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其君来稿说，乡村

医生是村民健康守护人，

也是农村卫生防线第一

道保障。然而，因种种原

因，村子留不住村医的情

况时有发生。

村子留不住村医，问

题出在哪？原因其实是

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薪酬待遇和养老保

障的问题。不少干了一

辈子的乡村医生，薪酬待

遇并不好，有的甚至没有

养老保障，投入产出不成

正比。

其次，乡村医生的工

作压力。他们拿着不多

的工资，但要操着各方面

的心，除了普通看病之

外，要定期给村里老年人

体检，对慢性病人入户巡

诊，为村民建立健康档

案，向村民普及健康卫生

知识等。工作压力大，但多劳并没有

多得，乡村医生的工作积极性自然不

高。

种种原因，导致农村越来越留不

住乡村医生。一位乡村医生曾对笔

者说：“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但

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保障，长此下去，

也不是办法，所以我转行去做其他

了。”乡村医生的离开，给基层百姓看

病带来诸多麻烦，农民一旦生病，不

得不跑到大医院去看病，既加剧了城

市医院门诊量，也增加了农民来回奔

跑的费用负担。同时，一些并不具备

行医资格的人员趁机“滥竽充数”，给

百姓生命安全带来隐患。

笔者认为，健康中国是包括农民

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健康，离不开乡村

医生的努力和守护。要想方设法提

高乡村医生的薪酬待遇和养老保障

水平，使他们能够安心扎根农村，守

护村民健康，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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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放松
抓好重要农产品增产保供

国家始终把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

给摆在重要位置，台州把抓好重要农

产品生产作为一项政治责任，始终记

在心上、扛在肩上。

抓好粮食生猪生产。通过加大政

策引导，推广西兰花—水稻等轮作模

式，充分挖掘粮食增产潜能；加快推进

新建规模猪场建成投产，切实提高生

猪自给水平。

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加强高标准

农田建设，深入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

“非粮化”、耕地“非农化”整治。

保障农业安全。以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市创建为载体，进一步健全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持续推进“肥

药双控”“肥药两制”工作，推动农业绿

色发展。

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四个现代化”的短

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强

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

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充分说明了国

家坚持问题导向，加快弥补工农差距、

城乡鸿沟的目标和路径；提出“推动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生产

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指明了推

进农业现代化的方法和目标。

台州市农业特色产业优势鲜明，

但也存在明显短板，农业现代化水平

与先进地区仍有较大差距，需加快补

齐短板，更大力度推进农业现代化。

首先，要推动规模化、产业化发

展。要培育壮大农业经营主体，推进

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加快农业区域

化、专业化布局；围绕增强产业集聚能

力、促进三产融合、提升产出效益的目

标，实施“三区一镇”建设（粮食生产功

能区、现代农业园区、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和特色产业小镇），打造更高级的产

业发展平台。

其次，要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发

展。抢抓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战

略布局，以数字农业、农产品冷链物流

为重点，实施“三农”新基建行动，推动

农业数字化改造、智能化应用。

第三，要推动品牌化、市场化发

展。以市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台

九鲜”为龙头，加大品牌打造、支持力

度，树立台州优质农产品形象；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提

升农业经营主体市场化运营水平。

着力打造
美丽乡村建设样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把

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位置。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

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统

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保护传

统村落和乡村风貌。完善乡村基础设

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科技

文化素质。这既是改善乡村设施条

件、提高农民获得感的必然要求，也是

进一步拓展乡村发展空间、更好发挥

乡村战略后院作用的现实选择。

浙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

村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台州市为创建

具有地方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贡献了

重要经验。下一步，台州市将继续先

行先试，努力打造新时代美丽乡村建

设样板。

首先，在片区组团发展上创造更

多经验，重点打造十大美丽乡村精品

示范区，推动同一片区相邻村分工协

作、优势互补、组团发展。

其次，在融合发展上创造更多经

验，着力推进产村融合、三产融合、片

区融合，积极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

图”。

第三，在“两进两回”上创造更多

经验，充分发挥台州民营经济发达、体

制机制灵活的优势，推进科技、资金进

乡村，青年、乡贤回农村，引导鼓励各

类人才投身美丽乡村建设。

深入推进
新时代乡村集成改革

国家坚持把改革作为破解“三农”

问题的利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

出，要“深化农村改革，健全城乡融合

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

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明

确了深化农村改革的目的，并就“落实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政策，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

置实现形式，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等方面

作出部署，为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

提供遵循。

台州市作为改革的先发地和民营

经济发源地之一，改革创新一直是“制

胜法宝”。今后，要继续用好改革这一

“法宝”，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位一

体”农合联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乡村治理改革等方面加大力度，充

分激发潜能、释放活力。

加快构建
农民收入增长新机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着

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

入群体；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

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

素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

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

性。”

台州市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在

缩小，但绝对差距还较大，特别是近几

年受国内国际大环境等因素影响，农

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要探索构建农

民加快增收机制，推动农民收入增幅

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低收入农户

收入增幅高于农民收入增幅。要探索

构建农民持续增收机制，大力推行农

民持股计划，提高农民薪金、租金、股

金“三金”收入。要探索构建村集体经

济飞地抱团和片区组团发展机制，不

断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造血功能

和内生动力。要探索构建扶贫攻坚同

乡村振兴相衔接机制，努力走出一条

“党委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参与、社会

力量协同、各方合作共赢”的扶贫帮富

新路子。

作者系台州市农办主任、农业农

村局局长

来稿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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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奋力推动台州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专门就“三农”工作

作出部署，强调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台州市农业农村部门以全会精神为指引，谋

深谋实今年和“十四五”期间重点工作，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奋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先

行。

□潘崇敏

仙居县溪港乡金竹溪村，整齐的民居与绿水青山构成一幅自然和谐的生态画卷。近年来，仙居县

溪港乡金竹溪村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积极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生态环境，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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