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 10 月到次年 5 月， 当雨

水渐少、旱季来临，云南省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就迎来观

鸟季。 盈江县太平镇石梯村村民

徐小龙（化名）便早早收拾好家里

的民宿， 开始迎接“几乎天天客

满”的游客住宿高峰期。 发展观鸟

经济在当地卓有成效：数据显示，

2015 年，石梯村的 300 多名村民有

一 半 属 于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 到

2023 年， 石梯村村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由当年的不足 2000 元增长至

1 . 28 万元。

石梯村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全村有记录的鸟类超过 450 种，全国

鸟类物种中超 1/3 都能在这里拍到。

多年之前， 虽然石梯村具有独特资

源优势，但因为缺少基础设施、专业

力量等，导致这一资源优势无法转化

为地方发展动能，观鸟经济一直未能

发展起来。

这几年，当地打开思路，积极补

短板强弱项， 还活化利用了村规民

约，将痛点堵点问题全部打通，让观

鸟经济成为了村民脱贫致富的重要

支撑。 当地结合实际发展观鸟经济，

不仅提升了村民们的收入，也实现了

对山林的有效保护， 可谓一举多得，

这是对发展绿色经济的积极践行。

石梯村的发展巨变， 给更多地

方带来了启示。 保护生态环境，如果

将其片面地理解为这不能做、 那不

能做，一味设置诸多限制，那对当地

村民来说， 环保热情可能就难以持

续。 如何处理好保护生态环境与发

展区域经济的关系？ 能不能在保护

的同时实现促发展的目标？ 这些问

题，石梯村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发展

生态观鸟产业。 这样的思路创新，应

得到更大范围的参考和行动。

对很多地方来说 ，尤其是对具

有良好生态资源的地区来说 ，如何

因地制宜地发展绿色经济，如何将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就

可以从自身的特色优势入手 ，努力

找准发展绿色经济的着力点，并通

过改善基础设施，系统化 、专业化

地将地方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胜

势，促进村民增收致富，为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总之，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不断创

新。 石梯村积极发展观鸟经济，给乡

村振兴打了一个样。

发展观鸟经济，乐见乡村振兴有更多新思路、新支点

□

龙敏飞

让乡村后备力量“冒尖”

□

黄芳霞

幸福生活，健康为基。

近年来，深圳加快构建“15 分

钟社康圈”，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市

民群众家门口，赢得广泛点赞。

家里老人血压高，自己有个头

疼脑热，去哪里就医？ 现在，很多深

圳人碰上类似的健康问题， 不再去

大医院“人挤人”，而是纷纷“抄近

路”，选择去社康机构。 如今，遍布

全市的 970 家社康机构， 就像一个

个“健康加油站 ”“健康便利店 ”，

90％以上的居民步行不超过 15 分

钟，就能抵达其中一家。

虽说它们店面不大， 功能却不

小。 作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社康

机构不仅能看病、打疫苗，还能做体

检等。 在社康机构享受医疗服务，渐

成风尚。 在深圳，社康机构诊疗量占

比 达 到 39.3％ ，84.7％ 高 血 压 、

76.9％糖尿病患者在社康机构就诊。

其不仅有“硬本事 ”，更有“真

实惠”———社康机构价格标准比二、

三级医院分别下调 15％、20％，医保

报销比例比二、 三级医院高 10％、

20％。 优惠实打实，服务“五星级”，

增强了社康机构的“引力值”。

健康“入圈”，幸福满满。“15 分

钟社康圈 ”， 提升了市民就医便利

性、经济性。

可谓把民生实事办到了市民群

众心坎上， 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

“首诊在社康”，已成为越来越

多深圳人的共识。 建好社康机构，守

护好居民健康，深圳一直在努力。 期

待深圳继续强化优质医疗资源均衡

布局和扩容下沉， 让更多的居民在

家门口能享受更全面、更专业、更优

质的诊疗服务。

春节留人用“薪”更要用“心”

