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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建设

应对村庄消失的问题，各级政府应
该以维持“空心村”的基本秩序为政策
目标。一方面，如无必要，不应人为加
速村庄空心化的进程，更不应人为制造
村庄消失的局面。国家可以通过乡村
建设行动，建设好村庄的基础设施，并
配套基本公共服务，让村庄成为留守农
民的栖息地。另一方面，在快速城市化
背景下，没必要好高骛远地建设像城市
一样的所谓美丽乡村，而应该让乡村有
乡村的样子。

——《村庄破败空心，但不一定要

立刻废弃》
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审美引领，这

三种因素是乡村建设的焦点话题和核
心问题。“天价毛坯房”虽是个例，但却
具有普遍性的警示作用，它反映出的问
题也值得其他正在推进的乡村建设项
目吸取经验教训。随着乡村振兴推进，
乡村建设工作的展开，“为农民而建”的
逻辑、“怎么建”的思考，必须认识到位、
引起重视。

——《“天价毛坯房”能为乡村建设
带来哪些思考？》

面对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的壮大
以及他们对社会保障的多样化需求，探
索灵活的、符合劳动者利益又不影响新
经济业态发展的新型劳动保障体系，改
变“有劳动关系才有社会保障，反之则
缺失”的状况是目前面临的挑战和亟须
解决的问题。

——《支持灵活就业，需社保体系
改革相配套》

要积极“浇水”“培土”，引导资源枯

竭型城市新职业新业态的健康发展。
一方面，要浇灌政策活水，制定出台有
利于新职业新业态发展壮大的政策举
措，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要
培肥保障土壤，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新职
业新业态从业人员的落户、社保、医疗、
就业培训等政策，为他们进入城市安家
立业尽可能地解决后顾之忧。

——《新职业新业态，为资源枯竭
型城市注入活力》

关键词：灵活就业

不远的将来，当人们读懂了“职教”
与“普教”两者只有“类型”之分，而没有

“层次”之别；当职业教育成为高技能人
才的“蓄水池”，真正“香起来、亮起来、
强起来”；当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培养能
工巧匠蔚然成风，越来越多人对职业教
育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我们一定能看
到，经过职业教育培训提升之后，有越
来越多的农民、工人跻身于中等收入群
体行列。

——《职业教育越来越“香”是大势
所趋》

打击野蛮实习，规范校企合作，提
升职业学校的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也
要在全社会形成重视职业教育的认知
和风气，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与
普通教育只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而没
有层次之分。

————《莫给前进中的职业教育
“挂倒挡”》

关键词：职业教育

当前我国的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取
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更多的是停留在完
善基础设施的方面，要想进一步发挥数
字经济的作用，实现农业数字化和农村
现代化，就需要基于“表面功夫”而进一
步纵深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包括管理层
面的转变思想、顶层设计；还有农业生
产方面的智能化生产、数字化产品网
络、信息化宣传渠道等；再就是农业与
其他产业的有机融合等。

——《数字赋能乡村 融合多环重塑
农业》

依靠带货明星或地方干部不是长
远之计，借助电商助农的风潮，让小农
户变身“新农商”，让他们直接与大市场
对接，更是从农村实际情况出发的最佳
对策，也能真正拉近农民与市场的距
离，降低农产品销售的前期投入，最大
限度地让农民获益。

——《让更多小农户对接电商大市场》

关键词：数字媒介

缩小老龄化水平的城乡差异，推动
各地建立健全家庭尽责、基层主导、社
会协同、政府支持保障的农村老年人关
爱服务机制，让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
老有所医、老有所乐，是人民幸福生活
的题中应有之义。

——《数量质量两手抓 缩小老龄
化城乡差异》

时间银行带来的，不仅是孝老爱亲
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有自助可能的尝
试、志愿精神的弘扬、共同体意识的联
结。愿在时间银行中，每一位参与者都

能收获爱与友谊，愿乡土社会的人际温
情藉此升温延续，愿文明与善治之风浸
润村落乡野。

——《时间银行，乡村互助养老新
尝试》

希望有更多人站出来共同呵护农
村孩子的梦想，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农村
孩子能够让自己的喜爱尽情地、多姿多
彩地迸发出来，能够在未来的人生中有
更丰盈的内心去选择道路、面对现实。

——《留住“热爱”，探寻乡村孩子
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关键词：老与小

关键词：抗疫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节点，
万万不可忽视农村，要下大力气守好疫
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切不可让农村
地区轻易成为病毒的突破口。眼下凛
冬虽至，但春天也不远了。

——《抗击疫情，农村须臾不可
大意》

只有实事求是看待问题、分析问
题，才能找到适用于不同地区、地域的
防疫“金线”，从而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做好疫情防控。凡事要一分为二看，疫
情防控既要有力度，又要有温度；既要
对普通民众报以温度，也要对从事大量
防疫工作的基层人员报以温度。

