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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校尧村部建成投用袁闲置下来的老校园尧旧村部如何有效利用曰刚刚脱贫的农家子弟能不能
就近上大学袁就读和当地产业发展相关专业袁成为留得住用得上的野新农人冶曰农业要现代化袁

如何培养贴近实际尧更有效益的新质生产力噎噎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袁这些来自基层一线尧沾着泥土的思
考也一起进了人民大会堂遥

今年袁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5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遥 过渡期之后怎么办钥
如何更好地推进乡村建设钥多位来自西部地区的代表委员围绕如何推进乡村持续健康发展尧更好地构建
过渡期后帮扶政策体系建言献策袁勾勒出一幅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全景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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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乡村闲置资源野活冶起来

全国人大代表董建新是甘

肃渭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村党

总支书记，聊起村子的变化，十

分兴奋。

2013 年 2 月 3 日，农历小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元古堆村

考察，叮嘱“乡亲们要发扬自强

自立精神，找准发展路子、苦干

实干，早日改变贫困面貌”。

“我们记住了总书记的嘱

托，撸起袖子加油干，元古堆村

一年一个样。”董建新说。

元古堆村的村容村貌彻底

改变，产业茁壮成长，成了远近

闻名的“明星村”，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游客来观光。2024年，全村
人均纯收入达 18860元，较 2012
年增长 11.8倍；村集体经济收入
超过 120万元。

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全面推进，远古堆村新修了校

园和村部，之前使用多年的土地

和房舍被闲置下来。在乡村振兴

新阶段，如何让这部分闲置资产

“活”起来？

董建新说：“土地和房舍如

何统筹使用起来，现在没有明确

的安排，也是一种浪费。”他发现

这一现象在农村普遍存在，“有

新修后被闲置的，也有因为人口

流动或人为撤并被遗弃的”。

“这些资源如果能利用好，

将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

好的作用。”他建议，盘活农村闲

置的校舍、村部等资源，将其用

于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

“比如将闲置的校舍改造成乡村

文化活动中心、农产品加工车间

等，让这些资源重新发挥作用，

为乡村振兴服务。”

培养高素质的野新农人冶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临夏

回族自治州教师培训中心副主

任、临夏开放大学副校长董彩云

更关心的是西部教育问题。

“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

进，很多农民的经济收入提高

了，原来不太重视教育的家庭开

始重视教育了，大伙儿都愿意供

孩子上学，送孩子上高中读大

学。”董彩云发现，随着老百姓高

中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高中的

扩容提质势在必行。

但临夏州各县市普通高中

的硬件软件都比较薄弱，不能满

足扩容提质的需要。“原来一个

县里的高中有 2000名左右的学

生，现在一下到了 3000 多名，学
生人数上去了，实验设备等硬件

配套却不能及时扩充，优秀的老

师也不能及时配备，教学质量就

难以保证。”她说。

为此，董彩云呼吁，国家应

设立民族地区高中扩容提质发

展的专项经费，在学校建设、教

师培训、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大对

民族地区普通高中扩容提质发

展经费或政策的倾斜力度。

民族地区高等教育跟产业

发展息息相关。“像我们临夏属

于‘三州三区’，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推进乡村振兴要大力发展产

业，急需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支

撑，这一块恰恰有短板。”

临夏州有一所大专层次的

职业院校，由于办学层次所限，

一些学生宁可外出上学，也不愿

就近读书。在董彩云看来，对于

很多刚刚脱贫的家庭而言，孩子

外出求学不仅会增加家庭负担，

而且学的专业也不一定适合本

地产业发展的需求，容易出现

“高不成低不就”的问题。

董彩云认为，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急需

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本土人

才留下来。“比如，养殖业收益

好、惠及面广，但真正要发展起

来，还得靠熟悉本地资源禀赋和

发展方向的高素质人才来推

动”。为此，必须加大对民族地区

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职业教育

要适应现实需要，提升办学层

次，优化专业设置，让学生能就

近就便接受符合地方产业需要

的职业本科教育，毕业后扎根地

方发展产业，推动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实际的情况是民族地区发

展高等教育面临诸多困难挑战，

存在经费保障不足、人才引进困

难、学科建设滞后等诸多难题。”

董彩云建议，国家要出台相应的

政策，助力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

展，让孩子们能够在家门口接受

高等教育，培养更多熟悉当地产

业、用得上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培育赋能野三农冶发展新质
生产力

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

董事长、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耿

福能出生在凉山，始终把目光聚

焦在大凉山高质量发展上。

“我是来自凉山州基层的代

表耿福能。”这是他每年参会期

间发言的第一句话。作为连续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怎样巩固大凉

山的脱贫攻坚成果，是他当选十

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重点关注

的话题，“这 5 年我都会关注这
个（话题）”。

从 1996年开始，耿福能就带
领企业在凉山州布拖县推广种

植中药材附子。他发现，过去当

地农民每年都是 9月份采挖，11
月播种，种子堆放两个多月，储

存保管不善，就会发霉腐烂，损

失严重。为此，他开始想办法解

决这一问题。耿福能率领技术团

队在 500 亩产业园区进行耕作
改革实验，最终为布拖老百姓总

结出了一套种植方法：一边采挖

附子，一边整理土地；附子挖出

土、选好种子后，马上栽种下地。

2024年，好医生集团在凉山
州的布拖等 9个县的 22个村种
植附子等特色中药材 33850 亩，
带动 1.6 万户、8 万多农民走上
长期稳定增收的道路。

耿福能十分关心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5年过渡期结束后，政策的
延续问题。“脱贫攻坚解决了绝