□

雨馨

春节脚步临近 ，快递 、家政等

服务行业出现不同程度用工紧张。

为保障节日用工需求， 人社部近日

联合多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对

接活动， 很多企业更是开出双倍甚

至三倍工资留人。

团圆是春节的最大主题，不管

在哪里工作、从事什么行业，许多人

都会选择返乡过年。家政、快递等服

务行业，外来务工人员占比高、人员

流动性较大， 本就存在季节性用工

缺口，年节更是凸显。但对于服务对

象而言， 这些行业与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 ，育婴 、看护等聚焦一“老 ”一

“小”， 属于刚性需求， 实在离不开

人。 为此，每到年关，许多城市都会

积极推出稳岗措施， 一众企业也拿

出真金白银主动留人。 实打实的物

质保障， 确实让许多劳动者选择留

岗过年、错峰返乡，极大缓解了“用

工荒”，确保了春节服务“不断档”。

对于劳动者来说，好待遇固然

是重要考量，物质之外的人文关怀

同样不可或缺。 确保稳岗留工举措

真正发挥作用，既要拿出实实在在

的高薪， 让务工者更有获得感 ，也

要给予切实的关爱和尊重，让他们

更有幸福感。 在这方面 ，一些城市

和企业的暖心举措可圈可点。 组织

“暖心专车” 点对点接送异地务工

人员返乡返岗；为留岗家政人员提

供免费住宿与体检服务 ；通过多种

方式送上真情实意的春节关怀礼

包……无论是完善生活保障 ，或是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只有拿出有温

度、暖人心的举措，将心比心、以心

换心 ，才能让大家打心底里愿意留

下来。

正所谓“留人在一时，功夫在平

时”。 从更大视野来看，尤其是对于

城市来说， 热情留人不能止于春节

期间，更要把真心用在平时。 人才是

激发经济活力、 提升城市竞争力的

最宝贵资源。 而人们喜欢一座城市，

除了繁华便捷、 充满机遇等外在条

件，还在于一种被尊重、被认可的归

属感。 这也意味着，除了在物质层面

保障劳动者待遇， 还应在城市生活

诸多方面落实“以人为本 ”，积极回

应各个群体的不同诉求。

用“薪”留人更要用“心”。 期盼

更多地方以春节为契机， 把“招得

来、留得住”的工作做得更细致，实

现“人与城”的发展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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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小修小补”

便民服务不能缺

□

徐曙光

近日， 笔者从网上购买了两条裤子，裤

子太长需要改裤脚， 可在小区周边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一家裁缝铺， 最后只能驱车去老

城区， 在一条小巷里终于找到了一家裁缝

铺 。 为了改个裤脚 ，花了半天时间 ，很不

方便。

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确实离不开“小修小

补”，没有了这类摊点，市民想修点补点啥，

就成了一件需要“绕圈子”的麻烦事。

前些年，商务部、住建部等 12 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的意见》， 提出在居民步行 15 分钟左右的范

围内， 建设可以满足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

质消费的多业态集聚的社区商圈。“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 不仅包括一日三餐所涉及的菜

