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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聪  白林                                                 

人民健康是国家发展的本质追

求，而医疗卫生在保障国民健康和福

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

虽然我国乡村医疗卫生事业取得长

足发展，但是也存在诸多不足。全国

两会上，“促进乡村医疗卫生健康发

展”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

人民群众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实施健康扶贫

政策，坚持“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

目标中就有基本医疗保障，力争人民

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

病”。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民健康

是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标志，提出要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缩小城乡基

本公共服务差距。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实

现了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全覆

盖，97 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乡

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数量超过 64 万

个。2020 年所在乡镇有卫生院的行

政村比重为 99.8%，乡村医生和卫生

员超过 80 万人。同时，我国的基本

医疗保险覆盖率也超过 96.5%，基本

的医疗保障体系已经建立。但也存

在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解决和完善。

乡村医疗基础设施存在短板弱

项。医疗资源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地

区差异，2020 年，农村每千人口医疗

卫生床位数为 4.95 个，城市为 8.81

个。2019 年贫困监测报告显示，贫

困地区所在乡镇有卫生院的行政村

比重为 93.6%，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一些村卫生室医疗设备短缺、

药品不足，诊疗设备仍然停留在听诊

器、血压器、体温计等层面，严重影

响了农民的就医体验。

乡村医生素质和待遇有待提高。

乡村医生往往存在着任务重、收入

低、发展空间小等问题。调查发现，

每年都有大量的县乡级优质医生因

为各种原因流向省市级医院，或被民

营医疗单位聘请。同时，还存在乡村

医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不健全，村医

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乡村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虽

然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超过

95%，农村居民的医疗报销比例也逐

渐提高，但报销比例和标准仍然较

低，尤其当农民遇到重大疾病或慢性

病时，还存在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

下一步全面深化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中，建议构建符合我国特色的乡

村医疗卫生体系，切实满足广大农民

群众的医疗需求。

加大乡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投

入，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增加乡

村卫生院和卫生室投入，提高乡村医

院服务能力和水平；通过对口帮扶、

远程医疗、专科联盟等方式，推动城

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乡村；组建县

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县

域医共体框架，建立共享信息平台，

缩小各层级医疗机构实力差距。

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提高乡

村医生素质。建立柔性人员上下流

动机制，推动“县聘乡用，乡聘村用”

政策落地；落实乡村医生待遇保障与

激励政策，完善乡村医生综合绩效考

核机制，加大乡村医生的社会保障力

度，留住并吸引更多优秀的医生从事

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持续开展乡村医

生的业务培训和外出交流，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向县、乡延伸，使群众就近

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建立全方位、全周期的医疗卫生

保障体系。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商业保险为

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高对

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补

贴标准，缩小城乡医疗差距；鼓励个

人参加大病医疗保险，逐步提高慢性

病服务保障水平；建立重大疾病或传

染病预防机制；加强健康知识宣传，

提高农民的健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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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村民健康守护人

农经视点

用石头书写的古村落

 ▲于家石头村清凉阁。

■刘   慧                                        

  

   横州市位于广西中南部，茉

莉花（茶）产量均占全国总产量

80% 以上，占世界总产量 60%

以上，享有“中国茉莉之乡”

