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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琭璐）近日，中国社会科
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京举行了《中国县域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研究报告 2020》发布会。
与会者对 2017 年-2019 年中国县域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和变化进行了研讨，
并就推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增强
对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作用等政
策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迅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农村各地的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程度参差不齐，还存在各种障碍。目
前，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平均得分（中
位数）来衡量，不同区域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水平各不相同。但从发展趋势来看，近年来中
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较快赶超趋

势，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但是
西部和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慢慢扩大。

据介绍，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百
强县中，中部地区的县域有 64个，东部地区的
县域有24个，西部地区的县域有11个，东北地
区的县域有 1 个。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中、西
部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水平较东
部地区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发展动能强劲，尤
其是中部地区发展势头较为迅猛。

《报告》认为，总体上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中，相对于数字信贷和数字授信，数字
理财和数字保险服务的发展更为滞后。目前
纳入指标体系的理财和保险种类仍然过于狭
窄。截至今年 3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
率仅为46.2%，还存在很大的进一步提升空间。

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强劲
区域不平衡性较为明显

□□ 本报记者 张艳玲 实习生 杨毓

“如果村民想要参加集体组建的股份公
司，该怎样入股？”“企业经营受市场影响较大，
如何保障村民的利益？”12 月 19 日，在四川省
成都市蒲江县国家现代农业园区天府农创园
里，一位乡贤代表开门见山，将心中的疑问一
股脑儿抛向鹤山街道办事处城乡融合发展专
班主任杨议和源素轻旅产业集团董事长李
彪。这是蒲江县鹤山街道狮子树村的一次乡
贤大会，会议主题是评估农业园区计划引进的
文旅项目——水韵橘香农旅聚落，并对村子的
下一步发展集思广益、出谋划策。

狮子树村以盛产柑橘而出名，全村柑橘种植
面积达6200亩，年产值达1亿元。因位于蒲江县
国家现代农业园区核心区。近年来，狮子树村更
是炙手可热，顶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原乡现代
农业有限公司、鲜农纷享等企业先后入驻；400亩
产学研基地、年产7000吨的加工物流中心、1000
亩“两统一分”示范基地陆续落地。2019年，园区
地标建筑——天府农创园在村里建成，更是让狮
子树村一时风头无二。今年初，狮子树村被评为
四川省首批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产业兴、人气旺，园区管委会琢磨着以狮
子树村为起步区把农旅融合搞起来。“狮子树
农旅资源得天独厚，不仅柑橘产业成规模，还

拥有狮子水库、魏了翁衣冠冢等自然资源和历
史文化资源，依托优质林盘，植入休闲娱乐、餐
饮、民宿、水上娱乐等新业态、新场景，肯定受
欢迎。”李彪是多个农旅聚落的策划人，受邀考
察后，对狮子树村项目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以
水和橘两个核心卖点，包装策划了水韵橘香农
旅聚落项目。

很快，水韵橘香农旅聚落项目的打造提上日
程。按照方案，项目不仅要对整个村子的基础设
施进行重新修缮改造，还需要村民腾出闲置的庭
院、房屋，作为民宿、餐饮业的经营空间。

“为了充分论证项目的可行性，我们不仅邀
请了县水务局、教育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
局、文体旅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场，而且组织
了乡贤和村民代表全程参与，充分保障村民权
益。”鹤山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文贵告诉记者。

李彪在路演中对该项目做了详细阐述。
“通过团客带散客、创造强大凝聚力的营商环
境、科学盘活闲置资源、建立新型产业社区的
做法，‘团聚狮子，活力田园’的布局一定能实
现。”李彪抛出了自己的经营思路。

“引进项目，一定要让群众参与决策，这样
老百姓才有参与感、认同感，村子的发展才能
走上良性可持续道路。”蒲江县农业农村局党
组书记、局长刘富程在会上提出建议，乡村发
展离不开乡贤，更离不开每一位村民的努力。

四川蒲江：项目进园区 先过乡贤关

□□ 本报记者 李杰

隆冬时节，站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
乡石门庄村仰视望景山，层林尽染、硕
果飘香，红红的柿子、苹果挂满了枝头，
年过七旬的村民石爱明正带领着乡亲
采摘苹果。

“3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杂草丛生、乱
石遍布的荒冈。”望着满山的果树，石爱明
欣慰地说，“1986年，我不到40岁，家里条
件还不错，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和质疑，
承包了这1000余亩荒芜的山冈。”

为了绿化荒山的梦想，石爱明没有被
困难吓倒。他说：“我坚持承包的荒冈，再
苦也得干起来，带头坚持下去。”随后，在

这条“绿一片荒山，造一个世外桃源”的不
悔路上，风风雨雨一干就是35年。

石爱明把资金和精力全部用在了
绿化荒山上。几年后，老两口干脆把家
搬到山上，以山为家、与树为伴，并为这
座山取名“望景山”。石爱明家人说，这
个名字包含了他们一直向前绿化荒山
的决心和对未来的期望。

