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初熱播的電視劇《山海情》，曾讓很多觀眾
熱淚盈眶，昔日「苦瘠甲天下」的貧窮讓人觸目
驚心。從閩寧協作開始，當地持續向貧困宣戰，
特別是2015年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以來，寧夏
逐步實現了從深度貧困到消除絕對貧困的根本性
轉變，並成為國際減貧中國方案的寧夏樣本。
「如今的寧夏，『苦瘠甲天下』的標籤被徹底

撕掉，民眾安居樂業，美麗鄉村建設如火如荼。
然而，由於區域發展的水平和差異性，如何保障
脫貧村民不再因病返貧，依然需要持續的努
力。」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黨寧夏區委會主委戴
秀英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要建立健全保障機

制，提升全民健康素養，使貧困村民看得好病、
看得起病、就近看病、防得住病。
「一人得病全家致貧，脫貧後一人得病全家

返貧，使得扶貧成果難以持續。」戴秀英介
紹，從對寧夏30個貧困村建檔立卡貧困戶進行
調研的情況來看，因病致貧的家庭存在貧困農
民疾病經濟負擔遠高於城鎮居民，貧困縣、
鄉、村醫療機構醫療服務能力低下，醫療保障
政策間未形成有效合力，貧困患者大病報銷個
人分擔比例高等現實問題。因此，在全國兩會
上，她建議，要識別鎖定幫扶人群，建立三重
醫療保障網，推進三大醫療行動，制定相關制

度和政策讓優質資源下沉到鄉村。

需補齊大病保險「短板」
她同時建議，由於貧困家庭致貧的主要原因

是重大疾病、慢性病致貧，疾病殘疾致勞動力
缺失、小病不看拖成大病致貧。因此，還要進
一步提升全民健康素養，增強公眾全民健身和
健康意識，把健康素養作為素質教育的重要組
成部分。並通過補齊大病保險尚不能完全托
底、保障功能總體不強、重特大疾病患者個人
經濟負擔依然較重的「短板」，更好解決農民
因病致貧返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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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經濟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的
跨越式發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更
要注重推動新興信息、通信技術在農
業農村發展中的應用。」全國政協
委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教授霍學
喜認為，在萬物互聯的物聯網時代，
農業生產要有效應對災害風險，數字
化技術和信息化技術格外重要。而農民

要增收，電商、物流、農產品供應鏈模式
等各種保障機制還有待完善。農業發展，農
民增收，鄉村振興也就實現了。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霍學喜帶來了

《關於重視解決我國數字農業關鍵問題》的提案，建議採
用新興信息與通信技術構建農業數字化標準體系，進而規
範農業物聯網建設和農業技術知識數字化過程，促進我國
數字農業發展。
霍學喜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物聯網時代，網絡經濟具有

更大的滲透性和外部性，為我國提供了巨大發展機遇。「構
建農業數字化標準體系，是促進我國數字農業發展的首要問
題，亦是我國建立數字農業實踐話語權的巨大機遇。」霍學
喜說，數據的自動抓取、精準計算、多方匹配，可實現管理
扁平化、供應鏈短鏈化、信息透明化、風險可控化，從而提
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收益。

倡技術應用納基礎建設
針對目前我國現有農業物聯網建設標準不統一、農業經營

主體數字化素養異質性較大、農業物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的市
場參與機制尚未形成、缺少成熟數字農業商業模式等問題，
霍學喜在提案中提出了系統解決方案。「建議國家將數字化
技術應用納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超前規劃，避免重複建設
造成浪費。此外，還應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在學科設置、培
養機制、研發體系中力求創新突破，為農業現代化輸送滿足
數字化發展需求的複合型人才。」

作為一名來自農村的基層代表，全國人大代表
馬銀萍所在的甘肅省慶陽市鎮原縣，曾是集

中連片特困地區的國家級貧困縣。時至今日，回憶起十
多年前剛剛嫁到鎮原縣臨涇鎮席溝圈村的情景，馬銀萍依
然記憶深刻。「我不怕髒不怕累，就怕一直窮下去。」貧窮的
現狀並沒有擋住生性倔強的馬銀萍，她憑着一股子拚勁，起早貪
黑、風雨不誤，在村裏第一個做起了養殖，並成功創出一條致富之路。