的美誉。以茉莉花为主导

产业的横州市现代农业

产业园在 2019 年通过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验收。近年来，

横州市重点推进

茉莉花全产业链

信息化建设，打造“数

字茉莉”大数据平台，以数字

赋能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为产业升级破局再出发进

行了有效探索，也走出了一条少数民

族地区数字乡村的样板之路。2020

年，横州市获评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获批成为首批国家数字

乡村试点地区。2021 年，横州市“构

建‘数字茉莉’大平台  打造产业经

济新引擎”作为优秀案例被收入《数

字乡村建设指南 1.0》。

建设“数字茉莉”管理体系，推

动种植方式由粗放向精细转变。为

破解以往茉莉花种植因追求数量型

增长，对农药、化肥依赖较重，源头种

植的品质和安全难以管控的“质量

之痛”，通过建设数字茉莉大棚，升级

种植管理体系，推动种植由粗放向精

细转变。以“智能 + 数据”建立种

植标准体系，投资 370 万元建设“数

字茉莉”种植大棚，利用全套智能光

照、温湿度控制系统以及监控传感

设备，模拟茉莉花种植的不同生长

环境，优化水、肥、药的使用，通过分

析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形成最适合茉

莉花生产的种植标准，提高单产，保

障茉莉花质量和品质安全。以“企

业 + 基地”建立种植技术推广机制，

大力推广“龙头企业 + 基地 + 合作

社 + 农户”管理模式，让龙头企业带

领小农户实现现代化的种植管理和

保价收购，让合作社带领分散农户变

粗放管理为统防统治，推进茉莉花标

准化种植基地建设。以“强强联建”

模式建立质量监督检验机制，推动广

西茉莉花（茶）产品质量检验中心联

合广西 - 东盟食品检验检测中心共

同建设国家茉莉花质检中心，在人才

技术、检测设备、科研成果等方面实

现资源共享，提升茉莉花及制品质量

检测水平，为全国茉莉花产品标准制

定、质量发展规划和宏观质量政策制

定提供数据支撑。

建设“数字茉莉”交易体系，推

动鲜花交易由线下向线上转变。为

破解长期以来茉莉花交易市场监管

无序、交易不规范、价格不透明，影响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效率之痛”，通

过建设“数字茉莉”电子交易平台升

级监管体系，运用“一秤、一卡、一指

数”，让鲜花交易更公正、更便捷、可

溯源。以“智能秤”规范交易机制。

量身定制并统一推广使用集通讯、扫

码支付、校准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

秤，利用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进行茉

莉鲜花交易，通过交易平台实时记录

交易信息并自动合成完整的溯源链，

确保茉莉鲜花可追溯，并形成交易大

数据。以“茉莉花卡”便捷交易机制。

联合中国建设银行创新发行“茉莉花

卡”，花农和鲜花收购商统一通过“数

字茉莉”手机 APP 扫码完成交易和

支付，茉莉花款实时发放至“茉莉花

卡”，安全、方便、快捷，提高效率，节

省交易成本。以“价格指数”指导交

易机制。通过分析“数字茉莉”交易

平台收集的大数据，对茉莉鲜花价格

进行实时预测，形成更精准的农产品

交易指导价并发布，科学规范市场定

价，保护农民利益，并形成权威的农

产品价格指数。

建设“数字茉莉”服务体系，推

动服务方式由分散向集约转变。为

破解茉莉花产业配套体系不完善、人

才缺乏、创新不足的“动力之痛”，横

县构建普惠金融、电商物流体系等

服务体系，优化配置资源，提升服务

质效，推动服务方式由分散向集约转

变。建立“一键式”金融服务机制，

在“数字茉莉”交易系统中引入评价

与信用机制，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在

手机上提供“一键式”普惠金融服

务，解决茉莉花产业链上的花农、收

购商、加工企业等市场主体的融资难

问题。建立“全覆盖”电商物流服务

机制，结合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创建，建设完善了县、乡、村三

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茉莉花等

特色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往全国各地。

建立“柔引智”人才服务机制，加强

与科研院所的合作，搭建茉莉科研云

平台，实现柔性引智。通过打造茉莉

花专家智库，推动多领域融合型技术

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共享研发和科技

成果，提升行业整体核心竞争力。建

立“精准式”供需服务机制，通过“数

字茉莉”大数据平台，茉莉花加工企

业之间可以进行供需匹配，包括原材

料的互通和工业“废料”再利用互通

等，实现了茉莉花渣、茉莉花枝的二

次利用，提高供应链效率，降低库存，

节约成本，实现供需互通。

通过数字化赋能，横州市茉莉花

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实现

高质量发展，农村数字经济新动能形

成，横州市茉莉花产业一路高歌猛

进。2021 年，横州茉莉花（茶）综合品

牌价值达 215.3 亿元，蝉联广西首位。

下一步横州市将着力打造世界茉莉

“花样之海”、世界茉莉“极萃之园”、

世界茉莉“最香之旅”，加快中华茉莉

园创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步伐，打

造世界茉莉花文化和旅游目的地、世

界茉莉花产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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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广西横
州市通过建设“数
字茉莉”管理体系、
交易体系与服务体
系，推 进 茉 莉 花 全
产 业 链 信 息 化 建
设，数 字 化 赋 能 横
州市实现高质量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