市场、早餐店、便利店等，也包括不起眼的维

修点，以满足居民修鞋、修自行车、配钥匙、

改衣服等“小修小补”需求。

如何对待便民摊点的存废，应广泛听取

民意再决策。 整洁的街道、 整齐的高楼能提

升城市形象， 但便民摊点作为城市“润滑

剂”，也不应忽视。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楼大

厦是一座城市的“高大上”，小修小补则是这

座城市的“烟火气”，直接关系着民生便利。

令人欣慰的是，不少城市关注到了这一

问题，并正在积极规划完善“小修小补”微行

业生态模式。 比如在上海， 中国社区商业工

作委员会于日前发布“社区工坊” 标准化模

块， 鼓励探索将各类不同业态的便民服务点

进行“打包”。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希望我们每

个城市都能用心用情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为市民日常生活提供更多方便，使大家

拥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串门”式文旅大有可为

□

苏畅

前不久 ，23 个广西小朋友踏上了东北

之旅， 来到黑龙江哈尔滨机务段参观研学。

因为小朋友们身穿橘色上衣， 萌趣十足，他

们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小砂糖橘”。“小砂糖

橘”不仅在机车广场参观了“朱德号”机车，

还体验模拟驾驶，收获了工作人员精心准备

的专属卡通版“驾驶证”。

2024 年初， 便有一批广西小朋友赴东

北研学， 当地工作人员全程暖心守护，“小

砂糖橘勇闯哈尔滨”的话题火遍全网。 以此

为契机，广西文旅与黑龙江文旅开启了温馨

友好的“双向奔赴”。 广西推出多条冬季旅

游精品线路，数十个景区对东北游客免费开

放，并向黑龙江赠送砂糖橘 、沙田柚 、番石

榴等特色水果。黑龙江走进广西开展专题旅

游推介会， 寄送 10 万盒蔓越莓等特产到广

西，向市民免费发放。 近期，两地还签订合

作协议，谋划推出“雪北香南”系列主题旅

游产品，打造从南方山水到北国冰雪的一站

式旅游体验。

广西与黑龙江的南北互动，是“串门 ”

式文旅快速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如今，各

地积极开展线路互推、客源互送、信息互通

等合作， 形成了跨区域文旅火热发展的局

面。 山东和甘肃携手书写“鲁甘山海情”，推

出“好客山东 ?如意甘肃”双向游系列活动；

江苏和新疆签订“百万游客互送” 协议，鼓

励旅游企业积极开展包机、 包列等旅游

业务 ……这种跨地域的“文旅联姻 ”，不仅

促进了各地人文交流，增强了区域间的文化

认同与情感联结，也通过定制化、高品质的

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旅游热

情，为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串门”式文旅大有可为。 要将这篇新

文章写好，各地不能停留于形式上的双向互

动， 还要根据合作地特点开发针对性强、质

量高的文旅产品。 一方面， 要在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人文关怀上下功夫，增强游客旅

游出行的幸福感 、满足感；另一方面 ，要持

续深挖旅游资源、设计文旅亮点、塑造地域

形象， 及时呼应游客的期待和需求。 比如，

海南三亚和云南丽江开展双城联动活动，一

个宣传海岛风情，一个介绍古城特色，两地

以优质服务和地方风景吸引游客。 练好内

功、做优服务、突出特色，才能不断扩大“朋

友圈 ” ，吸引更多外地朋友常来“串门”。

“15 分钟社康圈”提升居民幸福感

□

尹传刚

乡村治则天下安，乡村兴则百

业旺。 村级后备力量作为乡村振兴

的生力军， 是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

力量。 要把育优配强村干部的责任

记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让

优秀后备干部“破土冒尖”，选出一

支政治过硬、作风过硬、能力过硬的

“硬核头雁”队伍。

当前，一些空心村、偏远山区村

还存在“两委”干部老龄化、队伍后

继乏人等问题。要尽早启动“头雁储

备”计划，聚焦外出务工经商人员、

农村致富带头人、 本乡本土大学生

等重点群体，择优培养储备一批、筑

巢引凤一批、选聘下派一批，确保每

村储备充足的优秀后备力量。 要完

善结对帮带、定制培养、跟踪管理、

动态调整等全链条机制， 有针对性

地精筛出一批政治过硬有素养 、为

民服务有情怀、发展产业有办法、强

村富民有措施、 兴村治村有能力的

后备干部，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

供人才支撑。

“熔炉”里才能炼出“精钢”。从

后备“青青苗 ”成长为为人民服务

的“遮阴大树 ”， 其发展道路是漫

长的，要抓住关键时期 ，精心“墩

苗 ”， 让后备干 部 早 接 担 子 早 成

才 。 以重大项目、重点岗位 、重要

任务等工作一线为练兵场 ，引导后

备干部常态化深入一线调查研究

村情民意 、 一线走访挖掘发展实

例、一线思考研究建设方向 ，全面

提升后备干部处理复杂问题 、解决

实际困难的能力。

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 让后备

干部成长为既接地气又接天线的现

代化专业型干部， 离不开党组织的

培养。 要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

么、补什么”的原则，立足“三农”工

作实际、群众工作难点堵点，创新培

训思路、优选培训内容、拓展培训形

式，使后备干部增强理论之智、巧干

之方、创新之勇，推动实现乡村全面

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