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新录用公务员初任培训的形式，一批新录用公务员
刚入职 就下派到乡镇基层锻炼，有的还要求必须学干一季农活，插秧、出海、种
大棚等。对此，你怎么看？

返乡年轻人的成长急不得、快不得，我们当然希望
更多年轻人能够回到乡村、建设乡村、发展乡村，但也不
是说“一返就行”“一返就灵”，给年轻人更多时间、更多
支持，帮助他们深入乡村、融入乡村，年轻人的“乡村梦”
才能不只是“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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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键词
新录用公务员需不需要学干农活？

据报道，山东省某村试点建设村级监管服
务站，对当地农户卖出的农产品统一检测，经检
测合格的水果蔬菜被贴上质量合格证后，再被
运往各地市场。监管服务站不仅便利了当地菜
农，还保障了产出的产品质量，把好了农产品流
通的第一道关口。

现在许多乡镇驻地都设置了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站，但由于蔬菜种植户经常分散
在各个村里，遇到果蔬产销旺季时监管难度
较大。面对种植散户人多、面广的监管难
题，建设村级监管服务站可谓恰有其用。依
托服务站，村里产出的农产品能做到“应检
尽检”，保障销往各地的农产品质量达标，长
久来看还有利于打造当地农产品质量品牌，
提升农产品的美誉度。对菜农来说，这种方
式还能做到“快测快检”，免去他们每日将蔬
菜运往镇上检测的奔波，而提早检测、快速
运输还间接提高了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和市
场竞争力。

随着各地开展农产品“三品一标”提升
行动，许多乡镇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越发重
视，建设了一批农产品质量监管基地，也陆
续出台各种合格农产品监管方法，其中一些
实践做法取得较好成效。此类村级监管站
结合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提供了一套便
捷 、高 效 、切 实 可 行 的 农 产 品 质 量 监 管 方
式。各地不妨将这种模式推广开来，合理布
局监管服务站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把好
农产品质量关，让更多优质农产品带着“放
心牌”上市。

果蔬检测服务
进村，好！

□□ 刘诗麟

近日，某公司因在黄桃包装盒上印绿色食品证明商标以及“有降血糖血脂、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等功
效”，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1.66万元。疫情期间，对这类误导消费者、夸大功效的虚假广告需加以严厉整治。

最近，全国多地疫情散发，许多地方流行起黄桃罐头“热”，许多病人称吃了黄桃罐头症状能够减轻，导致
各大商超里的黄桃罐头卖到脱销。一些不良商家有的加价售卖，有的随意加印绿色商标，将黄桃罐头比作能
提高免疫力的“灵丹妙药”，欺骗消费者。事实上，黄桃罐头里所含的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是许多果蔬都能提
供的，并没有特殊的营养价值。消费者为缓解病程中的不适愿意购买无可厚非，但商家以“提高免疫力”为噱
头大肆宣传就涉嫌虚假营销。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力度打击借疫情敛财的虚假营销行为，避免出现严重后果，
媒体也应负起宣传责任，引导大众科学合理地补充营养、加强锻炼，提高免疫力，不偏听偏信虚假夸张宣传。

这正是：
黄桃罐头治“百病”？虚张声势乱心意。

不良商家需打击，科学合理提免疫。
文@双生

作者：朱慧卿

将“下基层锻炼，必须学干一季农
活”作为公务员初任第一课，笔者认为，
这样的安排是直接体察民情、了解农村
的有效方式，也是促进个人成长的有益
途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新录用公务员大多刚刚走出学校
的“象牙塔“，对基层情况不甚了解。况
且大部分城市孩子没有农村生活经历，
而即使在农村长大的学生，有些也没有
干过农活。因此有机会把他们放到农
村一线参加生产生活实践，有利于深入
了解、熟悉当下农村状况，为今后提出
工作建议和科学决策打下切合实际的
基础。 同时，了解农村，还能厚植对农
民的情感。俯下身子、扎根基层，与广

大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可以近
距离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念所盼，
切实体会农民群众的辛苦和农业劳作
的艰苦。今后返回本职岗位履职时，能
更好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投入到
乡村振兴的大潮中来。另外，在农村摸
爬滚打的经历，还能培养坚韧不拔的耐
力。在农村劳作确实辛苦，与农民打交
道有时会遇到语言的困扰，也会遭遇水
土不服的问题，给基层锻炼带来诸多困
难。不仅有身体的疲累，经常还会承受
心理上的委屈。但越 是挑战困难，越
能磨砺身心，借此机会增强个人干事能
力、培养做事耐力，这些都对未来的成
长大有裨益。

