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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陕西省礼泉县史德镇赵靖童的《出生医学证

明》丢失，编号为 R610361874，声明作废。

●山阳县电影产业有限公司的公章丢失，防伪

码为 6110240009041，声明作废。

●陕西省山阳县十里铺乡吴作风的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丢失，编号为 611024115004040023Z，

声明作废。

●陕西省山阳县十里铺乡吴作风的林权证丢

失，原林权证号为 04110062，声明作废。

●陕西省山阳县色河铺镇王勇的林权证丢失，

原林权证号为 29100456，声明作废。

●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迎宾路邢任诺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声 明

商业综合体、购物中心等商圈设施日益完
善，时新的餐饮、快消等品牌门店开到身边，健
身、亲子、养老、社群等“新消费”蓬勃兴起，线
上购物让“数字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着力扩大国内
需求。在这一方面，县域消费市场广阔、大
有可为。

从供给侧看，县域消费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市场供给更加丰富，给消费者带来更多更
优质选择。从需求侧看，县域年轻群体庞大，
消费观念不断转变、消费档次不断提高、消费
结构不断升级，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牵引力。

比如，县城百货业态一度遭遇经营困难。
经过改造升级后，集购物、餐饮、娱乐等功能为
一体的购物中心更符合消费需求，生意明显好
转。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建设改造县
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达983个，县域商业体系
不断提升完善。

又如，县域消费受物理空间限制曾经比较
明显。随着电子商务发展，动动手指就能“买
全球”。去年全国支持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
中心 506 个，通过整合物流资源、发展共同配
送，推动县域消费者享受更高效的配送服务。

县域消费升级提速，也给城乡发展带来更
大想象空间。随着县域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县

域消费升级持续加快，消费理念、消费品质都向一线城市看齐，这部分
需求的释放，对于优质品牌和产品将会是新机遇。挖掘县域消费需求，
在县域消费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
衡，有利于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从而更好将我国超大国内市场优势发
挥出来，推动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推动县
域商业体系建设提质增效，商务部正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实施“县域商
业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到2025年，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基本建立较为完
善的县乡村商业网络体系。同时，培育一批县域商业典型标杆，打造一
批县域商业典型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激发县域消费更大活力。

原载于《人民日报》（2023年04月04日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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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
点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人才
支持计划，组织引导教育、卫生、科技、文
化、社会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人才到
基层一线服务，支持培养本土急需紧缺人
才。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才是第一资
源，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要真
正激活乡村人才“一池春水”，就必须在建
机制聚合力、搭平台畅通道、优服务强保障
等多方面下硬茬、出实招，引导各类人才将
论文写在乡村大地上，不断形成“人尽其
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图景。

建机制聚合力，谱好“引才曲”。打破
一切束缚人才发展的制度障碍，优化人才

创新创业环境，不拘一格招引人才。建立
健全城市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社会工
作、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人才服务乡村权
益保障机制，在职称评审、工资福利、职级
晋升上给予政策倾斜，引导城市人才在乡
村建功立业。推行“项目+”人才引进办
法，加大市场化引才、将人才招引与项目
招商相结合，以项目聚人才，以人才带项
目，通过精准对接、定向邀请等方式引进
人才。建立在外创业成功乡土人才信息
库，搭建返乡创业投资交流平台，给予其
土地、金融等支持政策，鼓励引导在外创
业成功人士反哺故里、回报家乡。

搭平台畅通道，谱好“育才曲”。“致天
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

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实施高素质农民培
育计划，开展农村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
本土人才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支
撑，也是滋养乡村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
要充分发掘更多懂技术、善管理的“田秀
才”“土专家”，让乡村能工巧匠、乡村艺
人、致富能手等乡土活水充分涌现，引导
他们在乡村振兴一线献智献技献力。依
托各级党校、农村党员远程教育平台、农
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等阵地，根据不同需
求，开设相应专业课程，开展高素质农民
及农村创业带头人培育。突出示范带动，
邀请经验丰富的乡土拔尖人才现身说法，
讲农家话、传农家经，通过集中培训与田
间地头实训，培养一大批数量可观、善经

营、技术过硬的本土人才。
优服务强保障，谱好“留才曲”。引进人

才的最终目的是留住人才，让人才落地生根、
释放创新动力。组织部门要加大人文关怀，
用心用情为各类人才办实事、解难事。及时
了解乡村人才在创业就业、工作生活中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帮助其解决住房、就医、落户、
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问题，不断激发引进人才
干事创业热情，解决其后顾之忧。同时，利用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不断加大对人
才工作成效、典型经验和优秀人才的宣传，营
造礼敬人才、厚待人才、服务人才、激励人才
的良好氛围。让他们在本职岗位上大显身
手、在乡村这片热土上生根开花结果，充分实
现人生价值。

激活乡村人才“一池春水”
申 懿

实施乡村振兴绝非朝夕之
功，不是喊着号子冲一冲就能
实现的，非下苦功不可。而推
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就是
一种很好的探索，在此过程中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工作需要规划引
领、示范带动。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
进行，要规划先行、精准施策。
他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
益，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因此，各地要用长远的眼光谋
划示范村创建工作。据报道，
2022年以来，商南县就稳步推
进“十四五”乡村振兴示范村创
建工作，每年列支专项资金300
万元，用于示范镇村乡村建设、
产业发展、奖励扶助、新型经营
主体培育等。该县注重规划先
行，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典型
引领、梯次推进。尤其，推行一
镇一特色、一村一方案、一年一
计划，培育特色主导产业，注重
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和历
史建筑保护发展，探索出了不
少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典型。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
行。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核
心和关键，其成败事关乡村振
兴整体工作成效。通过示范打
造，进一步确定产业发展思路，
把示范基地打造成产业振兴的

“试验田”。在这方面，商南县
坚持联村示范，充分发挥示范
村在产业基础、区位条件、资源
禀赋、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
辐射带动周边村联合发展，构建起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管理高效、抱团发展的示范村建设共同体，形成大
村带小村、强村带弱村，一村带一片、联村带一川的共
同发展格局。实践证明，示范村不能只是把周边村机
械地串联起来，而要有产业支撑，将各种资源、各种业
态融为一个整体，互为补充、互相支撑，形成一条可持
续发展的乡村振兴产业链。

高质高效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必须坚持把
握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与系统观念等原则不走
样。在建设内容上，以“五大振兴”为内涵，合理规划推
进示范村建设。通过对示范带的集中打造提升，大力
推进主导产业转型升级、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公共服务
设施完善、特色文化培育发展等项目建设，形成“一村
一景、一村一业、一村一韵、一村一品”的有特色、可复
制的效应。要串点成线，以线带面，让点亮起来，用线
串起来，把面连起来，补短强弱，逐步推进，形成乡村振
兴示范带建设新格局。

农村是希望的田野，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推
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能够得以实
施的有效抓手，需要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尤其是县、镇、
村三级基层党员干部的高度重视，合理规划，重点实
施，分类推进，掏真心、用真情、使真力，把示范村打造
成产业兴、环境美、民风正、治理好、百姓富、有示范效
应的新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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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柞水县营盘镇两河村盘活当地自然资源，着力打造秦岭山水乡村，以创建乡村振兴
示范村为契机，推行闲置农房有偿利用模式，引进柞水县原乡农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先租赁
再改造的方式，将村民闲置农房由企业统一投资改造发展民宿、开办农家乐，让大山里的村民吃
上“旅游饭”。 （本报通讯员 南晓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