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农时评】

前不久在中西部地区调研时，一位市领导

说，一些地方经过重点打造的美丽村庄，说是像

欧洲也不为过。相对来讲，包括乡镇政府驻地所

在集镇，虽然一般都有多于村庄的常住人口，以

及高于村庄的基础设施使用率，但一些集镇的基

础设施却不足，也缺少规划，存在乱搭滥建、脏乱

差等现象，说是像非洲也无不可。

过去常说“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确

实，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人地钱等资源要素更

多流向城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时还可以获得

“土地财政”支持。所谓“土地财政”，就是地方政

府在城市扩展过程中，将土地增值收益“涨价归

公”。有了“土地财政”收入，城市可以投入更多

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又为

城市发展提供了“润滑剂”，推进城市更快发展。

城市发展更快了，产生更多收益，再用于建设城

市基础设施。如此，城市建设进入良性循环，出

现“城市像欧洲”也就不奇怪了。

说“农村像非洲”，主要原因是随着农民进城过

程发生的。农民刚开始进城时，将城市务工经商收

入汇回农村，还有些进城农民自己在家乡建了新

房，于是农民进城了，农村更加繁荣。后来，越来越

多农民开始在

城市买房，还有

一些留在农村

的父母为支持子女，将他们在农村的积蓄贡献出来

在城市买房。结果，不仅农村年轻人进城了，越来

越多资源也进城了，农村建设相对迟滞。当然，说

“农村像非洲”只是一个比喻。当前中国农村贫困

人口已实现脱贫，农民都有住房，上学看病有保障，

吃穿不愁，生活条件普遍还是不错的。

虽然许多农民进城了，农业仍然十分重要，农

村仍然有五亿多人口。因此，中国三农问题并非一

朝一夕可以解决，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

基础。早在2005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九大又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0年，我们打赢脱贫攻坚

战，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迈入全面小康。近年

来从试点示范到逐步推广的乡村建设行动，在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各级各地政府开始

集中资源建设美丽乡村，也因此在全国打造出一批

可以媲美欧洲的村庄。比如，据笔者了解，浙江农

村建设的目标就是“近学日本、远学瑞士”。

村庄是兼具生产性和生活性的，因为村庄中

仍然有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为农村提供与

城市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

活秩序就很重要。相对来讲，乡镇一级往往既缺

少城市工商业就业机会，又远离农业生产，因而多

是消费性的。以乡镇政府驻地为主的集镇建设，

往往难以发展工业，缺少吸引农民入住的条件，集

镇也就难以像城市一样吸引投资，所以把集镇建

设得像欧洲，既无很大可能，又无现实必要。

不过，虽然以集镇为基础的城镇化空间有

限，但集镇毕竟交通便利、商贸活跃，有着多于村

庄的居住人口和服务人口，具有行政、商业、交

通、服务功能，集镇基础设施有高于村庄的利用

效率。因此，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应当

是让集镇具有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

施。在一些村庄投入巨额资源，建设大量基础设

施，看起来是美丽村庄，但这里面存在的问题是，

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留守村庄的农民人数也在

减少。而若将其中一部分资源投入到集镇，也可

以发挥出明显效益。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打造乡村建设示范点，

正在向村庄投入大量资源，有些地方试图建设媲

美欧洲的农村。问题是，这其中的一些投入超出

了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少数被刻意打造得像

欧洲的村庄，人口越来越少，设施无人使用，而一

些村庄服务范围广泛、设施使用效率更高的集

镇，却因为投入资源有限，没有进行应有的规划

和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乡村振兴中要特

别注意，集镇建设不能被忽视。毕竟，投入到乡

村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而更合理地配置资源，

让有限资源发挥出最大作用，才能真正实现乡村

全面振兴的目标。

乡村建设不能忽视集镇
贺雪峰

我省下达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74.5亿元
本报讯（朱卓）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加大对

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支持力度。上半年

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74.5亿元，其中下达20个省级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43.3亿元，占比58.1%，县均投入规模

是其他县的3.7倍。

省财政厅、省乡村振兴局等六部门联合出

台《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资金使用

和项目管理要求，聚焦重点地区、重点任务和

重点环节，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

强化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管理。同时，我省落

实衔接资金直达管理要求，组织市县开展衔接

资金直达管理情况自查自纠，对存在问题立行

立改。充分发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作用，加强

系统数据分析，督促市县及时处理监控预警疑

点，确保衔接资金直达基层。加强衔接资金支

出调度，定期督促市县加快资金支出进度。截

至6月底，中央和省级衔接资金支出进度达到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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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9日，笔者来到位于怀