这样的第一课大有裨益
□□ 牛家林

新录用公务员下派到乡镇村庄、
基层站所锻炼的做法值得肯定，但是
否全部要求干一年农活值得商榷。首
先，公务员的工作职责是从事公共事
务管理，其处理的工作虽然会与生产
劳动相关，但并不直接等同于参与田
间生产劳动、掌握具体劳动技能。其
次，公务员的业务系统庞杂，从事的公
共事务牵涉不同的领域，如果是从事
三农或与三农密切相关的工作，接触
农业劳动、掌握生产技能对熟悉农村
情况、增进干群关系、提升履职能力有
一定帮助，但如果从事的是非三农工
作或与三农关联度不高的业务，接触
农业劳动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反而
会分散学习精力。因此，要加强新录

用公务员的实践锻炼，还需结合公务
员所在岗位实际，本着“干什么、学什
么”的原则，分类指导、精准学习。一
方面要“因岗制宜”，让新入职公务员
到所在系统的基层岗位参加专门锻
炼，通过走访调研、宣讲政策积累基层
经验。比如三农工作者就理应下派到
农村，学习田间技能、熟悉农机农资，
锻炼处理三农工作的实际能力。另一
方面要“专事专干”。基层工作面广事
杂，对于新人来说，在初步接触工作时
还应结合岗位需求有针对性、有计划
地学习，专注将自己锻炼为某一领域
的岗位“专家”。这样精准发力，打好
基层锻炼的底子，更有利于返回岗位
后做好本职工作。

公务员下基层要“因岗制宜”
□□ 韩胜凯

新录用公务员未进机关、先下基
层，是各地普遍采取的办法，值得提
倡。制度虽好，关键是要结合实际灵活
执行，避免其在落实中变形走样。 首
先，规定不宜“一刀切”。插秧、出海、种
大棚，这些硬性要求对专业技能需求过
高，对新人来说很难在短时间内习得，
尤其是许多年轻人出了“校门”进“农
门”，在校期间没有养成劳动习惯，一时
间让他们接触这些难度较大且较为艰
苦的农业劳动，有时完成效果并不好。
故此可以循序渐进、结合新人需求，引
导他们从小事学起，比如协助农民搭建

大棚、插秧育苗等简单农活，再由易到
难逐渐掌握更专业的劳动技能。其次，
还要防止制度落实不到位。据笔者了
解，一些地方的新入职干部被乡镇政
府、城市社区截留，名义上说是下村干
农活，实际上仍然身在机关，起不到基
层锻炼作用。对此还应做好监督检查
工作，督促各单位协调新任公务员的下
派锻炼时间，重视基层磨炼的机会。还
可以制定考核指标，让基层锻炼的干部
在指标评价的指挥棒下，提高服务基
层、自我学习的积极性，更好地在基层
学有所成。

制度虽好，也要避免变形走样
□□ 唐建召

近 年
来 ，一 些 地
区因地制宜
发展中药材
产 业 ，成 为
农民增收的
金“ 药 ”匙 。
目 前 ，中 药

材生产供应中仍存在一些模糊地带，
如中药材用途划分不明确、种植生产
缺少标准规范等，建议在明确中药材
用途划分的基础上，做好种植用地规
划和保障，提高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水
平，加强药用中药材供应保障。

中药材的划分方式有很多。大体
可分为用于中药饮片、中成药的药用
中药材，以及用于其他用途的非药用
中药材，包括食用、中兽药用、日化产
品用等。比如目前宁夏枸杞很大一部
分作为食用原浆加工用，紫苏药用分
为紫苏叶、紫苏子、紫苏梗，但叶同时
也可以食用以及提取食用油、色素等，

种子也用于食用油榨取和饲用。而不
同用途的中药材，从种植模式、选地、
种质（品种）、种植技术、采收加工等可
能均有非常大差异，目前还没有明确
的区分体系。

为此，有必要加快质量体系建设，
加速不同用途药材的差异化发展，建
成更加符合其最终用途的药材基地，
在种植方式、种质、采收加工等方面形
成专用型体系。加强对不同用途中药
材生产技术体系研发推广的支持，特
别是一些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攻关，如
不同用途新品种的选育，不同用途产
品的采收技术和精深加工方法，形成
成套化专用技术。如选育更加适合食
用的黄精、枸杞、百合新品种，研究黄
精九蒸九制果脯类产品的加工，不同
山药产品的加工等。区分中药材用途
后发展中药材生产，也便于种植户采
用相应的种植模式，提高生产效率。
如人参，林下参是高端康养药材，很少
用于中药饮片，更不用于中成药。用