“建设数字乡村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系列报道（二十七）

■李碧波                                                                                                                         

在河北井陉县中西部山里、美

丽的娘子关下，坐落着一个保存完

好的石头文化古村落，村民 95% 以上

姓“于”，是明代政治家、民族英雄于

谦的后裔，因此得名“于家石头村”。

2001 年于家石头村被列为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被国家住建部、国家

文物局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

称号。

走进于家石头村，不得不追溯于

家的由来。“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

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

清白在人间”，这首耳熟能详的《石灰

吟》自然会让人想到明代政治家、民

族英雄于谦。他一生忠君爱国保民，

深得百姓拥戴。据传 500 多年前于

谦遇害后，其子逃往冀晋交界娘子关

外的南峪村隐居，成化年间因生活所

迫，于谦长孙于有道迁居于现在的于

家村，繁衍至今已 26 代。

于家石头村建有于氏宗祠和于

谦纪念馆。于氏宗祠是一座保存完

好的石头四合院，祠堂门首悬挂“僾
见忾闻”金字匾额，门口两边有镌木

楹联，上书“基业远遗祖德恩泽大，藻

苹时荐百世水源香”。于谦纪念馆古

朴简约庄重，传递着于谦坚贞不屈的

节操，表达了于家后裔坚韧不拔、代

代相传的奋争精神。

于家石头村，不仅是于家文化的

传承，更是石头艺术的接续延展，文

化和艺术交相呼应、相得益彰。500

多年来，于家人以勤劳双手开山凿

石，利用丰富的石头资源修梯田、盖

房子、雕石器。也留存下许多石头建

筑，如清凉阁、真武庙、观音阁、古歌

楼、全神庙、四合院等，这里既是一座

石头城堡，又是一座少有的石头艺术

博物馆。

清凉阁又称“神仙阁”，坐落在村

东口，是于家石头村标志性建筑。始

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 年）。清凉阁

建筑风格独特，阁高三层没有地基，

在一块大石上修建，三层之间全部用

石头“干垒”，从外墙到内梁、从上到

下没有一点粘结物，让人惊叹“干垒”

的石头技艺。

石头四合院是于家石头村最为

壮观的石头建筑群，现有明清四合院

300 多所，始建于明末，分东西两院，

均为北高南低。每座四合院的房基、

房墙、房檐、甚至上房的梯子都是石

头砌就的，院子由石板铺成，储备雨

水的井窖也是石头建的，大门用石头

砌筑，连大门两侧的装饰也用石头雕

刻。各有神韵，无一雷同。现在仍有

村民居住。

石头街是于家石头村又一大景

观，全村共有六街七巷十八胡同，总

长 3700 多米，东西为街，南北为巷，

不通为胡同。这些明清古道每块石

头都磨得细腻光滑，铮光发亮，是难

得一见的风景。村中古戏台、真武庙

和各式各样的水井、石器具也非常值

得一看。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战略兴

起，当地政府加大了对古村落的修

缮、保护和开发。现在的于家石头村

焕然一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

来旅游观光，为乡村振兴、村民生活

富裕增添了活力、动力。

“包村联户”
助春耕

随着气温回升，眼下

春季田管进入关键时期，

安徽省全椒县农业部门组

织 10 支 技 术 服 务 队、120

多 名 技 术 员“包 村 联 户”

引导农民强化田间科技管

理，利用植保无人机对小

麦、油菜等作物进行大规

模喷药作业，提高作业效

率，确保夏粮丰收。 东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