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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传真】

乡村振兴成今年全国政协会议“热词”
3月 10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闭

幕。在今年会议上，乡村振兴再次成为委员热

议的话题，特别是来自农业界别的全国政协委

员纷纷就此建言献策。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是基层干部职责所系，应该把基层干部

带着大家发展产业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

副镇长、五星村党总支书记黄丽萍表示，目前

村里的一片片辣椒、豇豆等产业基地，是五星

村的振兴基础，也是村民的致富希望。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

李宝聚认为，现在要多措并举引导青年大学生

回乡创业、振兴乡村。从政府角度来讲，应该

给返乡大学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培训。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左旗乌兰牧骑队长阿拉腾达来每天在草原上

忙着给牧民唱歌，丰富牧民的精神生活。“天

天与农牧民打交道，更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喜

欢什么。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也得在创作、表

演等方面加强提升。”他希望，有关部门可以

出台政策，进一步增强乌兰牧骑的服务功能，

更好推动牧区优秀传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

融合。

乡村治理水平的不断优化将为基层带来

新气象。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

授昝林森表示：“要通过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

的建设，实现精细化服务管理。我觉得围绕乡

村振兴，我们完全可以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和发展，让乡村建设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农业科技工作者更加关注如何运用科技

创新，进一步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建设黑土

地土壤产能数字模拟大科学装置，发挥卫星遥

感等现代信息技术保护耕地……委员们聚焦

新质生产力，希望在未来的科技工作中，进一

步加大创新，解决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问题，让

农业生产实现智能化、优质化，扎实推进乡村

高质量发展。

（杨梦帆 朱一鸣 雷少斐 侯雅洁）

霍邱县扈胡镇——

小额信贷照亮乡村振兴之路
在六安市霍邱县扈胡镇，小额信贷不仅仅是一项金

融政策，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之光，为脱贫户铺设了一条

通往自主致富的道路。

近年来，扈胡镇深刻认识到小额信贷在推动乡村产

业发展、增强脱贫户自身“造血”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为此，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积极部署，确保小额信贷政

策深入人心，落到实处。

据悉，为了让更多脱贫户了解小额信贷政策，扈胡镇

采取了多种宣传方式。镇村干部、网格员深入田间地头，

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解释政策细节，确保政策宣传无死

角。同时，利用公示栏、显示屏、大喇叭等传统媒体以及

微信群等现代通信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小额信贷的

优惠政策。

在确保贷款资格审核严格的前提下，扈胡镇还不断

优化办理流程，提高办事效率。镇村干部全程服务，帮助

脱贫户完成贷款申请、核查、评级授信等各个环节，缩短

办理时限，真正做到了“让群众只跑一次”。

为了让贷款资金发挥最大效益，扈胡镇建立了贷款使

用台账，详细记录每一笔贷款的流向和用途。同时，组织

技术专家进行种养殖产业的指导，确保贷款资金用于产业

发展，真正发挥“贷得出、用得好、有效益”的良好效果。

截至目前，扈胡镇已累计发放小额信贷1619户次，

发放贷款资金7097万元。这些资金如同一股股甘霖，滋

润着乡村产业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脱贫户走上了自主

致富之路。 （程孝孝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霍邱县夏店镇——

庙会搭台文化唱戏
每年的农历二月二是夏店镇的传统庙会，该庙会自明

朝以来经久不衰，已经成为当地一年一度的物质交流盛

会。今年，六安市霍邱县夏店镇政府高度重视传统庙会的

影响力，举办一系列文化活动，为群众送上一份“文化大餐”。

一是弘扬民间艺术，打造靓丽名片。庙会期间，夏店

镇民安村民间艺人余自传牵头组建的20人左右以唱当

地流行推剧为主的戏班子，并配合镇文化站编排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艺节目，该推剧团深受夏店镇和周边乡镇广

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每场演出人员爆满，成为展示夏店民

间艺术的一块靓丽名片。同时，结合霍邱县2024年“送

戏曲进乡村”活动，邀请霍邱县庆发演艺剧团在全镇巡回

演出10多场次，10000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观看到黄梅

戏演出，为庙会活动增添了文化氛围。

二是弘扬雷锋精神，践行核心价值。庙会期间，夏店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深入开展“学雷锋·文明实践我

