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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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办、国办印发的《乡村建设行动实施

方案》23 日对外公布。未来乡村建设建什

么？怎么建？建成什么样？记者就热点问

题采访了中央农办负责人和有关业内专

家。

建什么？加强重点领域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

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

必须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位置，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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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和乡村治

理。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

公共服务改善，取得了显著成效，乡村面貌

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也要看到，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往村覆盖、往户延伸还存在明显

薄弱环节，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公共服

务质量还有待提高，与农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差距。

“乡村建设的一个基本目标是改善农

村生产生活条件，水平、标准、档次可以因

地而异、高低有别，重点是保障基本功能，

解决突出问题。”中央农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乡村建设行动的重点任务概括起来就

是“183”行动：“1”就是制定一个规划，确保

一张蓝图绘到底；“8”就是实施八大工程，

加强道路、供水、能源、物流、信息化、综合

服务、农房、农村人居环境等重点领域基础

设施建设；“3”就是健全三个体系，改善农

村公共服务和乡村治理。

小厕所，大民生。方案提出，实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推进农村厕

所革命。落实方案要求，要健全专家技术

服务队伍，开展常态化改厕技术服务。对

摸排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加强日常督

促检查。

乡村建设也要顺应数字化、信息化发

展趋势。方案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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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浙江

省杭州市萧山区驻四川省旺苍县东西部协

作工作队探索推出“旺苍县数字乡村”示范

平台，下放了 57项审批事项，形成了一张政

务服务大网，有效解决群众办事跑路多、产

业服务成效低、村庄治理手段少等乡村治

理难题，用数字化手段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乡村建设不仅包括乡村的基础设施

建设，还包括乡村治理机制培育、乡村产业

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共服务和乡村文化建

设等。”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小云

说，有序推进乡村建设需要坚持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从人口、居住、产业、基础设施建

设和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进行科学规划、

有序推进。

怎么建？坚持乡村建设是
为农民而建

“完善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机制”“引导

农民全程参与乡村建设，保障农民的知情

权、参与权、监督权”“激发农民主动参与意

愿，保障农民参与决策”“完善农民参与乡

村建设的程序和方法”……从工作导向、实

施机制到要素聚集，方案提出的一系列要

求体现“坚持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的理

念。

解决农民群众的问题，还需要发挥农

民的主体作用。“在推进乡村建设中，农民

群众不仅是受益者，更是重要的参与者、建

设者、监督者。方案强调乡村建设是为农

民而建，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完善

农 民 参 与 机 制 ，把 农 民 满 意 作 为 衡 量 标

准。”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

员张斌说。

中央农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农民是乡

村生产生活的主体，搞乡村建设关键是要

把农民组织动员起来，建立自下而上、村民

自治、农民参与的实施机制。健全党组织

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充分发挥村民委员

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

用，才能引导农民全程参与乡村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与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张琦表示，农民可以干的要尽

量交给农民干，比如农村厕所改造、庭院环

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等，这些农民户内和房

前屋后的事可以放手发动农民群众来干。

政府重点做农民干不了、干不好的事，比如

农村改厕涉及的供水保障和污水处理、生

活垃圾的收集转运和集中处理等。

突出农民主体作用，要激发他们自觉

参与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要健全农民参

与乡村建设机制，制定农民参与乡村建设

指导意见，编制完善农民参与乡村建设指

南，健全程序和方法，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

法，组织带动农民推进建设。

建成什么样？不搞大拆大
建，保留乡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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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农办负责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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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民生建设为重点，逐步使农村基本具备现

代生活条件。在目标上，要坚持从实际出

发，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当地文

化和风土人情相协调，结合农民群众实际

需要，分区分类明确目标任务，合理确定公

共基础设施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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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提出，注重保护，体现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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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机械照搬城

镇建设模式，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

山居图”。

如今，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一面是乡

愁、一面是烟火气”的乡村建设探索。在昆

明市晋宁区福安村、宜良县麦地冲村，当地

政府通过和高校联手，推动村集体合作经

济组织和农民共同参股成立资产资源运营

公司，提升村容村貌，将老院落、烤烟房改

造成民宿、水吧、餐厅，逐步实现“利润留村

庄，房舍变客居”，还设置“乡村 CEO”岗位

来培养乡村振兴专业人才。

未来美丽乡村将呈现怎样新图景？根

据方案，到 2025 年乡村建设取得实质性进

展，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农村公共基础

设施往村覆盖、往户延伸取得积极进展，农

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显著加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乡村建设涉及领域广、部门多，关键还

