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城乡区域协调，打开城乡一体通道。

●护好护美绿水青山，打开生态红利通道。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打开美丽经济通道。

●激发乡村文化活力，打开文明互惠通道。

●突出乡村组织振兴，打开乡村善治通道。

●深化农村各项改革，打开要素保障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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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10 月 16 日、17 日，浙江省政协召开十二届四次常委会

议，“乡村振兴”是这个会场的主题词。

秋风吹动案头的书页，翻动间闪现的是一组组让浙江人

为之兴奋的数据：浙江人在占全国 1.3%的耕地资源上创造

了全国 3%的农业增加值；浙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506.2 亿

元、位居全国第一⋯⋯浙江的脚步从未停歇。

如何记住乡愁，又如何留住文化，如何让钱袋更鼓，如何让

青山更绿？围绕“全力打开‘两山’转化通道，高质量推进乡村振

兴示范省建设”，省政协这次常委会议上，就此开展了专题协商。

正如省政协主席葛慧君昨天在这次常委会议闭幕会上所

说：服务助推乡村振兴示范省建设，是广大政协委员写好“委

员作业”的重要平台。

这次常委会议上，省政协用 35 份调研报告，上交了这份

特殊的“作业”。这是政协委员们用自己的脚板走出的路、看

到的问题、问出的计。

省政协十二届四次常委会议，聚焦乡村振兴——

六道题，探求浙江乡村振兴之路
本报记者 陈欣 张彧 蓝震 詹程开/文 吴煌/摄

你的目光所至，是我的关切所在；你的心声民意，有我倾听传递。即日起，浙江省政协办公厅和钱江晚报联合推出“同心桥”专栏。

这里，是汇聚同心、筑梦新时代的窗口——我们聚焦党政关心、委员关注、群众关切；

这里，是连接政协委员和人民群众的桥梁——我们反映民声、凝聚共识、汇集力量。

我们想用这座“同心桥”，架起连接政协和群众的通道，绘就凝聚共识的同心圆。

我们，在桥上等着你。

●推进城乡区域协调，打开城乡一体通道。

如何留住“乡愁”，推进城乡一体化，需要

拓宽视野回答好“怎么看”，更要以实干担当

来书写好“怎么干”。

在16日的分组讨论中，就有多位委员提

到了“医疗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比如在基层农

村，医生数量缺、医生留不下，这都是客观存在

的现象。而留在基层的医生无论是量还是质，

都无法满足目前日益增长的乡村医疗需求。

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就是这次政协

委员给出建议中特别提到的一点——除了扎

实推进城乡医联体建设，有效缓解看病难、看

病贵，还有重点解决农村教师的待遇提高和

“城乡同步课堂”建设问题，这些，都是瞄准

“病根”开出的“药方”。

●护好护美绿水青山，打开生态红利通道。

如果说，持续系统推进农村生态保护和

修复、深入推进农村环境“三大革命”这些建

议是委员们对“美丽乡村”建设的硬件关注，

“提升乡村特色风貌”则是委员们心底留住乡

愁的深切情怀。

分组讨论会上，多位委员提到了美丽乡

村建设的规划问题，认为要坚持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做强地域特色，不搞千村一面。省政

协委员、衢州市政协主席吴国升建议，乡村振

兴、乡村建设一定要规划先行，谋定而后动，

“要综合‘山、水、林、田、路、房’，通盘考虑、全

域谋划乡村建设规划、村庄布点规划编制，推

进多规融合，防止规划打架。”在委员们的建

议中，打造更多富有浙江地域特色的民居村，

或许是留住乡愁的一张“情感牌”。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打开美丽经济通道。

“丽水山耕”“嘉田四季”“三衢味”⋯⋯在委

员们的眼中，这些颇有名气的浙江特色农产品，

是打造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发展现代高效生

态农业的一个缩影。而加快推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也成了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会议上，主讲人、省政协副主席孙景淼在“浙

江政协·崇学讲坛”上提到的“千岛湖一条鱼”，引

起了委员们的兴趣和议论。“养鱼捕鱼是一产，生

产罐头鱼等是二产，大家来千岛湖吃鱼是三产，

铺好宣纸，把鱼往上一放成了一幅鱼拓画，把鱼

变成文化产品是四产⋯⋯”一条鱼，游出了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前景的无限遐想和可能。

产业融合发展，要防止同质化现象。在

分组讨论中，有委员提出，目前，有的地方乡

村旅游项目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应该结合

各地的特点，做好产业发展规划。

●激发乡村文化活力，打开文明互惠通道。

“乡村之美，形在山水，神在文化。”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加大挖掘和保护传统文化力

度⋯⋯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精神之魂”。

“我建议恢复中小学生的‘农忙假’⋯⋯”

昨天的大会现场，省政协常委、浙江大学新农

村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珂的即席发言话

音未落，便引起了委员们的共鸣。会后，王珂

对钱报记者说，他是桐乡人，从小在运河边长

大，至今还能回忆起与小伙伴一起在农忙假

期捡稻穗、采桑叶、挖番薯的场景。在王珂看

来，这不仅仅是分享丰收的喜悦，更是难以抹

去的乡愁。王珂说，恢复“农忙假”的意义，是

重新让孩子们亲近农村，认识农村，通过田间

地头，学到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感受“粒粒皆

辛苦”的朴素道理，激发他们对农村的热爱。

留住乡村记忆，是不少委员的共同心

声。在前期走访二三十个古村落过程中，省政

协常委、文史委主任潘海生更加意识到，乡村

振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守护好古村落的

文化之魂，让那一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深沉呼唤不仅是吟叹，更是现实。

在调研乡村文化礼堂时，兰溪市诸葛镇

厚伦方村的文化礼堂给省政协常委、文史委

副主任童健留下了深刻印象——礼堂的一面

墙上装着大镜子和把杆，变成了村里的“舞蹈

室”。“我们不只会跳广场舞，我们也喜欢练瑜

伽、练舞蹈。”村支书一席话让他感触很深：送

文化下乡，要形式多样更要内涵丰富，真正对

接、满足农民的需求。

●突出乡村组织振兴，打开乡村善治通道。

要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示范省建设，乡

村治理的“短板”同样不能忽视。针对短板，

委员们也一一开出了针对性的“药方”——深

入推进农村“头雁工程”，培养适应乡村振兴

要求的带头人；实施农村“雏雁计划”，继续鼓

励原籍地大学生回村任职；推进“三治结合”

在乡村落地，让盆景变风景⋯⋯

●深化农村各项改革，打开要素保障通道。

偌大的房子里，只住着老人小孩，空荡荡

冷清清。部分农村空心化现象明显、乡村发

展人才紧缺，要素制约成为发展的瓶颈。这

也引起了委员们的深切关注和讨论。支持人

才“上山下乡”；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

多元投入机制⋯⋯委员们的真知灼见，也为

打破要素制约瓶颈提供了借鉴。

政 协 委 员 正

在 分 组 讨 论

会上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