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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论坛

河南提出实施高校毕业
生就业村医专项计划，湖南启
动“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
划”，贵州拟招聘 1009 名应届
毕业生到村卫生室工作……
近段时间，多地出台政策，引
导医学专业毕业生成为乡村
医生，在拓宽就业空间的同
时，也充实乡村卫生健康人才
队伍。

乡村医生是亿万农民群
众的健康守护人，是全面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
国家卫健委、中央编办等 5 部
门不久前联合发布的《关于实
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
出，“十四五”期间在部分省份
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
划，由各省专项招聘医学专业
高校毕业生免试注册为乡村
医生到村卫生室服务，并加大
激励和保障力度。这将鼓励
和吸引更多大学生乡村医生
服务农村、扎根农村。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
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壮
大医疗卫生队伍，把工作重点
放在农村和社区。”今年 2 月，
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
生体系健康发展的意见》，把

“乡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发展
壮大”作为目标任务的重要内
容。从2020年起，国家卫健委
在部分省份实施医学专业高
校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
执业注册政策，已累计有4300
名大学生乡村医生进入村卫
生室服务。一系列政策举措
的实施，充实并优化了乡村医
生队伍，提升了村级医疗卫生
服务水平。

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
项计划，目的在于向农村输送
更多医疗卫生人才，补齐乡村
医生队伍短板，进一步夯实农
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实
践来看，将医学专业毕业生吸
引到农村是第一步，关键是让
他们扎根农村、茁壮成长，更

好地为农民群众提供医疗卫
生服务。

加大政策支持保障力度，
才能提高岗位吸引力。农村
地区特别是西部偏远地区的
农村，生活条件不便、环境艰
苦。同时，村医除了要承担诊
疗工作，还要承担公共卫生、
慢性病防控等工作，工作量较
大。完善激励机制，才能更好
留住人。《通知》要求，以县为
单位每5年动态调整乡镇卫生
院人员编制总量，盘活用好存
量编制；乡镇卫生院应当拿出
一定数量的岗位公开招聘符
合条件的优秀大学生乡村医
生。各地可以按照学历、执业
资格、职称、工作地点等因素，
在单位内部分配中对大学生
乡村医生予以倾斜。

做好培养培训，拓宽职业
发展空间，也是一个重要方
面。医学是一门不断进步的
科学，医生如果要更好地服务
患者，就必须不断学习医学知
识，提升医学技能。正因此，

《通知》提出，中央财政通过现
有卫生健康人才培养项目，支
持开展大学生乡村医生能力
提升培训，确保上岗后 3 年
（含）内完成一轮培训。加大
医学教育资源供给，通过培
训、进修等方式不断提高乡村
医生医学综合能力和实践技
能，既有助于提升服务水平，
也将拓宽大学生乡村医生职
业发展空间。

还应加强管理，提升工作
积极性。大学生乡村医生到
岗后，必要的考核和管理可以
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率。各
地应将大学生乡村医生作为
招聘引进的医疗卫生人才，由
乡镇卫生院与大学生乡村医
生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服务期
限，按规定落实相应社会保障
待遇。同时，乡镇卫生院应做
好考核管理工作。

大学生乡村医生是促进
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认真
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
划，加大政策支持保障力度，
拓宽职业发展空间，加强管
理，必能让大学生乡村医生留
得住、干得好，让村民在家门
口能看上病、看好病，进一步
筑牢乡村振兴的健康基石。

让大学生村医扎根农村、茁壮成长
申少铁

位于闽东山区的古田县拥有“中国食用菌之都”美誉。近年来，古田县加大工厂化栽培力度，推行“公司+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逐步形成食用菌培植、
生产、精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王旺旺 摄

风吹十里稻花香 景美业旺好风光
双辽市柳条乡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全媒体记者 邢天笑

松辽腹地，辽水之滨，杨柳伟岸，花开正艳。近年来，双辽市柳条乡坚持
以党建为引领，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使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提升。

党建领航 筑牢战斗堡垒

产业赋能 铸就富裕乡村

乡党委坚持党建引领，按照双辽市
委“1556”战略和“十个一”工程要求，筹
谋擘画，精心部署，基层党组织建设不
断提档升级。选优配强基层党组织领
导班子，不断壮大乡村治理人才队伍，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全乡现

