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盯需求，助菜市场“保鲜”

“这是您的菜，拿好，慢走”

“这位大哥，您要来点啥”……下

午 5 点多，天津市河北区铁东路

的宜景菜市场很是热闹。

菜市场一头连着商户的生

计， 一头连着百姓的烟火日常。

每天傍晚正赶上摊主最忙的时

候，孩子放学在哪儿写作业？ 有

的孩子太小没人照看怎么办？ 为

摊主解难题， 也替顾客着想，宜

景菜市场在二楼建了个“萌娃自

习室”， 让孩子们放学后有地方

可去，还有工作人员、街道志愿

者帮着照看。 不仅如此，邻里间

议事活动少场地，菜市场就多了

个“百姓会客厅”；市场商户、新

就业群体想歇歇脚、 热个饭，市

场里又添了个“暖心驿站”……

时刻盯着百姓的需求，菜市场的

小小空间， 被开发出各种功能，

也因此增添了更多活力。

如今，网上买菜、社区团购

已经很方便了， 为啥家门口的

菜市场还是很红火？ 有数据显

示， 超过九成消费者在购买食

材时极为重视新鲜程度， 六七

成消费者认为从菜市场买的东

西更新鲜。 当然，这份“鲜”不只

体现在货架上， 更体现在它总

能带给人们新体验。 最近，市民

冯先生在逛完津南区一家新开

业的菜市场后赞不绝口 ：“市场

用上了人工智能识别电子秤 ，

二楼还有中央厨房和亲子互动

区，带着孩子来，买点现烤的面

包，吃、买、玩一条龙 。 ”新鲜的

果蔬每日上架，新技术 、新场景

不时出现， 买菜这件生活琐事

变得越来越新潮。

“保鲜”的秘诀不一而足，但

都离不开对百姓新需求的关注。

围着居民的需求转， 才能时时刷

新自己的“存在感”。 天津不少菜

市场，把消失许久的“小修小补”

