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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齐 放 杨 旭

在今年人大代表提出的议
案、建议中，“三农”问题再次
成为关注的热点。

实施振兴战略
建设美丽乡村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
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
家园。”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
重大任务，为亿万农民描绘了一
幅美丽乡村的现代图景。

人大代表郭自安认为，目前
农村发展迅速，有不少仁人志士
看到了农村的发展前景，纷纷返
乡创业。但是，这些返乡创业人
员要么是“单打独斗”，要么是
规模小，发展局限性较大，不能
形成产业化、规模化。有的产业
只是简单模仿，存在照搬照抄现
象。这些都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未来发展存在隐忧。

郭自安建议，在实施乡村经
济振兴过程中，应重视调查研
究，认真总结、分析各村的发展
优势和特色。各级政府要加强对
农村工作的领导，理清发展思
路，制定发展规划，出台发展政
策，把各个村庄的优势串起来，
攥指成拳，形成乡村振兴发展的
强大合力，打造各类精品产业，
连片发展、链式发展，形成规模
化、产业化的乡村产业发展局

面，让每个村庄都
能打好乡村振兴之
战，让每一位村民
都能享受到乡村振
兴的成果，真正实

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
好愿景。

治理生活污水
营造宜居环境

“农村生活污水综合治理是
涉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各乡
镇都在积极推进美丽乡村项目建
设，污水管网是其中一个重要建
设项目。要确保实现一次建设、
长久使用、持续发挥效用，关键
在于建立健全后期处理、管护机
制。”吴春祥代表认为，目前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工
作处于探索阶段，镇村大多没有
建立专门的工作机制和管理队
伍，将会出现“只建不管、重建
轻管”现象。

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
设和运行管理被认为是政府或村
集体的事情，农民参与度较低，
农户主动参与检查、维修和自觉
管理生活排污的意识不强，将会
影响污水管网的正常运行。

同时，现阶段农村人居环境
管理费用收取数额偏低，不能满
足更高标准的维护。

吴春祥建议，一是建立健全
维护管理体系。要实现制度化、
常态化运行维护管理，最基础的
工作就是构建好运行体系，让政
府、市场和农民各归其位、各显
其能、共聚合力。政府主导牵好
头，可通过市场化方式引进第三
方专业服务机构，以农户接入窨
井为节点，区分村集体、村民运
行维护管理责任。

二是实施长效考核机制。出
台各级管护考核办法，坚持实施
常态化考核机制，将考核情况与
各级资金补助挂钩，确保考核出
成效。

三是增强基层污水处理能
力。目前乡镇尚未建成强有力的
污水处理体系，应加快推进高标
准污水处理厂、处理站的建设。

处理生活垃圾
保护美丽家园

“现在农村的生活垃圾越来
越多，其中塑料垃圾尤其多。
虽然一些村庄有收集垃圾的服
务，但随后这些垃圾仍旧被丢
弃 ， 有 的 被 填 埋 ， 有 的 被 焚
烧，这样容易形成土壤污染、
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影响人们
的身心健康。”人大代表王爱
霞，谈起农村的垃圾处理问题
时，显得忧心忡忡。

在调研中，王爱霞发现，造
成农村垃圾收集难、处理难的原
因是：农民的环保意识不强，对

“脏乱差”现象习以为常，缺乏
改善环境面貌的主动性。由于经
费、人员等多种原因，造成农村
垃圾处理设施不足，垃圾处理找
不到好的出路。

王爱霞建议，一是成立专门
的垃圾收集处理系统，对垃圾进
行回收循环再利用，或者进行专
业化焚烧。二是将垃圾进行分类
处理，避免二次污染。三是出台
措施，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收集处
理垃圾，形成市场化的垃圾处理
运行机制。四加大宣传力度，增
强农民维护良好环境的责任感，
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带来的危害，
给自己和子孙创造一个美丽和谐
的乡村家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治理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

“三农”问题成人大代表关注热点

□本报记者 张晓甫
杨 淇

发展乡村旅游，对加快
我市农村旅游资源开发、优
化农村产业结构、延长农业
产业链、增加农民收入具有
重要意义。

【问题】基础设施不足

如今，我市乡村旅游开
发建设取得不少成绩，但也
存在一些问题。

规划尚不健全。旅游规
划多集中于总体规划，缺乏
乡村旅游专项规划，造成发
展水平参差不齐、开发建设
零散无序，难以形成精品旅
游线路。

旅游产品相对单一。旅
游活动主要停留在观光、采
摘、吃农家饭等传统项目
上，没有将民俗文化融入乡
村旅游中，缺乏乡村旅游的
文化氛围，尤其是乡村旅游
的地方特色不明显，产品体
系不完善，不能满足多层次
游客的需求。

基础设施配套不足。旅
游区内的道路、停车场、旅
馆、公厕等配套不足，管理
相对滞后，难以满足现代游
客乡村体验、休闲养生的更
高要求。

【建议】提高旅游质量

郭亚红委员表示，对于
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首先，应政府引导、政策扶
持，推进乡村旅游发展。政
府有关部门要科学制订乡村

