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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乡村建

设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5月24日《人民网》)

◇张军停

◇余志勇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方案》的出台，对扎实推进乡村
建设行动、进一步提升乡村宜居
宜业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有
助于加快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国
家现代化强国建设步伐。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必须
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
实效，求好不求快。乡村建设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
尽力而为，也需量力而行。在
理念上，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
政策支持、组织保障等方面作
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
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坚持
为民而建、建为民用；在推进
上，联系实际出发，合理安排村
庄建设时序，把保障和改善民
生建立在财力可持续和农民可
承受的基础之上，坚持遵循城
乡发展建设规律；在方式上，健
全建管用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
建设，实现乡村建设与自然生
态环境有机融合……一步一个
脚印抓推进，一点一滴出成果，
确保到2025年乡村建设取得实
质性进展，农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也要顺应数字化、信息化发展
趋势。《方案》提出，要实施数
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推进数
字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深度
融合，持续开展数字乡村试
点。一方面，要坚持可持续发
展理念，从人口、居住、产业、
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服
务等方面推动“互联网+”向
农村延伸覆盖，用数字化手段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进乡村
管理服务数字化。另一方面，
要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
聚力发展智慧农业，深入实施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
工程和“数商兴农”行动，推进
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
建设，构建智慧农业气象平
台，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腾
飞乡村振兴“金翅膀”。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
而不辍，未来可期”。让我们
一起行动起来，凝聚合力、团
结奋进，加快宜居宜业美丽乡
村建设步伐，让乡村振兴的多
彩画卷全面舒展，宏伟蓝图必
将成为美好现实。

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付 云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方案》
进一步明确了乡村建设建什
么、怎么建、建成什么样，对加
强乡村建设行动统筹协调、责
任落实、政策支持、要素保障等
提出了明确要求，有助于打通
政策痛点堵点难点，形成推进
乡村建设的合力，促进乡村建
设扎实稳妥推进。

着眼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乡村建设“重”在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方案》既聚焦“硬件”又
突出“软件”，提出加强道路、供
水、能源、物流、信息化、综合服
务、农房、人居环境等农村重点
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实践
中，就要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往村
覆盖、往户延伸，稳妥有序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为改善农村公
共服务和乡村治理夯基垒台。

着眼保留本土特色风貌，
乡村建设“贵”在打造各具特色
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看得

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
的生活愿景，也是推进乡村建设
的应有之义。方案指出，“严禁
随意撤并村庄搞大社区、违背农
民意愿搞大拆大建”“不搞齐步
走、‘一刀切’，避免在‘空心村’无
效投入、造成浪费”“防止超越发
展阶段搞大融资、大拆建、大开
发，牢牢守住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底线”“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求好不求快，干一件成一件，努力
让农村具备更好生活条件，建设
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具体实践
中，就要坚持充分体现农村特点，
传承保护传统村落民居和优秀
乡土文化，突出地域特色和乡村
特点，保留具有本土特色和乡
土气息的乡村风貌，尽可能在
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
条件，防止机械照搬城镇建设模
式，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
色建设，实现乡村建设与自然生
态环境有机融合，打造各具特色
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罗建华

近日，2022年贵州省戏剧文
学创作培训班在遵义市文化馆开
班，来自全省文旅系统的70余名
文艺工作者将参加为期5天的培
训。（5月24日《遵义日报》）

2022年贵州省戏剧文学创作
培训班的开办，旨在提升全省戏
剧剧本创作水平，培养基层戏剧
创作队伍，激发创作者的活力，提
高艺术从业者和爱好者的业务能
力，展示贵州戏剧工作者在“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担当作

为，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通向文化强省建设路上，我

市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市文广旅局大力推进戏剧
精品生产工程，注重加强戏剧创作
人才的培养和提升优秀原创作品
的质量。戏剧文艺事业蓬勃发展，
传统戏剧、影视文化等方面新作品
层出不穷，民间戏曲艺术团体迅猛
发展。文艺繁荣兴盛靠人才，积极
推动我市戏剧文学创作出人才出
精品，将更多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