——《在动态调整中找准防疫“金线”》
“应接尽接”，要充分考虑到农村的

特殊情况。与城市相比，农村发展有一
定的差距，在各个环节都需要投入更大
的精力。

——《构筑免疫屏障，农村不容忽视》

乡村振兴促进法对“乡村”的概念
进行了界定，这对明确法律的调整对
象、确立促进乡村振兴的基本措施、完
善乡村振兴的制度体系、实现城乡融合
发展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法律规范乡村概念，助推乡
村振兴》

当前，中央有关部门已制定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并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政
策。据初步测算，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中今后5年的重点任务，需要大量

的资金。而筹措这些资金，不仅需要国
家财政支持，社会工商资本和地方政府
融资也是重要补充。就地方政府融资
而言，不少地方将土地出让金作为主要
来源。客观讲，依法、依规、科学地盘活
土地资源可能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推
动乡村振兴项目进程。但需要注意的
是，振兴乡村，谨防以盘活土地为主要
路径。

——《振兴乡村，不能只把目光盯
在土地上》

关键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应该说，建立分级资格审查和项目
审核制度，并不是故意提高门槛，而是
多了一道提醒，不能头脑发热就去干，
而要科学规划，决定后就要持续不断地
干下去，这样才有利于土地流转长期稳
定健康发展。

——《设好土地流转“防火墙”并不
是捆住手脚》

长期以来，在农村地区由建房引起
的关系冲突事件屡有发生。矛盾过去
就存在，今时今日更加突出、更受关
注。此类现象，揭示了农村建房与宅基
地矛盾的困境，这种困境具有一定普遍

性。将宅基地权属问题的复杂现实简
单化归因、情绪化理解无益于问题的解
决，农村宅基地确权的推进、农村建房
土地管理制度的完善迫在眉睫。

——《农村频现建房纠纷，一道乡
村治理难题》

耕地集中分布区距离主城区较远，
执法力量薄弱，监管“最后一公里”的触
角难以覆盖。同时农村不少干部群众
耕地保护意识淡薄，对破坏耕地行为未
能引起充分警觉。

——《盗挖黑土遗患多，守土“有
责”还需“有方”》

关键词：土地保护

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未来，再遇到
类似情况可以有更加完备周全的应对
方案。尤其在极端天气灾难事件总数
明显上升的今天，会大概率和极端天气
短兵相接。如何将灾害影响降至最
低？建立一套反应灵敏、高效立体、将
农村纳入特别考虑的应急防御机制就
显得尤为必要。

——《建好农村应急防御机制，才

能与极端天气短兵相接》
现实生活中，受多种条件限制，农

村抗灾能力弱、救援物资少，而如今却
因为信息鸿沟再次成为关注和救援“洼
地”。所以，农村在信息化建设中的弱
势地位应引起足够重视，多一点信息，
困难就会早一点被克服。

——《消弭信息鸿沟，让“携手共
晋”成为常态》

关键词：极端天气

反食品浪费法的出台意味着“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不再仅仅是倡导和号
召，是已经成为生效的法律条文。这对
于反食品浪费来说，无疑又开启了一个
更加良好的开端，但真正落地还需构建
部门协作、行业引导、舆论监督、社会公
众参与的社会共治机制，建立一套低成
本运行的体系性解决方案。疏堵结合，
长效治理。

——《反食品浪费立法，一个良好
的开端》

“光盘”不丢人，谁觉得“光盘”丢人
谁才丢人。今年印发的《粮食节约行动
方案》，可以说是“国家喊你要‘光盘’”
了。让我们一起努力，珍惜每一粒稻
谷、每一株麦穗，不辜负大自然的钟灵
毓秀、不忘却修身养德的绵延文明。

——《谁觉得“光盘”丢人谁才丢人》

关键词：反食品浪费

观点·年终盘点

又是年终回望时。2021年的盘点，多少有点
让人眼花缭乱。多种传播技术将一年的高能瞬
间在新媒体平台浓缩回放，各种“混剪”将海量素
材重新加工组合高燃放送，你可能只用听一首歌
的时间，就能浏览完即将过去的一整年。然而，
在 2021 年的最末端，观点版还是选择用文字这
种朴素笨拙却真诚的方式，慢慢爬梳和盘点这高
能不断、屡次破防却并不容易的一年。因为文
字，不只能记录，还能反思。正是这两种力量，保
留着记忆，催生着思考，让一年中每个坚定的脚
步烙印成一段走过的路，当我们回头看时，发现
往事并不如烟，感慨时间流逝时，发现始终向前。