对贫困问题，但部分脱贫地区基

础仍较薄弱。通过政策衔接，能

够持续监测易返贫群体，避免大

规模返贫，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

历史检验。”他说。

在调研中，耿福能发现，一

些地方引进新农业人员，采用新

模式、新技术，形成了乡村振兴

的新业态、新产业链，以科技创

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有效助

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发展。

针对乡村振兴面临的新形

势，今年全国两会，他带来了“以

科技创新为引擎培育‘三农’新

质生产力，构建数字技术赋能的

乡村振兴模式”的建议。

“要通过培育新技术、新模

式，使用优质和新型生产要素，打

造‘科技型新农人+智能装备’的
农业新生态，以数智化催生乡村

未来新产业，真正让互联网、物

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

度覆盖农业全产业链的各个环

节。”他说。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来自基层代表的期待———

乡村全面振兴澎湃新动能

生于乡村，长于乡村，乡村

文化建设一直是李翠利关注的

重点领域。多年来，她始终致力

于推动乡村阅读公益事业，而这

件事，还要追溯到 17年前。
2008年，在看到乡村孩子们

课余时间无事可做的状况后，李

翠利将自家超市中的白酒货架

改成了书架，摆上自己积攒的几

百本图书，供村里的孩子和成年

人免费借阅。有人来借书，她还

会送糖果、送毛巾、送笔记本。虽

然这期间也面临着经济等各方

面压力，但她依

旧坚持了下来，

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让更多人关注

乡村阅读。

担任全国人

大代表后，李翠

利更加努力推动

乡村文化建设和

乡村阅读事业，

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让更

多人关注这一议题。截至目前，

李翠利创办的“微光书苑”已经

开了 17年，累计借阅人次超 40
万，其中不少总来看书的孩子考

上了大学。“微光书苑”模式也产

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后来由新

华书店总店和网商银行公益小

店联盟共同发起的“1平米书架”
公益行动，就是以此为范本。而

作为“1平米书架”公益行动荐书
官，李翠利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持

续关注并推广乡村阅读。

今年全国两会，基于自己的

观察和调研，李翠利提交了《关

于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建议》。

其中提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

然在农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

振兴的铸魂工程，是乡村发展内

生动力的重要源泉，对于引领乡

村意识形态建设、推动乡村全面

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

乡村文化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

存在文化设施基础薄弱、财政投

入不足、从业人员匮乏、业务指

导不到位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乡

村文化振兴步伐。

为此，李翠利提出了以下

建议：

一、设立村文化专员岗位，

强化文化市场监管。建议在村

“两委”干部中遴选具备一定文

化素养的委员担任村文化专员，

负责乡村文化市场的上报、引导

与监管工作，加强对乡村文化活

动的政治引领，确保各类文化活

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避

免低俗、虚假宣传误导乡村留守

老人，维护乡村文化健康发展。

二、重视乡村文化人才队伍

建设，建立长效支持机制。一是解

决编制与待遇问题。为农家书屋、

文明实践站等配备专职管理员，

解决其编制、工资及待遇问题，激

发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二是

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出台相关政

策，扶持和重视以乡土人才为主

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文化服务建

设，鼓励新乡贤、社会组织等参与

乡村文化建设，带动乡村文化事

业繁荣与经济发展。

三、提升乡村文化建设从业

者素养，缩小供需差距。一是加

强培训指导。充分利用现有乡村

文化建设平台，加大对乡村文化

建设管理者和从业者的培训力

度，提升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

二是鼓励深入群众。支持创作

者、从业者深入乡村生活、了解

群众需求，创作出符合当地民俗

民情、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作

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

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提升乡村文化建设成效在

政府考核中的比重。一是完善考核

标准。建立以服务成效为核心的乡

村文化建设考核标准，确保考核工

作的科学性有效性。二是加大考核

权重。在地方政府行政考核中，适

当提高乡村文化建设成效的考核

比重，引导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和支

持乡村文化建设工作。

李翠利认为，加强乡村文化

人才建设、提升乡村文化建设成

效在政府考核中的比重，是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实现乡村全面振

兴的重要举措。“建议各级政府

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采取有效

措施，切实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取

得新的更大成就。”

全国人大代表、“微光书苑”发起人李翠利：

鼓励新乡贤尧社会组织等参与乡村文化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尧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马上乡
李石村妇联主席尧 全国三八红旗手尧野微光书苑冶
发起人李翠利渊右冤担任野1平米书架冶公益行动
荐书官

姻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