搬上舞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正
当其时。

这次开班不仅为学员提供学
习机会，更为大家提供创作交流
和思想碰撞平台，使广大学员对
戏剧理论、创作与教学有新的认
识。全省的文艺工作者正是赶
上了好时候，应该坚定文化自
信，坚持与时代同频共振；坚定
艺术创作，作品要服务人民，要
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
坚定艺术创新，创作出无愧时代

的优秀作品；坚持艺术理想，做
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德艺
双馨的艺术创作者。

要确保文艺作品有思想深
度，使其艺术精湛，文艺工作者既
要有生活锤炼，又要有艺术追
求。文艺工作者要致力于创作
出更多反映时代、记述家乡发展
的好作品，充分发挥出文艺培根铸
魂的重大作用，引领我市戏剧文学
创作高质量发展，开创戏剧文学事
业新局面。

培根铸魂培根铸魂 助推文艺精品创作助推文艺精品创作

虽然距离国家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
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执行还有一段时间，
但不少家长已经开始给孩子张罗起“儿童厨
具”。一些网店里，有的“儿童厨具”甚至月销
超过4万件。(5月22日《央广网》)

“儿童厨具”畅销，可见现在的家长越来
越重视劳动教育，这是好现象。然而，劳动的
价值在于劳动本身，而不是“器物之用”，不能
认识到此，购置的“儿童厨具”也会变成摆设。
而让孩子学“煮饭”，关键是培养他们的食品安
全观念，培养他们的健全人格，提高他们的生
活自理能力、独立生活能力等等。劳动教育要

“走心”，要防范劳动教育变成了一场形式主
义，变成了一场秀，从而背离初衷。

（戴先任）

“儿童厨具”热销
劳动教育莫作秀

今年以来，我市精准识别、精
准施策，在工业企业纾困扶持措
施落实方面持续发力，帮助解决
各种难题，确保企业稳定生产，坚
定企业发展信心，全力推动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5月19日《遵
义日报》）

瞄准企业关心的问题，我市
以一系列扶持措施为工业企业

“解饥缓渴”，帮助企业“回血”“自
愈”。既稳住工业企业，稳住了经
济运行的“底盘”，也通过进一步
加大对工业企业纾困帮扶力度，
稳住了经济增长的大局，助企纾
困按下发展“快进键”。

企业好，地方的经济发展才
会好。为企业纾困，助力企业闯
过一时的难关，更要激发长久的
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问需于
企，方知企业所需，为企业办实
事，听其意、问其需、连其心，才
能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真正
让企业“静心”“定力”，化为推动
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持久动力。把问题考虑得
更到位、更透彻，把应对措施执
行得更周密、更细致，让各项具
体政策发挥出为市场主体纾困
发展的实际效果，持续为企业注
入发展信心，就会为企业带来更

多获得感，为地方经济积蓄更强
劲的力量。

聚企业先得聚人心，这就需要
精准施策、聚焦发力，坚持问题导
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目标导向，
对已有企业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
让投资企业做大做强。通过对企
业的服务日臻完善，让待引进企
业，或是有意向入驻企业增添足够
的吸引力，使企业敢于进入、顺利
进入、真心进入。同样，对于企业
而言，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
军、就业主渠道和创新的重要源
泉，在吸纳就业方面具有天然优
势，这就需要政府在政策方面给予

更多支持，让企业轻装上阵、放手
发展，助力企业发展壮大，不断厚植
企业发展沃土，能在市场的“大潮
中”行稳致远。

好的投资环境是生产力，也是竞
争力。将企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及时解决，不但树立起以民为本、执
政为民的良好形象，更是拉近党群干
群关系，体现着地方管理者的管理智
慧和治理能力。同时，开门纳谏，也
能探索出更为有效、更有针对性地解
决问题的策略。破障碍、去烦苛、筑坦
途，既“浇水施肥”，更有“阳光雨露”，不
断培育新动能，推动企业的发展驶入

“快车道”，助力其良性发展。

助企纾困按下发展“快进键”

刘大锤刘大锤 绘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