壯大特色產業 確保持續致富
「我的日子好了不算啥，大家都富起來才算好。」富裕起來的馬銀萍並

沒有就此停步，在不斷擴大規模的同時，亦毫無保留地幫襯着身邊希望通過
養殖改變貧窮的鄉親們。特別是在2016年當選為村黨支部書記之後，她不斷推
動村裏成立新的種植、養殖專業合作社，力爭讓每一戶家裏都有種養收入。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之下，當地產業逐漸發展起來，村裏的生活和面貌也逐漸發生了改
變。2020年，席溝圈村成功實現整村脫貧。
如今的席溝圈村房子蓋得越來越漂亮，村裏的道路越來越寬闊，每當萬壽菊盛開

的時節，金燦燦的花海一眼望不到邊。馬銀萍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村裏脫貧奔小康的目標已經實現，安全飲水、教
育、醫療等方面已經得到保障，美麗鄉村初具規模。「但脫
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要加快農業
農村現代化，『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鄉村振興離不開產
業、基礎設施和人居環境等多方面的因素。」
馬銀萍表示，如今席溝圈村有7個養種合作社，年收入均
在20萬元人民幣左右。未來村裏將繼續因地制宜壯大多種產
業經營，激發農民搞產業的積極性，確保脫貧之後能穩定地
持續致富。今年全國兩會上，除了建議國家在當地交通基礎
設施方面加大投資力度，她同時還重點關注農村人居環境問

題。馬銀萍認為，要建設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人居環境的整治也很重要，垃圾分
類、垃圾運輸站的建設都需要進一步思考。「我們將全力推動落實，進一步壯大群
眾致富產業，讓鄉村越來越美，讓群眾的日子越過越紅火。」

手機成「新農具」直播成「新農活」
與馬銀萍一樣，全國人大代表梁倩娟也來自於甘肅農村。2013年，在外打拚多年

後毅然辭職回鄉創業的她，首次「觸網」便大獲成功。作為甘肅省隴南市徽縣隴上
莊園生態農業有限公司總經理，梁倩娟不僅將家鄉的橄欖油、核桃、土蜂蜜等農特
產品賣到全國各地，帶動當地農民脫貧增收，同時也激勵了很多年輕人回鄉創業。
「去年，我們通過直播帶貨方式，讓隴南優質農產品走出大山，銷往全國各地

乃至國外，有效帶動了隴南農村群眾脫貧致富。」梁倩娟認為，農村電商在助力
脫貧攻堅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也必將在農民持續致富上發揮巨大作用。因此，她
建議加快構建「線上線下」融合互動，便捷、高效、優質的縣鄉村三級農村現代
物流體系，從而有效助力農產品上行進城和商品下行進村，為推進全面鄉村振興
開通農村電商快車道。「鄉村振興，產業興旺是關鍵。今天，手機已經成為
咱們農村的『新農具』，電商直播更是成為大家的『新農活』，在鄉村
振興中，農村電商大有可為。」

「黨和政府的脫貧政策真好，幫
我們解決了實際困難，現在我們
的日子越來越好了……」去年全
國兩會後，全國人大代表夏吾
卓瑪到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
同仁縣加吾鄉協知村看望對口幫
扶貧困戶才卡加時，被老人的一
番話深深打動。
青海黃南州曾是典型的「三區三

州」深度貧困地區，這裏海拔高、
氣候多變、山區交通不便，貧窮落

後。「十三五」期間，黃南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並取得了脫貧攻堅全面勝利。作為黃南州巨變
的親歷者和見證者，近年來家鄉的變化，總是讓
夏吾卓瑪欣喜不已，「我平時工作生活都在最基
層，切身感受到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大大提
升。」夏吾卓瑪表示，脫貧攻堅不僅讓黃南發生
了新變化，同時也讓大家的精氣神更足了。
據介紹，黃南州脫貧後，這裏深厚的文化底
蘊和資源被進一步激活。去年，黃南入選國家
文化和旅遊消費試點城市，第三季度TPI指數
漲幅位居全國第二，文化和旅遊產業營業收
入、旅遊收入分別增長10.7%和10%，在加快
文旅融合發展中傳承文化、打造美景，拓展了
「詩和遠方」的新境界。
「我們黃南山清水秀，文化底蘊深厚，被稱為

『熱貢藝術之鄉』。這裏的藏族群眾世代繪製唐
卡、製作堆繡和雕塑，聲名遠播，這些年通過挖
掘利用這些『美麗資源』，很多群眾藉着老手藝實
現了脫貧致富。」夏吾卓瑪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十四五」期間，當地將進一步用好得天獨厚的
「美麗資源」，大力發展文化旅遊產業，希望國家
在金融、稅收、土地使用等方面能提供一些扶持政
策，讓「美麗資源」打造的「美麗產業」成為黃南鞏
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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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秀英調研農村基層醫
療工作。 受訪者供圖