日月轮转，四季更迭，每天都在度过日与夜，
每年都会经历春与冬，正如这冷暖同在的人间。
然而似乎这一年，寒冷更加极端，热烈更加铭心，
让我们在很多历史性时刻不自觉发出“永远滴
神”的慨叹——

2021年，我们看到一幕幕充满中国力量的暖
色。“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郑重
宣告，让世界看到了何为减贫奇迹、中国震撼；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
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上的庄严宣告，足以证明百年征程波澜壮阔，风
华正茂未来可期；“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
国红”，红日东方，晚舟归航；“妈妈要去太空，去
摘星星回来”，神舟十三号再征太空，那里有属于
中国人的浪漫；13657亿斤，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
量再创新高，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2021 年，我们眼前也多次垂下冷色调的幕
帘。甫一开年，石家庄小果村突发的大规模新冠
肺炎疫情便给我们迎头一击，我们意识到防疫物
资匮乏、人员流动量大的农村须臾不可大意；5月
22 日，袁隆平与世长辞，举国共哀痛，夹道送英
灵，人们在每一株水稻、每一缕炊烟中寄托怀念；
7月，河南暴雨，10月，山西暴雨，这警示我们，建
立一套反应灵敏、高效立体的应急防御机制，何
其重要！

每个不平凡的年份都有重大的历史性瞬间
做标刻，但是大历史外，也有许多关乎普通人的
时刻。这一年，我国网民规模突破10亿，每一次
热搜、每一个话题，都可能引起一次全民共情。
在大历史与小时刻中，每当泪目、燃情时，都是我
们为无声者呼号，为平凡的英雄点赞——

2021 年，我们屡次在温暖中破防。大连海
洋大学志愿者前仆后继为全校师生运送物资，
风雪虽寒，但人心炽热；中国科学院大学黄国平
博士论文的《致谢》，让我们看到“走了很远的
路，吃了很多的苦”的农村孩子，不仅笃定于读
书，还有“做出点让别人生活更美好的事”的责
任感；洪水中，救生艇、铲车破浪逆行，变成生命
舟、摆渡船，暴雨虽无情，你我同载舟；“来，35号
楼男士一位”，大连一小区内，抗疫志愿者将物资
发放变成了澡堂迎宾，让压抑的疫情防控有了欢
乐的气氛……没有天生的英雄，是普通人选择了
坚持和逆行。正是平凡人的不平凡选择，诠释了
谁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2021年，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哭声。帮大家解
决一些民事纠纷的主持人小莉却因遇到了“狗仗
人势”被为难哭了；一中学的学生因吃“营养餐”
而呕吐，校长却因“换不动”送餐公司而掩面痛

哭；73岁老人的甘蔗被一群穿着制服的人哄抢，无奈之下嚎啕大哭……成年人的每次哭
泣，都是因为极度委屈，这些委屈不得不让人反思眼泪背后的权力错位。而我们也希望用
理性的分析和评判，为那些沉默的、无助的人发声呐喊。

普通人在为活着而拼尽全力，这些人中，我们尤为关心那些沉默的、边缘的、弱势的农
民群体，更加关注三农领域的发展和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远方和近处的你与我们息息相
关，发生在这土地上的事情与我们血肉相连 ——

2021年，每个农民群体都在被关注。现阶段，农村养老基础弱，我们呼吁改善农民的
社会养老保障，也希望“时间银行”等各种形式的互助养老新尝试在农村落地；我们希望，
社会能给经历着内卷、与时间赛跑、困在系统里、偶尔想躺平的打工者们平等的保障和向
上的机会；云南省砚山县那夺村那位在田间地头以及妈妈的生肉铺里翩翩起舞的女孩，在

“树洞”里诉说“我自己也想像他们一样，照亮哪怕其他一个人也好”的清华贫困生，让我们
看到“强国有我”的少年力量。

2021年，三农大事我们始终聚焦。这一年，我们从五个方面关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一年，我们重开《三农思语》栏目，邀请专家就乡村建设、数字
乡村战略实施、增进农民幸福感等方面做阐释、谈看法；这一年，我们热烈讨论乡村振兴促
进法和反食品浪费法，也继续呼吁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城乡同命同价；这一年，我们关
注黑土地保护、生态补偿、农产品周期、农业地理标志、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职业教
育、婚恋等民生问题……我们始终关注着，因为“发三农声音、传三农价值、释三农政策、析
三农课题”，是社会，也是这个版面赋予我们的使命和担当。

回望2021，全面小康来之不易，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走过2021，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了良好开端；细数2021，大的时代之问与小人物之困并存，新问
题与旧话题同在。过去一年的成就和遗憾，我们都悉数打包，好在新的一年，踩踏来路的
方向，继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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