于食用的人参为人工种植 5 年及以下，
可多采用农田栽培,而传统药用人参
(生晒参、红参)可采用农田或林地种
植，年限长些如 6 年及以上。农田、园
地、林地、草地栽培的中药材，可因地
制宜，采用农田集约化栽培、仿野生栽
培或野生抚育等方式，其产出的产品
品质差异可能会很大，生产的成本和
种植年限也可能很不相同，可以定位
于不同的产业用途。

药用中药材关系国计民生，关系
健康中国建设，关系人民治病防病，
是刚需，需要重点发展和加强供应保
障 。 根 据《中 药 材 生 产 质 量 管 理 规
范》（以下简称《规范》）采用符合市场
监管的延伸检查新实施方式，明确实
施的关键是“六统一”和“可追溯”，大
幅降低了企业实施《规范》的成本。
根据《规范》，基地药材将由中药生产
企 业 稳 定 采 购 ；因 需 开 展 供 应 商 审
计，中药生产企业也将积极指导中药
材企业的生产；同时基地有药监部门

的“延伸检查”，监督基地质量管理体
系构建。因此，地方政府以县域为单
位推进建设符合《规范》的药用中药
材规范化生产基地，有了很多借力，
可成为发展当地产业和经济的良好
抓手，推动所在地区乡村振兴。国家
层面也应及时出台相应规划，助力全
国各地的药材道地产区和主产区，建
成一批高质量药材基地。

除此之外，引导非药用中药材种植
按《规范》规范化生产也十分重要。很多
药材的生产和地方经济发展、产业布局、
乡村振兴或民族地区发展等密切关联，
因此也应该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走规范
化发展之路。在种植模式、技术模式和
土地利用上，可利用间作、套种，特别是
和林用、果用等作物复合种植，推进农业
用地高效利用。

（作者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中药材专家
指导组成员、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
岗位科学家）

划分不模糊 才能“药尽其用”
□□ 魏建和

近日，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不
少市民开始自备退烧、止痛类药物，在一些
社交平台上，有用户发布了“异地网购药品
攻略”，攻略称只需将跑腿软件的定位修改
到偏远地区，再通过快递的方式就能抢购县
城药店的退烧药品。“攻略”一出，立即被网
友指出，这可能导致当地的老年人以及其他
特殊群体无药可买。据悉，目前很多相关攻
略已被平台下架。

不过，这种行为并不会因为将相关攻
略下架就能停止。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
施，遏制这种行为，避免给基层防疫工作造

成隐患，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为此要继续加大科普力度，提供更容

易被接受的用药指导方式，如哪些情况下
需要用药、哪些不需要，用药剂量和用药方
法等，避免消费者过度囤药、盲目吃药。有
关部门也要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高价
倒卖、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借机牟取暴利
的行为，不给药贩子可乘之机。要从源头
上遏制“抢药”行为，更重要的还是加强相
关药品的市场供给，满足群众的用药需求，
让大家不必“为药发愁”，给偏远县城也留
下充足的药品。

遏制“到县城抢药”治标还需治本
□□ 刘天放

《大家谈》征稿启事
近日，某省份实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开发5000余个相关岗

位，服务期为2年，每人每月工资4000余元，以实现乡村振兴人才输送和高效
毕业生就业工作“双促进”。你认为设立村级协理员将对乡村实际工作产生
多大作用，类似岗位如何才能更好发挥作用，这样上规模的专项计划如何持
久发展？

欢迎各位读者围绕上述话题，踊跃投稿。稿件请发送至邮箱nmrbpin-
glun@163.com，邮件标题注明“大家谈投稿”。来稿500字以内为宜，论述不
求面面俱到，观点鲜明、具有新意、语言简洁即可。截稿日期：12月25日。

栏目介绍：《大家谈》栏目长期围绕当前三农和基层现象问题、涉农社会
公共热点事件等组织话题讨论，诚邀各界人士透过不同视角，畅谈建言。来
稿要求篇幅短、观点新、语言活，言之有理、建议实用、引人思考。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名“90后”农村
小伙厌倦城市“钢筋森林”的生活后返乡
创业，花费两年多的时间在田野间建起

“土团小屋”，试图与朋友在乡村建立一
个提供自然教育的“理想社区”。5年后，
他却发现项目运营的现实与理想中的

“田园美梦”有较大差距，加之后续运营
出现问题，难以在农村维持生活，只得解
散团队，再次选择离乡。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
进，惠农政策的密集出台，乡村建设如火
如荼，乡村成为新的就业群落，为年轻人
拓展了职业可选项，一些年轻人看到了
乡村广阔的发展空间，带着满腔热情，期
待在这里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大城市

