更好推动这两个产业发展，做精做强县域经
济、提高居民收入，是盘山县近年来的重点
工作之一。

“目前，围绕两大产业，盘山县在盘锦高
升经济区等4个地方建有冷链物流设施。”于
丽娜说，下一步，为扩大冷链物流建设规
模，完善冷链物流产业链条，盘山县正积极
规划设计县冷链物流中心项目，项目占地
128亩。

根据县城产业发展的特点，此次发改委
印发的 《通知》 提出，推进产业培育设施提
质增效，健全冷链物流设施，同时提升农贸
市场水平，包括改善交易棚厅、在批发型农
贸市场配置检测检疫设备、在零售型农贸市
场和社区菜市场完善环保设施、改造畜禽定
点屠宰加工厂等。

去年 8 月，盘山县启动建设县农贸市场
项目，总投资 5992 万元，建筑面积为 12328
平方米。于丽娜介绍，该项目主要建设市场
主体工程及门前广场、停车场、周边道路附
属配套设施等，计划于今年年底前竣工。“项
目建成后将极大提升县域农产品销售、储
运、保鲜等商贸流通环境，进一步完善鲜活
农产品交易流通绿色通道。”

“推进县城建设，要重视提升吸纳就业
能力，加快产业集聚，推动现代化产业园区
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载体。在此基础
上以产业集聚吸引人口集聚，以人口集聚推
进城镇化建设，实现人、产、城融合。”魏
后凯说。

围绕推动形成产业集群，国家发改委提
出，完善产业平台配套设施，在产业园区和
特色小镇等县城产业集聚区内，健全检验检
测认证中心、技术研发转化中心、智能标准
厂房、便企政务服务中心、农村产权交易中
心等。

建设各类公共设施，资金不能少。魏后
凯认为，应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对于
一些公益性项目，可以更多依靠政府投资；
对其他项目，则可以多利用市场化的投融资
渠道，地方政府需要做的是提供好项目、创
造好的投资环境。

国家发改委强调，推进县城城镇化补短
板强弱项，还要注意避免 5 类问题：一是严
防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持尽力而为、量力
而行，审慎论证项目可行性，优选项目、精
准补短板、不留后遗症；二是严防“大水漫
灌”，确保精准投资、提高投资效益；三是严
防“半拉子工程”，确保项目资金来源可靠、
规模充足；四是严防“大拆大建”，鼓励优先
采取改扩建方式，必要时采取新建迁建方
式；五是严防“贪大求洋”，落实适用、经
济、绿色、美观的新时期建筑方针。

在许多人看来，县城和大中城市最大的

差距，不是高楼多不多、马路宽不宽、房子大

不大，而是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明显跟不上。

数据显示，中国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常住

人口已达到 2.4 亿人左右，占全国城镇常住

人口的近30%，还有更多农民正在或将要到

县城就业安家。不少县城面临“小马拉大车”

的发展难题：人口规模大，公共设施不够用；

想接收农村转移人口，服务能力不足。

今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印发 《关于加

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 《通知》），指出当前县城

的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仍然较弱，对

经济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支

撑作用不足，要加快补短板强弱项，扩大

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拓展市场纵深。

县城的发展缺口主要有哪些方面？如

何补上？

中国的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约2.4亿，普遍面临公共资源供给不足——

小马拉大车，缺口得补上
本报记者 邱海峰

▲ 近期，新疆博湖县各景区推出以“亲水”为主题的旅
游产品，带动全县夏季旅游经济的发展。图为6月21日，游客
在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西海龙宫水上乐园海啸池游玩。

年 磊摄 （人民图片）

▲ 为解决城市内部拥堵问题，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
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修建壁州大道和环城南
路。图为 6月 24日，在壁州大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
紧进行管廊钢筋安装工作。 程 聪摄 （人民图片）

▶ 到今年底，江苏省海安市将完成对城区 189个老
旧小区的全面改造。图为日前，在海安市海安街道一老
旧小区，供电服务人员在对“蜘蛛网”进行线路整改。

翟慧勇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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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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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走进吴桂凤家，院子右边是整齐的菜地，房门正对数丛

盛开的芍药和野百合。她打小就喜欢伊玛堪，上小学时进了
宣传队，后来当幼师教孩子学赫哲话。这几年，她虽退休了，
但作为伊玛堪传承人，劲头更足了，在大庆油田援建的八岔
赫哲族伊玛堪传习所当老师，领着一帮村民传唱伊玛堪。

传习所每周三节课，来的人可不少。村民尤明芬家5
岁的小孙女，还有 10 岁的吴枳潼，都是传习所的常客。
有时赶上假期，孩子们就找上门来，嚷嚷着“要跟奶奶
学歌”。八岔赫哲族伊玛堪传习所已培养学员45人，带动
全乡120人通过网络、微信参与学习赫哲文化。

更让吴桂凤自豪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八岔村时，
观看了伊玛堪说唱教学。“总书记赞扬赫哲族历史悠久、文
化丰富，特别是渔猎技能高超、图案艺术精美、伊玛堪说唱
很有韵味。”对那天的情景，吴桂凤记忆犹新。

