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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来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十年前我回乡建蔬菜大棚基地时，拍摄的泥泞不堪的泥土路，一张是十年后，这条路已经变成

了宽敞平坦的柏油马路！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青园心家庭农场负责人余青青兴奋地向大家展示着她的“时光

相册”。

“这次我带来的是乡亲们种的西红柿，前年村里的路修宽了，交通更加便利，我们也发展起了西红柿产业。 ”全国人大代

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天山堡村党支部书记冉慧也向记者讲述起武陵山区的变迁。

两会现场，代表委员们纷纷把家乡的美好变化以各种方式“带”到了北京。 从“村村通”公路到

5G

网络覆盖，从清洁村庄到

美丽村舍，从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到乡村文化礼堂……这些曾经属于城市的“标配”，如今正逐步成为农村生活的新图景。

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是

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今年中

央一号文件也提出， 着力推进乡村建

设，统筹县域城乡规划布局，推动基础

设施向农村延伸， 提高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如

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如何让农

民更有幸福感、获得感？ 代表委员们对

此既有深度思考，也有务实建议。

农村新基建

一直“在路上”

冉慧连续七年持续关注少数民族

地区交通大动脉建设，今年两会上，她

带来了渝湘高速公路酉彭段通车的好

消息：“过去靠背篓出山的农产品，如

今顺着高速路远销全国。 ”

天山堡村的路， 是以基础设施建

设带动农村发展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

各地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新

建和改建农村公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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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里，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4%

， 建制村快

递服务覆盖率超过

95%

， 乡村面貌焕

然一新。 那么当下，乡村建设的重点还

应放在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上吗？

“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没有

终点，是一个不断动态提升的过程，需

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地区发展

水平作出调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

杜志雄表示， 目前新的发展阶段对农

村基础设施数量 、质量 、规模 、水平提

出了新要求。 杜志雄举例，十年前人们

对于现代化生活的设想还在于“村庄

通了道路”，而如今这显然不能满足大

多数村庄的要求，还需要往“四好农村

路”上去努力。

持续推进农村新基建建设， 需要

一直“在路上”。

近年来， 我国数字乡村建设驶入

快车道。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成都市

温江区寿安镇岷江村党委书记陶勋花

去年提出了完善基础设施、 夯实数字

乡村建设基石的建议， 得到了中央网

信办的答复 。 在各部门的努力下 ，到

2024

年底， 全省

2.6

万个行政村实现

“村村通

5G

”。

“虽然我们村实现了

5G

全覆盖，

数字乡村建设有了‘硬件 ’基础 ，但针

对农村地区的特色应用场景的‘软件’

开发还不足， 让数字技术发挥更大作

用，还需进一步整合资源。 ”对此，她建

议，搭建数据平台，开发智慧农业、智

慧村务、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特色应

用场景，整合乡村产业动态、公共服务

等数据 ， 实现资源高效精准匹配和

运用。

当前，我国城镇化仍在快速发展，

乡村人口持续减少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客观规律， 如何规划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才更有章法？“在这个过程中，乡村

建设不能平均用力。 ”杜志雄认为，应

综合考量城镇化下人口变迁以及财政

的可持续性，既要立足当下，满足人民

群众的迫切需求，又要带有前瞻性，考

虑到未来可能，不调高胃口，不做超前

建设。“这里面有一个巧妙的度，需要

政府去把握衡量。 ”

“以需求为导向，能够最大限度地

激发村民的积极性。 ”这是全国政协委

员、海南省陵水县文罗镇政府副镇长、

五星村党总支书记黄丽萍的切身感

受。

2018

年，基于村里产业发展需求，

五星村亟需拓宽村道。 消息一传出，村

民们纷纷响应， 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

的“拆家运动”。 有的主动让出了自家

土地，有的拆掉了自家围墙，还有的忍

痛砍掉了种了几十年的二十多棵椰子

树。“村民的意愿其实就是乡村建设最

好的风向标。 ”黄丽萍说。

提升公共服务

要县域统筹谋划

农村公共服务是满足农民对美好

生活向往、 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直接

体现之一。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从现实

来看， 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严

重， 很多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便利度

和舒适度 ， 与农民的期待还有很大

落差。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对优

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 而实现

城乡教育均等化的关键在于优质教师

资源的均衡配置。 ”全国政协委员、云

南省文山州广南县城区第四小学校长

龚健梅在教育战线已经奋斗了

30

多

年。 多年实践中，她发现若想让年轻教

师“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仅靠行

政命令强制推行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

果， 关键在于制定具有吸引力的配套

政策， 并对轮岗交流的优秀教师给予

职称评定倾斜。

最关键的， 还是应通过“扬峰填

谷 ”， 把县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

划。“目前，在全国不少地区，县域内集

团化办学正成为一种趋势。 ”龚健梅介

绍，今年，为增强基础教育优质资源的

辐射引领， 广南县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

的模式， 由县城区

4

所小学带动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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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乡镇学校同步前进， 通过共享教学管