‘白领’辞职返乡”的新闻也屡见不鲜。
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厌倦了大城市快
节奏的生活与就业竞争压力，带着“逃离
北上广”的心态，再回忆起童年“吃着冰
西瓜、啃着老玉米”的惬意时光，便将乡
村视为世外桃源，当作“诗和远方”，希望
在乡村远离尘嚣、回归自然。然而当他
们回到村庄后却发现，选择创业的压力
依然很大，只不过是换了个赛道，乡村和
城里一样“卷”，想要“诗意的栖居”，又不
得不为一些原本看似简单的生活琐事烦
恼，心里难免会产生落差，最终铩羽而
归，像前文那名“90 后”小伙一样选择再
次离乡。

其实，不管是来到乡村创业和在村
里短暂地租个院子享受生活，年轻人有

“乡村梦”，对乡村本身来说都是件好
事，他们给乡村带来新的活力、新的思

路，拓展了发展视野。笔者今年在北京
郊区某村庄调研时就曾看到，这里的返
乡创业者先是依靠自身资源改造老房
子,办起了村里的第一家民宿，吸引城里
的年轻人纷纷来此打卡、赏景、体验乡
村生活，这些纷至沓来的年轻人又让村
民看到了新的增收渠道和生活观念，吸
引更多村民加入到发展民宿经济的队
伍中来。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认识和理解乡
村，是许多年轻人需要补上的一课。乡
村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情感载体，中国的
很多问题也与乡村相关联，想了解中
国，先得了解乡村。不过，踏梦而来的
年轻人也要做好心态上的准备，不管是
创业还是暂居，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生
活环境的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在城里
能送到家门口的快递，在村里可能要到
镇上才能取得到；在城里楼下随处可见
的超市、菜摊，在村里如果自己不会种
菜，如何天天都能吃上新鲜菜可能就是
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城里可以随时约
上伙伴一起逛街、看电影，在村里最大
的娱乐可能来自于邻里间家长里短的
聊天和自己的手机，甚至难得找到志趣

相投的同龄人。而在工作中，创业者又
会遇到创业周期长、客流量不密集等问
题，甚至可能会有村里人的不理解、不
支持，城里的那套理论和逻辑在村里好
像也“不灵了”。对习惯了城市生活的
返乡年轻人而言，这些落差和困难都是
客观存在的，一天两天可能感觉不深，
但时间久了，这样的不便就会被成倍放
大，从而怀疑自己曾经做出的决定。说
到底，在决定返乡前，还要问问自己是
不是做好了长期扎根乡村的准备，是不
是把自己当做村里的一份子。毕竟，对
那些真心愿意融入的返乡者，乡村是包
容的、有温度的。

当然，对这些怀着“乡村梦”、想要
在乡村扎下根的返乡年轻人而言，他们
的 梦 想 需 要 的 是 更 多 现 实 层 面 的 支
持。近年来，我们吸引了许多有志青年
来到乡村，为古老的乡村注入了新鲜的
血液。接下来，还要在政策层面给予更
多引导，帮助他们更好地留下来、成长
为乡村发展的新力量。首先是创业规
划上的支持，年轻人返乡创业仅仅依靠
一腔热情是不够的，无论是何种创业，
都不只是田园诗意，当然也会有鸡毛蒜

皮、琐碎繁杂的事务，在创业之前，需要
有对乡村更熟悉的人，帮助他们厘清创
业规划，想清楚到了村里要做什么、可
行性有多少、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只
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不至于让年轻人
因为梦想与现实有落差而萌生去意。
其次是项目对接上的支持，囿于资金、
人力、资源、技术等方面的限制，一些
年轻人可能空有热情与想法，但缺少
落地启动的实际条件，这时候就需要
政府牵线搭桥，提供可靠的对接平台，
让返乡年轻人更有信心地去创业。当
然还有沟通上的支持，据媒体报道，有
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却中途遇挫，与政
府 沟 通 不 畅 也 有 一 定 关 系 ，“ 你 说 你
的”“我讲我的”，双方互相不能理解对
方的逻辑，最终导致创业项目“流产”，
这就需要政府在与创业者沟通的过程
中，多换位思考，说年轻人听得懂的话，
实现良性互动，真正把乡村建设成现代
化的“诗意田园”，让年轻人的梦想在乡
村实现“软着陆”。

农村种庄稼最讲节奏，播下一粒种
子，需要耐心地培土施肥，沐浴阳光雨
露，给予充足的生长时间，一味急着收
获，难免会揠苗助长。返乡年轻人的
成长也是一样急不得、快不得，我们当
然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回到乡村、建
设乡村、发展乡村，但也不是说“一返
就行”“一返就灵”，给年轻人更多时
间、更多支持，帮助他们深入乡村、融
入乡村，年轻人的“乡村梦”才能不只
是“梦”。

给年轻人的“乡村梦”更多时间和支持
□□ 赵宇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