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谈

在基层调研时发现，部分农

村环境整治后更加“城市化”，行

走在村内听不见鸡叫，池塘里也

看不到鸭鹅。 有村民不解，每家

养几只鸡，能有多大污染？

这一“灵魂拷问”振聋发聩。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是好事，

一些地方却没把好事办好，惹来

群众抱怨。 有干部也犯嘀咕，给

农民办好事，农民怎么还不情愿

呢？ 农民的这个反问或许就是答

案———征求大伙儿的意见没有？

办好村里的“关键小事”，要

体现农民的关切。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得先问问村民喜欢什么。 没有

村民的参与，推进过程中没有听取

农民的意愿，就会带来这样或那样

的问题。 农村厕所革命、畜禽粪污

废弃物处理、 小型水利工程建设，

点点滴滴，都是如此。

比如，个别地方在人居环境

整治中“一刀切”禁养鸡鸭，村民

就表示不情愿、不满意。 一位受

访村民说得很具体，以前剩菜剩

饭用来喂鸡， 母鸡下蛋还可以

吃，逢年过节，儿女从城里回来

可以吃“土鸡”，现在不给养鸡，

想吃鸡蛋还要去超市花钱买。 有

的地方不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

是否出了问题，反而用停发村级

养老金等手段“吓唬”村民，激化

与村民的矛盾。

无论是“一刀切”禁养鸡鸭，

还是越位的“吓唬”式手段，都充

分暴露出部分镇村人居环境整

治脱离生产生活实际。 无视村民

意愿，实际是履职能力不足和脱

离群众的表现。

人居环境事关村民生活品

质，决策必须多问计于民、问需于

民、问效于民。 让群众参与环境整

治决策、施工、评价全过程，既是让

村民对治理效果“有感”，更是引导

共建共治的关键之举，不仅可以减

少阻力，还能降低管养成本，形成

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从“人民期盼 ”出发，以“人

民满意”落脚。 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村民说好才是真的好。 干群

“通和气 ”、标准“接地气 ”，整治

成效方能“聚人气”

让更多新技术为“农”所用

□

李克欣

时值水果收获季节，为了让

水果更快“出山 ”，各地纷纷“出

招”。 近日，重庆市巫山县探索无

人机转运巫山脆李，将转运时间

缩短至 8 分钟，相较过去节约时

间达 90%以上。

农产品运输效率不仅关系着

消费者能否吃到更新鲜的农产品，

更关系着农民的“腰包”， 过去各

地在提升农产品运输效率、降低农

产品运输成本上也下了不少功夫。

无人机体量小，操作灵活，可以实

现农产品及时转运、 够量即飞，为

生鲜农产品从“田头”更快到“餐

桌”提供了新思路。

随着技术的进步， 低空经济

也在快速成长，无人机运脆李让我

们看到了低空经济更广阔的空间。

其实不仅是无人机，“三农”领域为

一些前沿技术的落地提供了丰沃

的土壤。 一方面，要进一步打开思

路，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

条件等，将更多新技术、新模式运

用到农业农村生产生活中，另一方

面 ， 也要从政策机制上做好配

套 保 障 ， 让更多新技术能够为

“农”所用。

有了“共富田”

村民能不能当“甩手掌柜”

在农村地区， 不少农民已经

开始摆脱传统的农业耕作模式。

生产模式和思想观念转变之下，

谁来种地？ 如何种地？对此，山东

省滨州市惠民县展开探索，在县

域范围内建起一块块“共富田”。

“能不能当‘甩手掌柜’？ ”

今年 6 月，桑落墅镇支家村

麦浪翻滚，一片金黄，村里迎来

建起“共富田”后的第一个小麦

丰收季。 村党支部书记支明堂

介绍，“我们村有 300 亩耕地，从

种到收都不用村民们操心，到丰

收的时候还能按收成分红。 ”

“能不能当‘甩手掌柜’？ ”