有党支部21个，党员630名，疫情防控期
间，设立党员先锋岗15个，210名党员参
与疫情防控一线，624名党员为疫情防
控捐款6万余元。认领“我为群众办实
事”项目34项，开展大走访29次，收集群
众微心愿81个，战斗堡垒愈筑愈强。

因地制宜，厚植优势，大力发展产
业项目，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建立柳条村花生高产栽培示范基地，
清沟村绿色无公害水稻栽培示范区，
厚俗村、小白村黑土地保护玉米水肥
一体化农业科技高标准示范基地项

目 3 个，提高种植效能；建设 10 万盘
水稻育秧工厂，拓宽增收渠道；注册

“家加禾”商标，打造绿色大米品牌；
依托丰富的资源禀赋，紧盯肉牛产业
发展；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让
更多农产品“走出深闺”。

生态崛起 打造宜居之乡

全面落实河道净化、村庄绿化、环
境美化等惠民工程，街区、村庄卫生条
件明显改善。2022 年以来，共完成公
路养护 5 万余延长米，美化公路 3.5 万
余延长米，春季造林绿化107.42亩；建
设提升美丽乡村风景线 1条，柳条村、
小白村纳入千村示范工程；全面实行
河长制、林长制，落实班子成员分片包
保责任制，清理河道沟渠16.6公里，路

边沟 4.2 万延长米，完成黑土地保护
50500 亩，建设高标准农田 8000 亩，逐
步形成了“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
相连”的治理格局，初步实现了“春有
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的四季景
观，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一幅“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闻得到花香、听得到鸟
鸣、记得住乡愁”的绿色生态画卷徐徐
展开。

文化铸魂 汇聚精神力量

扎 实 推 进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所
（站）建设，成立志愿服务队伍，共有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 个，实践站 15
个，今年共开展志愿服务 36 次；健全
村级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公共服务
设施，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完善村规民约，成立道德银行，创新
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增强乡土
自信，夯实文化根基，营造“乡情、乡
俗、乡愁”为纽带的文化氛围，沐之以
春风、润之以细雨，为新时代乡村振
兴铸魂赋能。

现实版“开心农场” 玩出种地新花样
双辽市城乡村打造耕地认领新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 李冰瑶 林天骥

开拓思路 创新经营模式

高新科技 化解市民担忧

自耕自种 乐享田园生活

一片湖光山色，幽径之间绿树点
翠；一派车水马龙，谈笑声中游人如
织……初夏时节，湖北省嘉鱼县非遗
馆举行的特色展演活动在二乔公园
举办，吸引了众多游客。

嘉鱼县毗邻长江，因《诗经》“南
有嘉鱼，烝然罩罩”之句而得名。占
地约1100平方米的嘉鱼县非遗馆的
所在地，是公园中的双凤楼上。“在
楼顶可以俯瞰白湖、梅懈湖、金虾
湖，远眺长江。三湖连江景色宜人，
为了让这里‘好上加好’，让更多人
能够体验嘉鱼的非遗魅力，我们把
县非遗馆设在了这边。”嘉鱼县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童新说，
非遗的传承保护，与文旅产业的发
展相得益彰。

拾级而上，非遗馆中古色古香、
文韵浓郁。一幅展现当地民间传说
故事的嘉鱼木雕先入眼帘。两侧墙
面的图文，展示着簰洲说唱、簰洲圆
子等2个省级、8个市级、40个县级非
遗项目。

劳动人民在生活中创造的非遗
之美，与一方山水之美交相辉映。在
嘉鱼，听簰洲说唱、品簰洲圆子，正成
为游客的“热门选项”。

非遗馆中，一段旋律婉转低回。
循声而去，一位演奏者正吹奏着一款
外形似鱼的棕色乐器。指尖交替，曲
调亦转悠扬，引得不少观众鼓掌。

“呜嘟，原名‘叫叽儿’，相传是三
国时期嘉鱼簰洲牧童所创，最初只是
顽童撮土而成，后随时代演变，其音
色变得浑厚有穿透力，尤善表现幽
远、古朴的意境。”谈及呜嘟，童新赞
叹不已。

从昔日的简易泥哨到如今的精

巧乐器，呜嘟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
非遗传承人持之以恒的热爱与付出。

“满脑子想着怎么扩音域、提音
质，一天到晚都在捏泥巴。经常是几
个馒头、一杯白水，就对付一天。”谈
起 30 多年前改良呜嘟的往事，嘉鱼
呜嘟代表性传承人毕寅生记忆犹
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日复一日
的采泥、制坯、打孔、调音，改良后的
呜嘟扩大了共鸣腔体，音孔增至 10
个，音域达11度。2007年，嘉鱼呜嘟
被列入湖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之一。