找了回来， 老菜市场与老手艺互

相引流， 留住了老师傅， 也给周

边群众带来了便利； 一些菜市场

顺应年轻人期待， 上线了“代炒

菜”服务，顾客买完菜，可以直接

在现场下锅炒好。 菜市场开“副

业”，不只是跟传统业态混搭，还

可以与新业态相伴相生 、相互

成就。

菜市场的新鲜感里，藏着一

个城市的烟火气。 无论是传统菜

市场的改造， 还是新菜市场的落

地， 都不能远离老百姓的“生活

半径”。 敏锐感知需求，才能带给

顾客常逛常新的惊喜。

（据《人民日报 》）

共享菜园：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

刘俊铭

拥有一块自己的菜地，每个

季节都能吃上新鲜、无公害的蔬

菜，相信这是不少城市居民的梦

想。 于是，早已分割 、平整好土

地，可以进行半托管甚至全托管

的“共享菜园”悄然兴起。

在城市化的浪潮中，城市居

民对绿色生活的追求从未停歇。

共享菜园作为一种新兴的城市

农业模式，允许城市居民在市郊

租用一小块土地，将其分割成二

三十平米的小格子进行蔬菜种

植 ，体验农耕生活。

共享菜园的兴起，标志着绿

色生活方式的转变。 不同于“农

家乐 ”式的一日游体验，共享菜

园能够提供全周期的体验，从播

种、耕耘到收获 ，让租客亲近自

然、体验农耕的乐趣 ，满足了他

们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也加深了

他们对农业的理解与尊重。

通过参与农业劳动，城市居

民不仅享受到了种植和收获的

乐趣，同时也能吃上自己种植的

新鲜、无公害蔬菜，满足了他们

对健康生活的追求。

共享菜园的兴起，是共享文

化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 《中

国 共 享 经 济 发 展 年 度 报 告

（2023）》 显示，2022 年我国共享

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为 38320 亿

元，同比增长 3.9%，成为推动国

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

量。 共享菜园通过出租土地、提

供托管服务等方式，增加了农民

收入，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

展，加速了城乡融合进程。

以汉中小伙方三天的成功

案例为例， 他流转承包了 50 亩

土地， 将其划分成 33 平米的小

菜园，一年收取 1400 元，并为消

费者提供 52 箱时令蔬菜。 该模

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为农

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也增加

了稳定收入，成为农村新的经济

增长点。

为了使共享菜园更好地发

挥作用，政府可以提供政策支持

和财政补贴，鼓励更多农民参与

共享菜园的建设与运营。 同时，

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共享菜园的

监管 ， 确保农产品的质量与安

全。 共享菜园负责人应积极推广

农业知识并提供农业技能培训，

提高城市居民的农业参与度与

体验感。 社会各界应鼓励创新，

共同探索共享菜园的多样化经

营模式 ，如结合乡村旅游 、教育

体验等，以进一步提升共享菜园

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共 享 菜 园 的 成 功 案 例 表

明 ，城市农业模式可以成为推

动 城 乡 融 合 和 经 济 社 会 持 续

发展的重要力量 。 未来 ，随着

共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更多

人参与并不断创新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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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质化