“此后，伊玛堪声名大振，学员激增。”吴桂凤把所
有精力都放到了赫哲文化传承上，还担任了村里的民间
艺术团团长。

随着旅游业的日渐兴盛，民间艺术团的人气越来越
高。50多名村民常态化参加演出排练，要是赶上有大型活
动能聚起上百人，正在形成传承文化、发展旅游互促共赢
的良好局面。赫哲民族歌舞史诗《乌苏里船歌》、舞台民俗
剧《赫哲婚礼》，都是这几年编排创作的。去年排演舞台民
俗剧《赫哲婚礼》，游客们看得起劲，都嫌“咋这么快就完事
了”。说起这些，吴桂凤就忍不住乐。

像吴桂凤一样，生活日益富足的赫哲人，传承民族
文化的热情愈发高涨。

在街津口赫哲族乡，记者见到了尤秀云。这位 69岁的
老人是伊玛堪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广收有志传承伊玛堪的
年轻学生，还时常到同江市里的传习所教唱。

她也是街津口赫哲民族文化村的“明星”讲解员：声音
洪亮，不时冒出的小幽默令游客忍俊不禁。讲解起伊玛堪，
张口即来。一首《我的家街津》唱完，游客直拍巴掌。

“我喜欢赫哲族文化，想尽可能介绍给更多人。”尤
秀云说，习近平总书记来八岔村那天，走进八岔村文化
活动中心，“我就穿着自己缝制的鱼皮服装，为总书记讲
述赫哲族民俗文化。”

做鱼皮衣，尤秀云也是一把好手。这种衣服是赫哲族
的传统夏装，用经过处理的鱼皮拼接而成，做起来费时费
力。“去年花了3个月才做成一件，已经被博物馆收藏了。过
去赫哲人没有布料，只能用鱼皮做衣服，其实穿起来并不
舒服，但这是赫哲人的传统文化，不能丢了。”

民族文化的活力得到极大激发，赫哲人传唱着韵味
悠长的伊玛堪，生活愈加丰富多彩。

美家园，唱出“白桦林里人儿笑”
的新境界

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生
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赫哲

人家擦亮生态优势，乡亲们脸上洋溢着“稳稳的幸福”。
“棒打狍子瓢舀鱼”，说起生态环境、渔猎资源，赫哲人

充满自豪，但也直言不讳曾经走过的弯路。
“赫哲人也吃过苦头。”回首20多年前，尤明国感触颇深。

当时江水受到工业污染，再加上过度捕捞，渔业受到冲击。
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如今赫哲人的

发展眼光彻底变了。
禁渔、禁猎，转产的赫哲人迎来新生活。经过多年休养

生息，加之上游污染整治，江水变清了，鱼儿变多了。
“6月11日开始禁渔，时间一到，渔船就全部回到码

头了。”尤明国说，这个季节江里鱼正多，一网下去可能
就是四五千元，但谁也不下江。“野生动物也没人打了，
每年有几十万只大雁来这，还有灰鹤、天鹅、野鸭子、
狍子、狐狸。”

黑土地上的嬗变，让人惊喜。
八岔岛上，这两年已经有 6000多亩地退耕还湿。去

年，八岔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黑熊进了村。看到微
信群里村民发的信息，尤明国赶紧组织村民，连哄带
吓，把那只黑熊赶回了保护区。

正聊着，尤明国接到电话，说是先前订购的两艘游
艇即将交付。这是八岔村招商引资来的项目，今年就要
下江投入使用。“我们的小康路，要越走越稳当，思路就
是不搞大开发、只做原生态。”他说，赫哲人祖祖辈辈用
渔船解决温饱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用游船发展旅游增收
致富将成为新方式。

截至2019年底，八岔乡累计接待游客6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300多万元，带动赫哲族群众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

赫哲人守护的绿水青山，正成为金山银山。
小心粘贴，用力压紧，不大会儿，一只惟妙惟肖的小鸡

就形态毕现。这种小物件，60岁的孙玉林做起来轻车熟路。
在街津口乡的这条街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店铺。

孙玉林的铺面不算大，也就 30余平方米。墙上挂满精美
的鱼皮画，玻璃柜台上是鱼皮和鱼骨挂件，角落里是孙
玉林的工作台。“2000年前后街津口开始搞旅游，我就不
怎么打鱼了，零零散散地做些小东西。”那时一天没多少
游客，孙玉林只是在赫哲族民族文化村摆个小摊。“七八
年前旅游逐渐兴旺，就有了这个店，这里靠路边，游客
来往方便，生意渐渐红火起来。”

街津口山青水绿、美景如画，又有独特的赫哲文
化、民俗风情，旅游产业渐渐风生水起。2019 年，街津
口赫哲旅游度假区成为4A级景区。

赫哲人的生活变迁，也是同江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真
实写照。2019 年，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清零，同江顺
利摘掉贫困帽。这个松花江、黑龙江交汇的边境小城，
正集聚口岸、资源、生态优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在决胜全面小康路上阔步前行。

“白桦林里人儿笑，笑开了满山红杜鹃，赫哲人走上
幸福路……”听着 《乌苏里船歌》 作别同江，吴桂凤的
话在耳边回响，“以前盼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
在变化一天一个样，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