旅游规划，编制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串联乡村旅游点和
旅游景区，实现点线结合、
连点成串、连线成片布局。
协调解决乡村旅游产业和乡
村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在各相关部门之间形成发展
合力，推进乡村旅游发展。

其次，应突出特色、挖
掘内涵，提高乡村旅游质
量。要紧紧围绕农业生产、
农民生活和农村民俗，突出
地方特色，挖掘文化内涵，
精心策划一批游客参与性
强、具有体验趣味的旅游项
目，使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
中，增长农业知识，品尝农
家风味，品读农耕文化，获
得回归自然、放松身心的良
好体验。要多元化发展乡村
旅游，打造具备休闲观光、
养生度假和文化体验等综合
功能的乡村旅游高端产品，
满足旅游者的高端需求。在
美丽乡村建设中，把美丽乡
村示范点作为景点来规划设
计，使乡村旅游成为巩固美
丽乡村建设成果的重要支撑。

还要加大投入、完善设
施，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重
点加强乡村旅游基础配套设
施建设，特别是在道路交
通、停车场、旅游厕所、污
水处理和环境美化等方面进
行完善，为乡村旅游营造良
好的发展环境。最后，应加
强宣传、拓展渠道，扩大乡
村旅游的影响力。政府要加
强对乡村旅游的包装推广，
支持引导乡村旅游经营者积
极参与宣传营销活动，利用
好网络营销平台，提高旅游
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本报记者 齐 放 杨 旭

目前，脱贫攻坚工作如
火如荼。一些人大代表在肯
定脱贫攻坚成绩的同时，也
指出工作中的问题，并提出
解决办法。一些贫困户“等
靠要”思想严重，主动脱贫
意识不强，参与脱贫积极性
不高，缺乏脱贫致富的内生
动力。村干部面对扶贫工作
多、待遇低的情况，工作积
极性不高。如何激发贫困户
和村干部的干劲，是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

人大代表陈祥卿认为，
脱贫先脱懒，扶贫先扶志，

应该通过对贫困户脱贫先进
典型、扶贫工作者先进事迹
的宣传，在思想上引导贫困
户和扶贫工作者树立积极向
上的态度。建议媒体记者深
入乡村挖掘一批立志脱贫的
贫困户、勤奋实干的工作
者，以榜样示范引领，激励
贫困户、贫困村主动脱贫意
愿，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陈祥卿还提出，应减少
对贫困户物质资金的直接发
放，更多通过就业帮扶、产
业帮扶，鼓励贫困户劳动致
富，扭转部分贫困户“靠着
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
康”的错误思想。

□本报记者 齐 放 杨 旭

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是统筹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工程，
是优质教育资源惠及广大农村儿
童少年的具体措施。提高寄宿制
学校的办学水平，有利于提高基
础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是促进
农村教育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问题】教育资源失衡

随着城镇化深入发展、城乡
人口流动和学龄人口变化，农村
寄宿制学校在规划、建设、管理
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很突出，主要
表现在发展失衡、数量不足、设
施落后、师资薄弱等方面。

“有的学校餐厅只有桌子，
没有凳子，学生只能蹲在地上吃
饭。”人大代表何长安说，“宿舍
夏天没有任何降温设施，这一情
况非常普遍。”

人大代表王俊则表示，一些
学历偏低、年龄较大的老师对新
课标、新课改要求不适应，影响
教学质量。

“农村学生有很多来自贫困
家庭，对于这类学生的补助远远
不够。”人大代表师干杰说。

【建议】加大资金投入

要大力发展农村寄宿制学
校，人大代表师干杰建议，首先
要科学制定发展规划。调整义务
教育学校布局，整合教育资源，
把乡镇中心小学和乡镇初中全部
建成寄宿制。同时，统筹考虑农
村幼儿园的建设。新建或改扩建
学校，要把校舍建设与教学设备
配置、教师队伍建设结合起来，
力求满足当前需要，兼顾长远发
展。其次，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积极向国家争取项目和资金，不
折不扣地落实本级政府配套资

金。建立市、县财政分担机制，
将农村寄宿制学校的生活设施建
设、设备配备及更新维护纳入财
政预算，有计划地新建和改造寄
宿制学校食堂、宿舍、制冷供暖
等生活基础设施设备。

另外，加强安全管理制度。
相关部门要对校园安全、饮食卫
生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学校制定
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开展针
对管理人员和生活教师的专业培
训，制定农村寄宿制学校管理办
法，促进学校管理制度化、规范
化。

人大代表何长安建议，优先
为农村寄宿制学校解决音乐、体
育、英语等紧缺学科教师，优先
安排农村寄宿制学校校长和骨干
教师参加各类培训。

“改善教师待遇也很重要。
最好能建立农村寄宿制学校教师
岗位津贴制度。”人大代表何长
安说。

加大资金投入 补齐农村教育短板

完善基础设施 发展乡村旅游

加强正面宣传 提振脱贫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