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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目光收回上海，沪郊大地正成为上

海国际大都市的亮点和美丽上海的底色。

近年来，上海乡村振兴建设如火如荼，“美
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工程进展

火热。正是有了乡村的滋养，城市才能生
生不息、持续发展。
“上海虽是发达地区，但郊区农村相

对贫困人口不少，帮困扶贫还是需要的。”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章义和告诉记者，为解决郊区农村经济薄

弱的问题，从 2007年起，上海开展城乡党
组织结对帮扶工作。上一轮农村综合帮扶

工作（2013-2017）任务已顺利完成，目前
已进入新一轮农村综合帮扶工作阶段

（2018-2022）。
“总体来看，农村综合帮扶工作坚持

‘输血’与‘造血’并重，但随着宏观经济变
化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

瓶颈日渐凸显。”章义和提到了奉贤区青
村镇吴房村。吴房村探索国有资本参与乡

村振兴，引入结对单位国盛集团“长三角

美丽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基金”，在“三园一
总”、产业投资等方面引入工商资本，盘活

农村低效资源，实现腾笼换鸟，助力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这种模式可以借鉴。”

章义和认为，应探索城乡结对新模式，引
入新项目，实现新发展。此外，还应积极参

与“三块地”改革，盘活存量，促进乡村体

验、民宿、创客空间等新产业新业态落地。
沈彪是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北管村

党总支书记，也是上海唯一一个来自郊区
农村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扎根乡村 40

多年，乡村振兴怎么推动，是他心中最牵
挂的事。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兴旺，而这
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一头是百

姓宜居，一头是产业布局。”在赴京参会
前，他还忙着查看村里的百亩生态公园施

工情况。“乡村怎么吸引人气？靠生态、靠
功能服务。我们村里已有 100多家企业，

经济发展上去了，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也
就多了。”

去年，北管村被列入上海第三批乡村
振兴示范村建设计划。沈彪说，接下来要

打好“转型牌”，高质量建设“百企产业新

园”；打好“乡愁牌”，高标准建设“百姓宜
居家园”；打好“生态牌”，高品质打造“百

花生态公园”；打好“特色牌”，高起点创建
“百管文化乐园”。说得兴起，他骄傲地为

北管村代言：“现在村里人气旺起来了，有
空欢迎你来转转，感觉很好！”

在曹可凡看来，上海的乡村振兴应该

保留各个地区原生态的文化、美食、风情，
不要搞大拆大建，更不要千篇一律：“我们

去南汇，可以吃到极好的水蜜桃；去练塘，
可以看到水乡水文化；去枫泾，可以品尝

别具特色的丁蹄……”
他还饶有兴致地讲述了一段记忆犹

新的古镇游历经历：一次晚餐后散步，鼻
尖闻到农家菜饭香，耳畔听着餐具敲击与

声声家常，活色生香的烟火气给他留下了
极为深刻的印象。“人在景中，景色里包含

着生活中的人们，真是太好了。”
曹可凡认为，不必讲究同一种模式经

验的输出，每个地区的振兴路径与方式都
有它存在的理由。“中医开方子讲究望闻

问切、一人一方，乡村振兴最好也是一地
一策、百花齐放。”

    今年 2月 25日下午，存在了 34年的

国务院扶贫办更换了新的门牌———国家

乡村振兴局。为了推动脱贫攻坚平稳地向
乡村振兴衔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五年过渡期。

在丁光宏看来，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
的“序曲”，二者一脉相承。如何做好衔接

过渡？“想致富先修‘路’，这条‘路’是广义

上的路，实际上就是人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丁光宏认为，在国家的“十四五”

规划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一系列战
略，乡村振兴应与它们紧密结合起来，要

从国家层面整体布局。
“比如，区域协调发展就为乡村振兴

提供了许多机遇。”丁光宏以长三角区域
为例，这里还有安徽大别山区、江苏北部

等单独看来还是相对贫困的地区。如果调

整视角，在整体协调发展的背景下看，一
些贫困的瓶颈反而可能变成资源。“不可

能每个地方都搞高端产业和国际商务。人
们还有许多休闲生活的需求，山区的旅

游、养老产业正好能够形成互补，乡村振
兴就做起来了。”