村里人已经不愿意选择一家一

户的小农耕种生产方式。 2023

年初，惠民县提出“支部带头、试

点先行”，在深入分析调研后，决

定以支家村作为“共富田村”试

点开展土地托管。

试点村如何在县里“打个

样”？ 支家村鼓励农户采取托管

方式，将土地经营权入股给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合作社再将土

地交由农业公司进行全过程托

管服务。 收益分红在扣除种植

成本后优先保证农户保底收益，

剩余部分由村民、村集体、管理

者三方按比例分红。

到底能不能实现增收，支家

村支部书记支明堂算了一笔账：

“以 2023 年小麦为例，每亩地毛

收入 2860 元，利润为 1640.2 元，

减去给群众 1000 元保底收益后，

还有 640.2 元的分红收益。 按比

例分红后，群众每亩地共收益

1300 余元，村集体每亩地也有

128 元的收益。 ”

全面推开，得靠“共富服务”

虽然土地托管工作在深入推

进，但各村村情不一，启动资金

从哪来、种植技术谁来教 、群众

如何有共识……个个都是棘手

难题。

惠民县委组织部组织室主任

曹宏宇介绍 ，当地投资打造“共

富田” 孵化中心， 提供农业、农

机、核算、人才、金融保险等 5 项

服务。 各镇还抽调 5 名骨干工作

人员在孵化中心集中办公，为农

民提供政策宣讲、 农技培训、项

目孵化等服务。

“以前收割机有的村里多，

有的村里少。 ”桑落墅镇街南陈

村一位村民说，“现在给镇农机

服 务 中 心 打 个 电 话 农 机 就 来

了。 ”良丰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

表示，农机统一调配后，使用效

率提升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

“小麦收割运输正常 100 块钱每

亩， 但给到大户能降低到 60 块

钱每亩 ， 一亩地 能 节 省 40 块

钱。 ”

“共富田” 土地整理

后集中种植优质小麦

据了解，惠民县在全县成立

14 个镇级良丰农机服务中心，畅

通 36 家土地托管企业和 1978 户

农机大户沟通渠道，组织农业机

械 3219 台，引导不同特色的农机

户“抱团发展”，对“共富田”开展

全 程 服 务 ， 进 一 步 降 低 生 产

成 本。

此外，惠民县还成立 14 个镇

级核算中心，负责“共富田”成本

收益核算工作 ；创新开展“田掌

柜”学堂、“书记论坛”等培训班；

与 27 家农业企业自营贷款机构

达成“全贴息贷款” 协议……各

项服务多管齐下，让村民得到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共富田”连接“共富工坊”

桑落墅镇的小麦、 淄角镇的

蓝莓 、大年陈镇的水蜜桃 、麻店

镇的甜瓜等……各村结合优势发

展特色产业。 截至 6 月，惠民县

推广了 73 个土地托管自然村，总

面积达 21 万余亩， 村集体增收

2000 余万元，为群众节省种地成

本 950 余万元。

村集体经济稳步提升， 公共

服务也更加完善。 各党支部将村

内闲置宅基地回收、 集中连片，

利用“共富田”增创的集体收益，

盘活废弃学校、 厂房等资源，新

建村党支部活动场所 27 处，修建

村级道路 240 余公里， 同时推动

一批共富工坊项目落地见效，实

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机械加工、焊接技术、手工编

织……依托“共富田” 阵地和人

才服务培训，镇级孵化中心邀请

工厂劳模 ， 按工种开展分组教

学。“目前，惠民县打造了 336 家

共富工坊，提供就业岗位 6000 余

个，人均月收入达 3000 元左右。”

惠民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李

永新介绍道，“共富田”和共富工

坊机制联动，解决了部分村民不

种田后的就业问题，有效缓解了

一老一小的养育压力，激发了群

众勤劳致富的动力。

（据《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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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中药冰激凌

要吃出“健康的味道”