宁县黄墩镇的安徽独秀山蓝莓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栗山蓝莓基

地，30 多名村民正在基地内除

草、施肥。

“今年蓝莓喜获丰收，基地已

采摘鲜果50万斤。我们对蓝莓

进行深加工，生产蓝莓制品，今年

销售收入达1000万元。”该公司

总经理陈宏兵告诉笔者。公司现

有蓝莓基地3000亩，主要从事蓝

莓制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现已研

发出蓝莓酒、蓝莓汁、蓝莓醋、蓝

莓干、蓝莓蜜以及蓝莓花茶等20

多个品种的产品。通过“公司+农

户”模式，带动周边1000余户农

户发展蓝莓种植。

怀宁县自林长制改革实施

以来，高质量推进蓝莓产业发

展，着力创建长三角地区最大的

蓝莓种植区、深加工交易集散研

发中心、重要的蓝莓元素休闲旅

游区。“我们以黄墩

镇为核心区，打造

了国家级怀宁蓝莓

产业示范园区，总面

积6万亩，辐射周边

5 个 乡 镇 综 合 发

展。”该县蓝莓产业

发展服务中心副主

任陈进说。

为了加快蓝莓

产业示范园建设，该

县县级总林长、副总

林长多次深入一线

协调督导，及时发现

解决问题。“38家县

级林长会议成员单

位及各级林长履职

尽责，织起了保护全

县森林资源的严密

网络，形成强大合

力，变林业部门‘单

打独斗’为各部门各

乡镇‘兵团作战’的

林业工作新格局。”

陈进告诉笔者。该

县加强蓝莓园周边

的基础设施建设，利

用交通、水利、农业

项目资金，兴修蓝莓

基地道路、水利等基

础设施。投入7.5亿元建设16.94

公里马拉松生态廊道、蓝莓成果

展示中心、科普研发中心、物流电

商中心及蓝莓商业街、绿色食品

产业园、独秀山公园等；投资

8000余万元，建成蓝莓产业园二

期冷库项目，解决蓝莓储藏保鲜

需求。

“蓝莓基地原先多为杂草杂树

的荒地，建起蓝莓园之后，道路等

基础设施完善了，群众出行更加便

捷。山场、荒地的合理流转，盘活

了农村闲置资产，增加了群众资产

收益。”怀宁县林业局局长江龙林

介绍，目前，怀宁县蓝莓种植面积

达7万亩，集聚产业化企业198家，

蓝莓深加工企业8家，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产业链条。2021年，蓝莓

产业综合产值达40亿元，有效推

动了县域经济发展、村级集体增

收、群众就业致富。 （汤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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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六安市霍邱县夏店镇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加强法治乡村建设，

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夏店镇村村成立了以党组织书记为组长的创

建领导小组，领导组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责，做

到工作推进有力。

夏店镇每个村把“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

纳入年度工作总体部署，制定年度创建实施方

案。申报砖佛寺村为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党建引领抓创建。该镇始终抓“平安创建”不

放松，不断强化普法力度，认真排查风险隐患，积

极化解矛盾纠纷，持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

持夜巡夜查不放松，全镇社会环境和谐稳定，美丽

乡村焕发蓬勃生机。

发扬民主抓创建。该镇依法引导群众开展自

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活动。各级组织按期

换届，选举程序规范，群众满意度高。村级重大事

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决策程序规范。加强

和规范村务监督工作，保证和支持村务监督委员

会依法行使职权。成立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

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等创新乡村治理新模

式。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民主评议党员和“两委”干

部活动。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宣传教育。

夏店镇积极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经

济社会取得了可喜局面：村容村貌整洁靓丽，公益

事业健康发展，干群关系平等和谐，乡村振兴稳步

推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金其华 付梦林）

霍邱县夏店镇——

民主法治建设赋能乡村振兴

近年来，界首市泉

阳镇鼓励群众发展特

色产业种植，该镇张楼

村村民张杰2016 年返

乡通过吊秧种植冬瓜，

延伸产业链，带动群众

致富，冬瓜成为当地群

众的“致富瓜”。图为

务工群众在冬瓜种植

基地采摘吊秧种植的

冬瓜。

通讯员 白永明
蒋永听 摄

巧种冬瓜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