他还提到，数字化转型也需要整体布

局，数字中国不仅不能让农民与乡村掉
队，更要成为他们跨越发展的机遇。

全国人大代表曹可凡同样建议，农村
地区应当抓好 5G机遇，在数字时代发展

电子商务。“网上直销，让生产者与消费
者之间的距离缩短，增加产品利润，提升

农民收入。”
曹可凡参与过东方卫视公益扶贫节

目《我们在行动》，对偏远地区也有深切感
受。他去过曾经深度贫困的海南省白沙

县。“当地有个 70万年历史、方圆十公里
的陨石冲击坑，在这个范围内种植的茶与

咖啡味道很好。”为了帮助当地农民打开

销路，节目组策划了一款茶与咖啡的礼

盒，取名“来自星星的礼物”，反响很好。
他也曾去过山西长治，当地的党参很

有名。有一个村，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只
有老人在家种党参。但如果哪一家老人不

能继续种党参了，家里必然有个年轻人愿
意回来。这让曹可凡很受触动：“虽然余脉

微弱，但是党参种植技艺依然代代相传。”

曹可凡认为，“许多贫困地区其实有
好的产品，只需搭建一个平台、找到突破

口。”乡村振兴应推进农业现代化，让农民
学习更多科学技术。“无论是茶叶咖啡，还

是党参种植，都应该学习现代农业种植技
术、管理水平，提高产量与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金宏伟认为，巩固脱贫
成果，解决农民的后续就业与生计是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现代化的重中之
重。他建议，各级政府的乡村振兴局应当

积极组织和推进农村的“家庭宾馆”“农家
乐饭店”实行“连锁化经营”，提高服务质

量，降低运营成本。

乡村振兴
走进“春天里”

代表委员热议如何绘就中国乡村新画卷

一地一策
期待乡村百花齐放

乡村振兴
铺好发展致富之路

防止返贫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一场脱贫攻坚战，凝聚着无数人的心

血与付出，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专职
副主委丁光宏就是亲历者。“教育，是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他向记者说
起了“农村与象牙塔”的故事。

丁光宏曾负责复旦大学的招生工作。
2014年起，复旦发布“腾飞计划”农村专

项，在教育部统一安排下，向边远贫困地

区进一步扩大农村学生的招生比例。“这
不挤占原本的招生名额，相当于扩招。我

们认为，如果农村孩子的高考成绩比城
里孩子低 10分，由于他获得的各种教育

资源有限，所以这个学生其实更优秀，更
值得培养。”丁光宏说，这个理念在全校

上下形成了共识。

一位农村贫困学生在他被录取的那

一刻起，就享受到复旦的关爱：哪怕家里
没有一分钱，学校会买好火车票、提供饭

卡寝具；如果有些学科确实跟不上进度，
学工部会聘请老师为他们补课。由于额外

扩招了数百名农村贫困生，学校积攒下来
的帮困助学金一下子用完了。“许宁生校

长知道后说：再缺钱也要保证这一笔费

用！复旦承诺，绝不让一个孩子因为家庭
经济情况而辍学。”丁光宏说，“这是一个

家庭的希望，必须想办法让他们学有所
成，回报社会和家庭。”

近年来，复旦大学对口支援云南永平
县，长期向当地派驻挂职干部。“我们还不

是最辛苦或者第一线的，但同样深有感
触。正是因为有这种点对点、精细、精准的

扶贫，脱贫攻坚战才能打赢。”丁光宏感
慨，“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

迹。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才能做到。”

巩固脱贫成果，最重要的是守住防止
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在全国政协委员李兆申看来，“因病
返贫”是现阶段最主要的返贫原因，脱贫

人口同时也是“因病返贫”的高危人群。当
前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不充分，难以满

足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今年两会，李兆申带来提案《医疗资
源下沉乡村，全面阻断因病返贫》。他建

议，推进医疗资源向中西部地区移动，向
乡镇医疗机构下沉，继续开展东西部“结

对子”帮带、城乡“点对点”帮扶等行动，
缩小东西差距、城乡差距，推进均等化

基本卫生服务建设；以县域医院建设为
抓手，提升乡镇医疗机构诊疗能力；强

化乡村医学人才培养；以乡村为单位，开
展重点疾病筛查和防治工作；加强科普

宣传等。

■ 探索国有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吴房村成
功盘活了农村低效资源，实现腾笼换鸟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
在哪里……”电视剧《山海
情》中，西海固的孩子们在
白校长的带领下，第一次有
了到县里参加合唱比赛的
机会。质朴歌声中饱含着对
美好生活的真挚渴望，让许
多观众都湿了眼眶。

孩子们向往的春天，真
的来了———在迎来中国共
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
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
了全面胜利。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三农”
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十四五”时期，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过渡期，如何防止返
贫？站在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中国乡村的新画卷如
何绘就？这也成为今年全国
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焦
点话题。

 本报记者 杨洁 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