□

时本

近日， 上海一家冰淇淋店吸引年轻人大排场

长队，原因是该店推出多种药膳冰激凌，例如，薄

荷西瓜霜、野菊开心果、烟熏乌梅、竹香茉莉、山楂

佛手柑、川贝枇杷膏等，还有东北长白山人参、冬

虫夏草作为加料。 有的消费者表示，体会到了“一

边吃冰淇淋一边养生” 的快乐， 精准贴合年轻人

“朋克养生”的真谛。 但是也有不少网友表示质疑，

中医不是不让吃冷饮吗， 吃中药冰淇淋的意义是

什么？

近年来， 中医药的多种养生方式广受年轻人

追捧，比如在多地的年轻人当中，掀起了去中药房

配酸梅汤的热潮。 有网友调侃，“打败奶茶店的竟

然是中药房”。 一些中医院推出中药糕点和茶饮也

很受欢迎， 到中医院喝下午茶在一些城市成为一

种时尚。 此外，以前老年人喜欢光顾的中医院推拿

科，如今却挤满了年轻人。 当下中药冰激凌走红，

其实是中医药养生广受追捧的缩影和延续。

对于这类创新， 社会应当以包容的心态来看

待。 年轻人热衷中式养生，“国潮”引领新“食”尚，

不仅食品的种类增加不少， 创新性产品被不断推

出，年轻人消费多了很多选择，而且对于弘扬中医

药文化也大有好处。 这类新现象应该得到肯定和

鼓励，也期待中医药与食品的结合，能够产生更多

优质的创意性产品。

但也要看到，中医药毕竟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中药冰激凌等创意食品， 也要遵循中医药的基本

理论。 比如中医认为，人体健康与人体内的阴阳平

衡密切相关，寒凉食品因性质属寒，易导致人体内

阳气受损， 会影响脾胃功能。 冰淇淋属于寒凉食

物，容易对肠胃造成刺激，导致患者出现腹痛、腹

胀以及腹泻等症状。 如果患者在服用药物期间食

用，还可能影响身体对药物的吸收，或与药性发生

冲突，影响药效发挥。 中药冰激凌广受追捧令商家

感到高兴，但值得关注的是，在大排长队的消费者

当中， 或许包含一些并不适合食用这类中药冰激

凌的消费者。

因此在生产与销售这类创意产品时， 要考虑

到消费者的不同体质，避免搞一刀切。 在具体的销

售过程当中，还要对消费者进行专业指导，让消费

者在了解个人体质并明确适合消费这类产品后，

才享受这类美味。 尤其要避免不分青红皂白，搞普

适性推广， 让不适合食用这类产品的人也跟风消

费，进而付出健康受损的代价。

年轻人当中吹起一股强劲的中医药养生热，

既与我国大力推广中医药有关， 也与年轻人对新

生事物尤其感到好奇和敏感有关。 但创意性产品

尚且经过长时间的市场检验， 消费也具有一定的

盲目性，因此风险也不能忽视。 开发中医药养生创

意产品值得鼓励， 但消费这类产品应以安全为前

提 ，只有吃出“健康的味道 ”，才能避免养生变伤

身，从而真正做到美味养生两不误。

让农产品出山进城

更高效畅通

□

韩春瑶

跨越上千公里，一箱脆李的三次“飞行”，既见

证了生鲜寄递网的加速织就， 也见证了市场广度

的不断拓展。

要让更多农产品出山进城， 必须提升冷链物

流水平。 如今，快递物流企业正不断补齐农村冷链

物流短板，进一步打通出山的“最先一公里”和进

城的“最后一公里”。

冷链物流有力赋能农产品出山的“最先一公

里”。 冷链基础设施建在田间地头，既增强了农产

品的预冷与保鲜能力， 为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打

下基础，又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与附加值，

实实在在利于农户增收。

冷链物流高效畅通农产品进城的“最后一公

里”。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冷链运输各环节

实现高效协同、顺畅衔接，保障农产品能够及时送

达消费者手中，显著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为消

费者带来了更丰富的选择。

一个从田间直达餐桌的农产品冷链物流服务

体系日渐完善， 正带动越来越多乡村特色产业聚

链成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期待更多

新鲜优质的农产品乘着东风，跨越千山万水，飞向

更加广阔的市场。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能无视农民意愿

□

陈席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