“当时，住的是石头房，四面漏风，
山上连喝的水都没有，别说浇树了，需
要用水要到几里地外的村里去拉。”黝
黑的石爱明已经满头白发，他讲述起初
上望景山情景，布满老茧的手不时指点
着远处的果树，讲述着这里以前是什么
样、那里是什么样……不知何时，石爱

明老人那炯炯有神的眼里布满了泪花。
从1986年开始，望景山上乱石成堆，

土薄缺水，石爱明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战
场。每天太阳还未升起的时候，就拿起工
具上山，太阳已经落山，他还在山上忙
碌。不管风吹雨打，严寒酷暑，每天凿石
垒堰、抠土整穴，修路治水、栽树浇灌，一
年四季不间断。从山顶到山脚，挖石填土
修好了一块块梯田，磨破的鞋子和用坏的
工具数量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双手的老茧脱了一层又一层，像
日历一样无声的一页页翻过。在荒冈
上，石爱明用粗糙的双手记录着开荒
的艰辛和成绩，老两口硬是在石头缝
里“抠”出层层梯田，种上果树。为解

决果树的灌溉问题，又克服难以想象
的困难在山上修建了蓄水池，铺设了
灌溉管道。

“经历有多苦，果子就有多甜。”35
年来，从一棵树到一片林，渐渐的昔日
光秃秃的荒冈变得郁郁葱葱，果树枝繁
叶茂，1万余棵苹果、桃、柿子、核桃等果
树结出累累硕果，成为了生态效益可观
的绿色“聚宝盆”。

望景山成为了真正的“花果山”。
眼下，正在采摘或已经收获的苹果、桃、
柿子、核桃等果树摇曳着落叶。而到了
来年春天，山上的杏花白、桃花红，与野
花争艳，花似海若烟霞，望景山真正成
为了“金山银山”。

石爱明：三十五载，千余亩荒冈变“花果山”

本报讯“近两年，俺村锦鲤产业发
展得好，全村上下都住上了小‘别墅’，家

家奔上了小康路。俺夫妻俩仅凭在锦鲤
产业园里打工，每年就能挣十多万元，日
子越过越有劲头了。”日前，在山东省高
唐县三十里铺镇徐马新村，村民夏清军
高兴地向记者细数着自家的好日子。据
了解，徐马新村仅凭锦鲤产业一项，每年
可为村民创收 60 万元，增加集体收入 10
多万元。

目前，三十里铺镇锦鲤产业园区规模

达到 800 余亩，年创产值 1.6 亿元，带动
2000余人家门口就业。作为扶贫基地，锦
鲤产业园区还提供专项资金及就业岗位
用于脱贫攻坚事业，为全镇501户贫困户
稳定脱贫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十里铺镇积极推行优质锦鲤繁育
技术，并极力推广生态、高效、健康锦鲤
养殖模式，提倡“封闭式循环水”“微孔充
氧和底层增氧”等节水、节能养殖模式，

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大力发展生态循环
经济。同时，通过加大同水产渔业科研
机构和高校合作，积极开展锦鲤新品种
研究培育，现已经培育出被业界广泛认
可的“池丰三色”“驼背龙”等特色品
种。为了延伸产业链，三十里铺镇以徐
马新村为中心，打造锦鲤文旅小镇,规划
了科技、文化、教育、休闲、贸易等五大
功能区，从最初的养殖销售逐步发展到
了全水族工程和锦鲤文化产业集群，实
现了锦鲤繁育、优选、精养、销售、观光一
体化。 王宝文 陈晨

山东高唐锦鲤产业带动两千余人家门口就业

本报讯（记者 刘久锋）近日，记者从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目前全省
村卫生室达20265个、合格村医29850人，
做到每个行政村有 1 个卫生服务机构且
不少于1名合格的乡村医生，有力提升了
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消除了农
村贫困地区、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和
人员缺少的“空白点”。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杨慧介
绍，按照现行政策标准，贵州健康扶贫工作
已全面完成，建成省市县乡四级远程医疗
服务体系，把优质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

据悉，截至 11 月 13 日，贵州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中已签约并规范服务高血压
患者48.19万人、糖尿病患者8.71万人、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 7.66 万人、肺结核患者

1.66万人，实现了应签尽签。贵州全省确
诊罹患 30 种大病农村贫困人口共计
15.91万人，已救治15.76万人。

此外，贵州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面
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建档立卡困难群众
在县域内因病住院，医疗机构实行“一站
式”结算，只需在出院时支付自付费用，ad
其间不需要支付住院押金等费用，让患

者少跑路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了患者就
医负担，有效防止了小病拖大、大病拖
重，降低了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

杨慧表示，今后，贵州将不断提升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加强贫困地区县
域综合医改；落实儿童营养改善、新生儿
疾病筛查、妇女“两癌”检查等公共卫生
项目与妇幼健康促进行动相结合；以新
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为切入点，加强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重大
传染病、地方病攻坚行动，巩固防控成
果，防止因病返贫。

贵州清除乡村两级医疗服务“空白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