理、教学模式和教师资源，快速提升落后

地区办学水平， 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

“名校”。

她也注意到，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

城市大班额问题和乡村学校“空心化”现

象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建议根据人口的

流动、城镇化总体规划，科学布局县域内

教育资源。

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是完善农村公

共服务体系的关键一环。 全国政协委员、

重庆市涪陵区委书记黎勇多年来一直关

注农村养老话题。 他指出：“随着人口老

龄化加剧，青壮年大量外流，农村家庭结

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农村养老服务的需

求越来越紧迫。 ”对此，他认为，要加强城

乡之间的资源共享， 鼓励城乡养老服务

机构建立常态化的交流与合作机制 ，推

动城市医疗机构为农村提供远程医疗咨

询和健康监测服务， 让城市的优质养老

资源逐步向农村延伸。 同时尝试建设一

些示范性的农村养老综合体， 集日间照

料、短期托养和互助式养老于一体，打造

一种“医养结合”的模式，既注重医疗保

障，又兼顾康复支持，实现边医边养 、综

合治疗的目标。

然而，要真正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

解决农村医疗资源匮乏这一根本性问

题。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屏边苗族自治县新华乡河南村

乡村医生杨莲英直言：“目前， 乡镇卫生

院缺药、缺人、缺设备的问题依旧存在。 ”

她建议 ， 国家应从政策层面加大对县、

乡、村三级医疗机构的支持力度，扩充基

层用药目录，完善乡镇卫生院硬件设施，

增加各科室人员编制，切实解决农民

"

看

病难

"

问题， 让农民可以

"

小病不出村、

大病有依靠

"

。 只有补齐农村医疗服务的

短板， 才能为农村养老服务的提质增效

奠定坚实基础。

塑形铸魂

让乡村成为“诗与远方”

乡村全面振兴， 既要塑形， 也要铸

魂。 可知可感的民生变化不应只体现在

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上， 更存在于村民

们日渐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里。

“向心力”是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

永嘉县岩坦镇源头村党总支书记陈小静

谈话中的高频词， 她解释：“硬件设施上

的进步最容易让人看到也最容易实现 ，

但真正稳住人心、 能让人留下来的还是

这些软性而无形的东西。 ”

一个村庄的向心力如何构建？ 陈小

静的看法是要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充分发挥党员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

先锋模范作用， 以党员带头牵引村民主

体作用的发挥。“想要家乡成为村民们的

‘诗与远方’， 党支部就得真正设身处地

地为村民们着想， 让发展惠及更多村民

的生活，让大家拧成一股绳。 ”陈小静说。

有力一起出、有劲一起使、有钱也一

起赚，在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下，外出

的村民们也开始逐渐回流。 短短几年，源

头村从只有几十个老人留守的空心村 ，

发展成常住人口六七百人的和美乡村。

不少城市人也慕名而来，长期租住村里，

成了村里的新村民。

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 离不开优质

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目前，百姓舞台、

文化礼堂、村史馆等基层公共文化空间，

使优秀文化资源触手可得， 极大增强了

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但一些经济

薄弱地区的公共文化空间维护仍面临着

发展动力不足的共性问题。 ”过去一年，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湖北省委会副主委、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韩民春的脚步遍布孝

感、十堰、随州等地。

韩民春认为， 维护好乡村公共文化

空间， 关键要建立创新性的资金投入机

制，确保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力度的同时，

运用好税收优惠、奖励补贴政策，鼓励引

导社会资本、经营主体、民间组织参与基

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运营。 另一方面，应

探索创新运营收入模式， 通过开展赞助

合作、开发文化产品等方式，增加基层公

共文化空间的自身收入来源。

“不仅要注重乡村文化阵地建设，还

要持续关注文化服务的内容创新。 ”全国

人大代表、 浙江省长兴县媒山镇新川村

党委书记张天任结合着新川村实践谈起

看法。 近年来，新川村以浙江文化礼堂为

核心载体，结合传统节庆策划各类打卡、

文艺汇演等特色项目， 年均举办活动超

百场。 通过引入“送戏下乡”“送电影下

乡”等流动服务，实实在在确保了文化资

源直达村民家门口。“我们现在还聚焦数

字建设，通过与贵州台盘村开展‘村

BA

’

线上联动，扩大乡村文化影响力。 村民们

通过手机即可获取文化资讯，实现‘指尖

上的文化服务’。 ”

春风又绿江南岸。 从基础设施的“硬

件升级”，到公共服务的“软件迭代”，再

到文化生活的“内核焕新”，我们期待共

同见证农民迈向现代化文明生活的崭新

篇章。 （梁冰清 侯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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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如何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