●完成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之後，中國「三農」工作轉入全面推進鄉村振
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新階段。圖為西安果農正在檢查作物。 受訪者供圖

●梁倩娟在
田間地頭直
播帶貨。
受訪者供圖

挖掘「美麗資源」
文化遊振偏鄉

●夏吾卓瑪
受訪者供圖

統一標準體系
推動數字農業

●霍學喜
受訪者供圖

織好醫保網 防因病脫貧

●馬銀萍 受訪者供圖

全國政協委員陳萌山

對脫貧地區要扶上馬送一程，堅持和完
善駐村第一書記和工作隊、東西部協
作、對口支援、社會幫扶等制度，並根
據形勢和任務變化進行完善。

全國人大代表徐冠巨

在健康扶貧、產業扶貧等基礎上，培育
和鍛造長板，圍繞綠色農業、農業產業
化、城鄉一體化和壯大村集體經濟實力
等方面發力。

全國政協委員王二虎

要特別重視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
把家庭農場作為助推鄉村振興的重要抓
手和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組織形式，確
保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和全面推進鄉
村振興協調發展。

全國人大代表郭永紅

將綠水青山的好顏值變為高質量發展的
好價值，重點可以破解綠水青山如何量
化、可交易、可轉化、可持續的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蔣平安

要健全防止返貧的動態監測機制和幫扶
機制，促進脫貧人口的穩定就業，加大
技能培訓力度，包括發展壯大特色產
業，做好異地搬遷的後續扶持等多方面
的工作。

全國人大代表孔慶菊

要用教育助力鄉村振興，堅持把教育作
為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繼續
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為實施鄉
村振興戰略培養更多更好的人才。

「「扶上馬扶上馬，，送一程送一程，，在在

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個也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個也

不掉隊……不掉隊……」」在取得脫貧在取得脫貧

攻堅戰全面勝利攻堅戰全面勝利，，完成消除絕對貧困完成消除絕對貧困

的艱巨任務之後的艱巨任務之後，，中國中國「「三農三農」」工作工作

轉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轉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加快農業農

村現代化新階段村現代化新階段。。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李克強總理在今年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全面實施鄉村全面實施鄉村

振興戰略振興戰略，，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

增收增收。。如何推進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如何推進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

振興有效銜接振興有效銜接？？如何保障脫貧不返如何保障脫貧不返

貧貧？？在脫貧之後又如何更好地致富在脫貧之後又如何更好地致富？？

正在參加全國兩會的多位代表委員正在參加全國兩會的多位代表委員，，

用自己親身參與脫貧攻堅事業的實踐用自己親身參與脫貧攻堅事業的實踐

經驗經驗，，以及因地制宜的科學規劃以及因地制宜的科學規劃，，給給

出了一個堅定的回答出了一個堅定的回答。。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李陽波李陽波、、張仕珍張仕珍、、劉俊海劉俊海、、

王尚勇王尚勇 陝西陝西、、甘肅甘肅、、寧夏寧夏、、青海報道青海報道

「互聯網經濟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的跨越式
發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更要注重推動新興
信息、通信技術在農業農村發展中的應用。」
全國政協委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教授霍學喜
認為，在萬物互聯的物聯網時代，農業生產要
有效應對災害風險，數字化技術和信息化技術
格外重要。而農民要增收，電商、物流、農產
品供應鏈模式等各種保障機制還有待完善。農
業發展，農民增收，鄉村振興也就實現了。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霍學喜帶來了《關

於重視解決我國數字農業關鍵問題》的提
案，建議採用新興信息與通信技術構建農業

數字化標準體系，進而規範農業物聯網建設
和農業技術知識數字化過程，促進我國數字
農業發展。
霍學喜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物聯網時代，

網絡經濟具有更大的滲透性和外部性，為我國
提供了巨大發展機遇。「構建農業數字化標準
體系，是促進我國數字農業發展的首要問題，
亦是我國建立數字農業實踐話語權的巨大機
遇。」霍學喜說，數據的自動抓取、精準計
算、多方匹配，可實現管理扁平化、供應鏈短
鏈化、信息透明化、風險可控化，從而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增加收益。

倡技術應用納基礎建設
針對目前我國現有農業物聯網建設標準不統

一、農業經營主體數字化素養異質性較大、農
業物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的市場參與機制尚未形
成、缺少成熟數字農業商業模式等問題，霍學
喜在提案中提出了系統解決方案。「建議國家
將數字化技術應用納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超
前規劃，避免重複建設造成浪費。此外，還應
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在學科設置、培養機制、
研發體系中力求創新突破，為農業現代化輸送
滿足數字化發展需求的複合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