如何进一步擦亮特色“文化名
片”，让非遗魅力传遍千家万户？嘉
鱼县主动作为，着力为传承人分忧
解难：嘉鱼呜嘟、簰洲圆子、嘉鱼木
雕等非遗项目的传承基地和传习所
陆续挂牌设立；通过进景区、进社
区、进校园……嘉鱼各界对非遗的
认知度和保护意识日渐提高。2022
年，当地共举办“戏曲、非遗进校园”
活动 15 场，其中接受过呜嘟普及教
育的学生就达 2000 余人。如今，毕
寅生的学生遍及当地多所中小学乃
至外地。“喜爱的人多了，传承就不
是问题。”他说。

保护、传承、弘扬非物质文化遗
产，如今已成为嘉鱼县旅游发展的重
要突破口。

“将口头传统、民间表演艺术、民
俗、民间手工艺和餐饮老字号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结合，正
成为嘉鱼县旅游业提升核心竞争力
的有效途径。2022年，嘉鱼县旅游综
合收入同比增长11％。”嘉鱼县文旅
局局长殷先俭说。
（新华社记者 惠小勇 潘志伟 梁建强）

擦亮特色“文化名片”
推动非遗保护传承

当年风靡一时的网络游戏“开心农场”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如今，现实版的“开心农场”就建在双辽市辽
南街道城乡村七星湖垂钓区。

田畴染新绿，耕种正当时。“农场主”们在各自认领的地块里施肥、播种、等待收获……这是辽南街道解放
思想、更新观念，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在城乡村打造双辽首个“认领一块地，一起当地主”耕地认领
项目，走出了一条具有辽南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芒种时节，在七星湖垂钓区随处可见“农场主”忙碌的身影。撸起袖子，俯身劳作，一手拿着嫩绿的秧苗，
一手分秧、插秧，勾画出一幅生机盎然的乡村振兴画卷。这些忙碌的身影，是走出空调房、回归自然的普通市
民，在闲暇之余走进乡村体验新时代农耕的乐趣。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
现在大多数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城
乡村充分依托“七星湖”区位优势，
将小木船垂钓区采摘园周边 9000 平
方米空地分割成种植小区，集中发展

“认领农业”，并在园区中心位置打
造了 2000 平方米的高端认领区，市
民可以有偿认领一小块土地，根据自
己的需求，种植一种或者多种时蔬，
闲暇时自耕自种，体验春种、夏耕、

秋收、冬品的乐趣。
为保证市民有个愉快的种植体验，

园区为每个认领小区免费提供工具箱
一个和菜园用水、用电支持，并配备专
业农艺师，免费提供种植技术方面的咨
询和指导。对于无时间亲自打理菜园
的“地主”，园区提供一支专业种植服务
队，服务内容包括种、肥、苗配送，日常
浇水、施肥、锄草、管理等，“地主”有需
要时可寻求有偿服务。

认领一块地，不仅要种下去，更要
管得好、有收获。“我种的蔬菜长势如

何？”“菜园工作人员有没有按照自己的
要求进行管理？”“会不会有人偷我的

菜？”为了化解认领土地市民的担忧，
城乡村将智能科技融入现代农业，在
认领园区安装了远程公共视频监控
系统。市民可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查

看菜园内蔬菜长势、施肥情况。互联
网高科技让农业耕种透明化、程序流
程化，让更多的人享受近距离接触自
然的乐趣。

如今，自耕自种，深度体验农事乐
趣，享受现代田园生活，已成为追求美
好新生活的一种方式，乡村旅游逐步
由“拍照式”变为“劳动式”“体验式”。
为保证种植出的蔬菜纯天然绿色无污
染，城乡村采用自发酵有机农家肥，让
市民种出放心菜、吃上放心菜。同时，
保留最原始的农耕方式，让大家不仅
可以来种地摘菜、亲子欢聚，还能感受

到原汁原味的农耕文化。
种田有新意，务农增底气。城乡

村在发展特色种植采摘园的同时，将
七星湖附近区域打造成集文旅、农旅
为一体融合发展的真实版新型田园基
地，深度挖掘农业功能，做好配套设施
服务，丰富市民生活，为促进乡村振兴
和农民增收进行了成功的尝试，让农
户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越走越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