行动”主题活动，庙会现场发放《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

倡议书》5000多份，招募文明实践志愿者200人，开展文

化惠民、科技为民、健康义诊等文明实践活动10场次，中

心校组织少年儿童表演了《我们都是雷锋》《学习雷锋好

榜样》等歌舞节目。

三是弘扬农耕文明，彰显地域特色。庙会期间，夏店

镇通过精心组织，集中展示了具有夏店地域特色的传统

农机具、手工业制品和收藏文物。镇文化站通过金凤宝

等党员志愿者现场演绎，复原了秦家楼苏维埃、砖佛寺战

役、地下党丁氏兄弟等红色文化。

夏店镇借助传统庙会，把繁荣经济与丰富乡村文化

有效结合起来，有力助推乡村振兴走深走实。

（金其华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代表委员热议农村养老问题——

“别让农村老人成孤岛”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养老问题总

能牵动着国人的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加强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

加大农村养老服务补短板力度。与城市

相比，农村老龄化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问

题，会场上关于农村养老问题的讨论总

能引发代表委员的强烈共鸣，他们呼吁

——“别让农村老人成孤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共13次提到了

‘养老’这个关键词。可见我们国家养老

问题的紧迫性。”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

沂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张秀丽说。

近十年的养老行业工作经历让张秀

丽对农村养老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认

识：“近年来，农村空巢程度日益加重，农

村公共服务条件相对薄弱，农村养老面

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和压力。应形成全

社会的共识，别让农村老人成孤岛。”

张秀丽认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是应对乡村养老问题的一个重要

方式方法，特别是对农村失能人员而

言，能很大程度地缓解其经济负担和

事务性负担。“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只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试点，作为

国家级长护险试点城市，我们已在全

市全面推开职工长期护理保险，收效

明显。”张秀丽说。

她呼吁以立法形式来规范和管理长

期护理保险的运行，从国家层面对长护险

的险种、参保对象、筹资渠道、筹资形式、

筹资标准、待遇给付等方面优化设计。

“我去山东调研过长期护理保险，如

果这种长期护理保险能扩大到咱农村老

百姓身上，那养老问题就有了很大保

障。”作为养老行业从业者，全国人大代

表，山西省柳林县薛村镇小成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马金莲对这种护理保

险很是认可，她也期望能多渠道完善资

金供给，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或许，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

养老问题上，具有更多的发展潜力和可

作为空间。”在小成村，马金莲成立了一

家名叫“懿星养老服务中心”的乡村养老

院。“养老中心不仅解决了十多名护工就

业问题，还让村里的几十位空巢老人有

了吃得香、睡得好的新家。”

但物质改善不能忽略“精神养老”。

马金莲认为，目前农村地区对于失能老

人的关怀救助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养老

院老人的情感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我深深感到，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不能丢，所以我在养老工作中有意加入了

德孝文化的教育内容。”基于此，马金莲

在村里打造了德孝文化体验室，每周让

老人子女来养老院坐一坐、吃顿饭、洗次

脚，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教育来让

子女真正参与到农村老人的情感生活里。

近年来，像小成村这样筹建幸福院

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不在少数，但发展

问题也随之而来——村子是否能建得

起，老人是否能住得起，养老院是否能支

撑得起？特别是养老院的运营问题，成

为很多养老院昙花一现的根由。马金莲

想要把村子打造成一个康养小镇，通过

发展旅居养老产业来实现村集体经济的

增收，用以保障养老院的运营保本和可

持续发展。

“还应该强化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

参与到农村养老制度建设中来，加快补

齐特殊老年群体长期护理（失能照护）服

务短板。”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

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连玉明认为，应鼓

励社会组织和服务下乡，为农村特殊人

群提供养老服务，“目前在部分地区推广

的乐龄陪伴工程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建

议应加大推广力度和覆盖区域。”

同时，他建议加快完善低龄老年人

服务高龄老年人的助老机制，通过老年

志愿服务队等方式，探索“小老人”服务

“老老人”的新型互助养老服务新模式。

应对乡村老龄化，如何发挥城市对

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全国人大代表、

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工艺美

术设计师张淑芬建议，还要引导城市养

老机构对农村养老机构开展挂钩帮扶，

加快推进城乡养老服务资源和要素自

由流动。

（梁冰清 侯雅洁)

小
麦
田
管
忙

小
麦
田
管
忙

3月10日，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五柳村农民抢抓农时，组织大型农业植保机械进行小麦田间喷药作业。眼

下，正是小麦返青期，也是病虫害的高发期，宿州市埇桥区积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和科技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开

展技术指导服务，筑牢夏粮丰收根基。 丁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