是要抓落实。方案从责任落实、项目管理、

农民参与、运行管护等方面提出乡村建设

实施机制。

如何确保乡村建设行动取得实效？中

央 农 办 负 责 人 表 示 ，围 绕 强 化 乡 村 建 设

“人、地、钱”要素保障，方案提出了一揽子

政策支持措施。其中，包括从财政投入、金

融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健全乡村建

设多元化投入机制。明确中央财政、中央

预算内投资、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债券

等支持乡村建设具体要求，创新金融服务

拓宽乡村建设融资渠道，大力引导和鼓励

社会力量投入乡村建设。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参与采写 胡锐）

发展妇女保健特色专科、鼓励和引

导社会力量提供普惠托育服务……国

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十四五”国民健

康规划》，提出健全妇幼健康服务体系

的系列“小目标”。

根 据 规 划 公 布 的 数 据 ，2015 年 至

2020 年，婴儿死亡率从 8.1‰降至 5.4‰，

5 岁 以 下 儿 童 死 亡 率 从 10.7‰ 降 至

7.5‰，孕产妇死亡率从 20.1/10 万降至

16.9/10万。

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仍面临多重疾

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

复杂局面。优生优育、婴幼儿照护服务

供给亟待加强。

妇女儿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石，

是 实 现 健 康 中 国 战 略 目 标 的 重 要 支

撑。围绕优化生育服务与保障问题，规

划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完善相关配

套支持措施。继续做好生育保险对参

保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待遇

等的保障，做好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生

育医疗费用保障，减轻生育医疗费用负

担。

同时，规划指出对全面两孩政策实

施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

双女家庭，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

制度和优惠政策。动态调整扶助标准，

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

扶保障制度。支持有资质的社会组织

接受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委托，开展生活

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依法代办入住

养老机构、就医陪护等事务。

在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上，规划提

出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提供普惠托育

服务，发展集中管理运营的社区托育服

务网络，完善社区婴幼儿活动场所和设

施。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单独或联

合相关单位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托

育服务。研究出台家庭托育点管理办

法，鼓励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提供家庭

育儿指导服务。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

发展，规划还提出支持“互联网+托育服

务”发展，打造一批关键共性技术网络

平台及直播教室，支持优质机构、行业

协会开发公益课程，增强家庭的科学育

儿能力。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卫生保健工作，预防控制传染

病，降低常见病的发病率，保障婴幼儿的身心健康。

在改善优生优育全程服务上，规划要求到 2025 年，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不低于 80%，产前筛查率不低于 75%，新生儿遗传

代谢性疾病筛查率达到 98%以上。强化先天性心脏病、听力障碍、苯丙

酮尿症、地中海贫血等重点疾病防治，推动围孕期、产前产后一体化管

理服务和多学科诊疗协作。支持妇幼保健机构整合预防保健和临床

医疗服务。

为了加强妇女健康服务，规划要求发展妇女保健特色专科，提高

服务能力，针对青春期、育龄期、孕产期、更年期和老年期妇女的健康

需求，提供女性内分泌调节、心理、营养等预防保健服务以及妇女常见

疾病治疗等涵盖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的整合型医疗保健服务。

宫颈癌、乳腺癌是影响我国妇女健康的重大疾病。规划要求促进

生殖健康服务，推进妇女宫颈癌、乳腺癌防治，进一步提高筛查率和筛

查质量。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权威解读《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吉哲鹏 于文静

南风吹过，麦穗日渐饱满，麦浪上下翻滚，金黄的大地一派丰

收景象，我国各小麦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迎来收获季节。

夜来南风起 小麦覆陇黄

5 月 20 日，在河南省夏邑县会亭镇郭吕庄村，

农技人员查看小麦长势。

新华社发（王高超 摄）
河南

5 月 19 日，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义同村，村

民在田间查看小麦长势。

新华社发（姜桦 摄）
山西

5 月 21 日，江苏省昆山市锦溪镇长云村农民

在装运收获的小麦。

新华社发（王须中 摄）
江苏

5 月 21 日，在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吕寨镇

杨庄村，村民在田间查看小麦生长情况。

新华社发（卢启建 摄）
安徽

5 月 24 日，在湖北襄阳枣阳市吴店镇肖湾

村，村民在田间收获小麦。

新华社发（杨东 摄）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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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4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5 月 24 日通报，5 月 23 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56 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15 例（福建 5 例，广东 2