□

读道

近年来，为统筹解决城镇化与“三农”问题，努

力缩小工农城乡发展差距， 城乡一体化概念便应

运而生。 但一些地方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存

在跑偏苗头，将城乡一体化理解成了城乡同质化，

将大量城市建设思维运用到了农村， 搞大拆大建

合村并居，把农村变成了缩小版的城市，结果农民

不满意，城里人也不愿来，一个个乡村变成了所谓

的“样板工程”，华而不实。

新农村建设，要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 城乡

一体化也不是城乡同质化， 而是在城乡差异中明

确城乡功能定位，进而实现城乡功能互补。 有的地

方为搞美丽乡村， 不让农民烧柴火做饭， 让烧燃

气；不让农民养鸡养鸭，说有臭味影响美丽乡村建

设；不让农民种果树种菜，让种花草、建广场、造景

观， 搞得农民哭笑不得有苦难言， 毕竟钱投进去

了，农民却一点收益没有得到，反而破坏了乡村的

乡土性。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乡村不应该消失，而是应

该变得越来越美丽。 乡村也不再只是农民的乡村，

还是城里人的乡村，在城乡融合大背景下，农民可

进城，市民可下乡，乡村变得越来越多元，越来越

富有生机。

别让“材料围城”困住基层

□

杜梨

“五加二”“白加黑” ，“绞尽脑汁”“改到迷

茫 ” ……近日媒体关注到基层“材料围城”现象，

“表哥表姐”“材子材女”颇为苦恼。

平心而论，在各个部门单位，文字材料承载着

政策传达、工作指导、情况反馈、经验总结等多种

功能，重要性、必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执笔者而言，

材料也是展现工作水平、倒逼思考输出、考验写作

功底的一项基础工作。 真正让人苦恼的，是材料的

加码跑偏。 当材料朝着注水、僵化的方向发展，其

意义便被极大稀释了。

文风背后是作风，“材料围城”的根源，多半在

于指挥棒出了问题。 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皆反复倡

导“实”字导向，屡屡强调优化考评体系，但对于不

好量化考评的工作， 某些地方往往在实绩与材料

之间倾向于材料，在实地与纸面之间选择看纸面。

材料不是为写而写， 而在于服务工作、解

决问题。

马拉松赛场不是批发市场

□

孟雅檀

“拿一点儿，差不多就行了，别这样干呀。 ”11

月 17 日，江苏苏州吴中举行马拉松比赛，两名参

赛者疑似薅免费补给，将“能量胶”打包背在身上

“负重”奔跑。 11 月 18 日，赛事主办方吴中区政府

回应称，将根据号码牌寻找这两名选手进行教育。

马拉松比赛对选手体能考验极大， 通常赛事

主办方会贴心地在补给点放些“能量胶”之类的免

费食品，帮助选手及时补充能量。 选手按需取用毫

无问题，但明目张胆地“打包”、“进货 ”式地拿补

给，显然超出了正常范围。 据报道，“能量胶”一袋

大概 8 元左右，并不算贵；装满一背包，不在装走

了价值多贵的东西，而在于暴露占小便宜的心理。

据报道，有选手表示，在一些比赛区域没看到“能

量胶”，还以为是主办方没安排。 个别选手的任性

与自私，不仅侵害了其他选手的利益，也扰乱了比

赛的正常秩序，抹黑了赛事主办方的形象。

近年来， 薅马拉松比赛物资羊毛的人屡见不

鲜。 2018 年，四川西昌邛海马拉松，一名参赛者“打

包”近百支“能量胶”，赛后不仅发朋友圈炫耀，还

在跑圈社群中公开表示：“这次跑马主要就是去拿

补给的，且应该多拿一点。 ”2023 年，江苏苏州太湖

马拉松赛，一名参赛者在比赛中拎着满满一包“能

量胶”；社交平台上，还有马拉松选手公开售卖“能

量胶”……参加马拉松比赛，本该好好磨炼意志，

快乐享受比赛，传递健康正能量的价值观。 个别人

屡占“补给”的便宜，如何谈得上正能量，哪里能体

现体育精神？

体育比赛不是“打包” 比赛。 跑马拉松“进

货”，跑出的是负能量。“能量胶”屡屡被“扫货”，表

明单靠选手自律行不通。 对那些肆无忌惮拿“能量

胶” 甚至不以为耻公然晒物资的人， 必须加强他

律，用严格细致的赛事管理加以约束。 主办方的回

复，既是希望两名参赛者真正认识到错误，也是给

每一名喜欢多拿多占比赛补给的人以警示。

马拉松赛场不是批发市场， 谁都不能用“进

货”心态对待比赛。 打包“能量胶”，完全是传递负

能量的歪点子。

让大学生乡村医生“留得住、干得好”

□

蒋萌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

介绍了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

划 (以下简称专项计划 ) 实施情

况。 截至今年 10 月底，专项计划

录用的近 7500 名大学生乡村医

生均已经陆续到岗，这些大学生

为村医队伍增添新鲜力量，起到

了提升乡村医生队伍学历层次、

优化年龄结构的作用。

乡村医生，是我国县乡村三

级医疗体系中最基层的医务人

员，也是最贴近亿万农村居民的

“健康守护人”。 然而，在一些农

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乡村医

生队伍存在着优质人才缺乏、人

才结构老化 、 服务水平低等问

题。 乡村常常难以留住医疗人

才，乡村医生短缺问题愈发引起

社会的关注。

为补充和优化乡村医生队

伍，从 2023 年开始，国家卫生健

康委会同中央编办、 教育部、财

政部 、人社部五部门，联合开展

实施专项计划，努力提升乡村医

疗卫生服务水平，促进乡村医疗

卫生体系健康发展。

优化申请注册， 引才诚意满

满。 专项计划落实医学专业高校

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

注册政策 ， 完善激励和保障措

施，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就业。 有条件的地区还将到村卫

生室工作的高校应届毕业生纳

入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资助范围。 同时，各地

可按照学历、执业资格、职称、工

作地点等因素在单位内部分配

中对大学生乡村医生予以倾斜。

种种鼓励政策与支持措施为农

村医疗卫生队伍引进更多高素

质人才奠定基础，也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

就业。

加强培训管理， 拓展上升空

间。 从大学生到乡村医生，同样

要扶上马送一程。 为此，有关方

面组织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业务

培训 ， 提高大学生乡村医生在

医、防、管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以

便更好服务基层群众。 此外，为

打破乡村医生职业发展瓶颈，还

引导大学生乡村医生与其他符

合条件的在岗乡村医生尽快考

取执业助理医师或者执业医师

资格，并将取得相关执业资格的

村医逐步纳入到乡镇卫生院职

称评聘中。

让大学生村医在专业技术上

不断精进，在职业发展上有上升

空间，相关岗位才有更实在的吸

引力。

尊重人才留住人才， 待遇保

障更要跟上。 逐步提高福利待

遇， 才能使他们安心扎根乡村，

切实服务基层，让农村百姓在家

门口好看病、看好病。

各地要深刻认识到促进乡

村医疗卫生体系高质量发展对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

意义 ， 持续用好大学生乡村医

生专项计划等政策 ， 及时发现

并 解 决 政 策 执 行 中 出 现 的 问

题， 积极为大学生乡村医生以

及 其 他 在 岗 乡 村 医 生 排 忧 解

难，进一步壮大乡村医生队伍 ，

夯实基层医疗服务根基 ， 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