例，广西 2 例，四川 2 例，江苏 1 例，浙江 1 例，重庆 1

例，云南 1例），含 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在浙江）；本土病例 141 例（上海 58 例，北京 41 例，

四川 19 例，天津 16 例，陕西 4 例，辽宁 1 例，吉林 1

例，浙江 1 例），含 56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

例（上海 39 例，四川 8 例，天津 6 例，北京 2 例，辽宁 1

例）。新增死亡病例 1 例，为本土病例，在上海；新增

疑似病例 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474 例，其中境外输入

病例 11 例，本土病例 463 例（上海 379 例，北京 39 例，

广东 14 例，吉林 8 例，河南 8 例，青海 5 例，浙江 4 例，

山东 2 例，天津 1 例，湖南 1 例，广西 1 例，重庆 1 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6317 人，重症病例较

前一日减少 1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203 例（无重症病例），

现有疑似病例 1例。累计确诊病例 18521 例，累计治

愈出院病例 18318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5月 23日 24时，据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3956例（其

中重症病例 192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214308例，累

计死亡病例 5224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23488例，现

有疑似病例 1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4017358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29951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532例，其中境外输入 34例，

本土 498 例（上海 422 例，四川 24 例，河南 23 例，天津

8 例，北京 7 例，吉林 7 例，浙江 3 例，江苏 1 例，福建 1

例，江西 1例，山东 1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5369 例，其

中境外输入 58例，本土 5311例（上海 5094例，江苏 27

例，吉林 25例，辽宁 24例，河南 23例，江西 21例，四川

15例，北京 13例，河北 13例，青海 13例，浙江 11例，广

东 11 例，安徽 7 例，山东 5 例，天津 3 例，山西 1 例，黑

龙江 1 例，湖北 1 例，广西 1 例，重庆 1 例，云南 1 例）；

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57例（境外输入 1例）；尚在医学观

察的无症状感染者30323例（境外输入429例）。

累 计 收 到 港 澳 台 地 区 通 报 确 诊 病 例 1718752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332030例（出院 61925例，

死亡 9370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82例（出院 82例），台

湾地区 1386640例（出院 13742例，死亡 1436例）。

国家卫健委通报

5月 23日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41例

聚焦疫情防控

（上接第一版）

图尔说，随着当地医疗水平的提高，当地人对

医疗机构越来越有信心。当地卫生部门在按照国

家指导方针开展工作的同时，也制定了符合当地

特 殊 情 况 的 规 划 。“ 你 可 以 从 现 在 很 低 的 婴 幼 儿

死 亡 率 和 孕 产 妇 死 亡 率 统 计 数 据 中 看 到 这 一

点。”他说。

图尔说，他在西藏度过的日子非常愉快，“西藏

独特的文化很吸引我，我们参观了很多美丽的寺

院”。从他首次到中国的 1979 年起，多年来除医疗

水平的提升外，他也看到很多西藏其他方面的变

化。拉萨建起了高楼，发展成为现代化城市；私家

车日益普及，人们穿着更加时尚。

回顾这些年的经历，图尔说，澳中两国学术机

构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合作富有成效。在他

看来，未来澳中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比如对于肝

炎、肺结核、糖尿病和癌症的治疗等”。

（新华社堪培拉电）

（紧接第一版）同时，拉萨市围绕抓重点、补短板、

增 亮 点 、搭 平 台 、优 服 务 推 进 就 业 工 作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人 数 年 均 超 过 1.3 万 人 ，城 镇 登 记 失 业 率

控 制 在 3% 以 内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率 持 续 保 持 在

90%以上。

拉萨市副市长潘文卿表示，到“十四五”末，拉

萨市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000 亿元，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保持 10%和 13%以上增长，社

会就业持续扩大，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城市

承载力、吸引力、竞争力显著增强，首位度与现代化

水平显著提升。到 2035 年，基本建成团结富裕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拉萨，人民生活更加美

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

见 证 西 藏 大 变 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拉萨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