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看到了年轻村医为理想奋斗的热情，与之相
比，他们面临的困境和隐忧更应“被看到”，他们的理想
应得到更多支持。目前来看，把村医队伍建设起来，是
需要用心解决的问题。探索村医转编的步伐不妨再快
一些，提高待遇的范围再广一些,让那些在为理想奋斗
的村医们，尽快得到这份支持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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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多次出台政策推动新能源汽
车下乡，满足了农民的消费升级需求，
为他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这几年在
农村，可以看到各种新能源汽车跑了起
来。但也要看到，目前供农民选择的汽
车类型不多，有的尚不能满足农民的

“刚需”要求，许多农民在消费时存在顾
虑。未来让新能源车下乡之路更顺畅，
还要结合农民实际需求，开发出性能
好、性价比高的车型。

首先，要将产品性能下沉。与城市

相比，农村地区的道路条件可能会差一
些，有的村道没有做路面硬化，雨天泥泞
不好走，也会有崎岖不平的山路，出行路
上免不了“磕磕绊绊”。结合这些现实条
件，供应农村市场的新能源汽车应更经
久耐用，更注重实用性。比如，为避免车
辆长期颠簸起伏造成变形和损坏，可以
在减震、抗颠簸的性能上做研发，配备耐
磨禁用的轮胎。此外，考虑到汽车对部
分农民来说不仅是代步工具，还有农用、
拉货和载客的作用，可以针对此开发大

容量的车型，让他们可以利用其开展副
业、获得增收。

其次，要将性价比高的车型下沉。
一般来说，农民购买汽车，对性价比更
为看重，价格低且实用，方能打动他
们。而性价比高不仅体现在购车成本
上，还有后续保养、保险和维修等花
销。因此，在给农民提供购置汽车补贴
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后续的养车需求，
让他们在用车过程中也能享受到物美
价廉的服务。比如，有的地方在车辆保

险上给出优惠，减轻农民每年支出保费
的负担，还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推出免
费送电服务，一年下来也能给农民省下
一笔不小的开销。

在新能源汽车下乡过程中，一定要
想好农民需要什么、关心什么，提供物有
所值、物有所用的汽车类型，方能将服务
送到农民心坎里。还要注意的是，在宣
传和推介汽车消费时，要帮助农民做好
产品和服务介绍，让他们能明明白白消
费、安安心心开车上路。

汽车下乡还需将产品性能与价格下沉
□□ 毕舸

目前来看，新能源汽车在农村市场
占有率不高，仍有很大的攀升空间。之
所以消费群体有限，充电设施不完备是
重要原因。结合这一现实问题，新能源
汽车产业在乡村的布局之中，应提前关
注充电设施建设问题，解决农村消费者
的后顾之忧。

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
最大的特点是绿色无污染，在使用上最
明显的差别则是需要充电发动。尽管这
些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扩大市

场，但与油车相比，其消费群体还比较有
限，尤其在农村地区的普及会更慢一
些。有些农村的新能源汽车没几辆，便
没有考虑到安装充电桩问题，导致有的
农村消费者陷入“买得了跑不好”的尴尬
境地，更多人在买车之前被“充电不方
便”的担忧所左右，产生消费迟疑。

但实际上，农村是新能源汽车的消费
蓝海。2022年，农村地区机动车保有量达
到2.08亿辆，其中汽车1.4亿辆，如果按照
10%的年更换率，意味着农村地区每年将

有2000万辆机动车更换。基于此，当下
国家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农民购置
新能源汽车有补贴，买新能源汽车自然更
实惠，且新能源汽车的充电、保养费用比
燃油汽车低，更为农民所偏爱。与城市相
比，农村的充电设施建设更为便利，大部
分农户家是独门独院，具备较好的停车充
电条件，通过合理布局，农村也有条件建
设充电停车场。

因此，新能源汽车下乡，提前规划
建设充电设施很有必要。各地不妨结

合本次实施意见抓紧做好供应文章，
规划好充电设施和停车场的建设数量
和位置，将其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道
路交通设施、管网改造工程等统一合
理布局。此外，有不少农民宅院和屋
顶的面积比较大，可进行光伏发电后
给电动车充电，这种方式也可统筹考
虑。为分摊成本、提高使用效率，还可
引导多个车企共建开放式充电网络体
系，让农村消费者充电更便利、出行更
顺畅。

农村充电设施建设应该提前规划
□□ 许朝军

编者按：新能源汽车下乡再迎政策利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

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以支持新能源汽

车在农村地区的推广。落实好相关政策，要考虑到农村实际情况和农民消费需求，解决好产品

性能、性价比以及配套的充电设施问题，让农民享受到物有所值、物有所用的汽车消费服务。

近来，多地出招解禁“路边摊”，对“设摊经营”进行优化，这份“烟火

气”重燃，让不少市民对“路边摊”消费非常期待。同时，也有人担心“路边

摊”归来会重现影响交通卫生、管理不善等“老大难”问题。对此，你怎
么看？

毋庸讳言，解禁“路边摊”，一旦管
理缺位，极易产生扰乱交通、噪声扰
民、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隐患等一系列
问题。如何在留住城市“烟火气”与

“文明味”之间找到平衡点，避免“一管
就死、一放就乱”，考验着城市管理者
的智慧。近期火遍全国的“淄博烧烤”
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只有坚持人性
化服务、精细化管理、柔性化执法，才
能在促进消费复苏的赛道上经受住

“烤”验。
当然，解禁不等于无禁、放开不等

于放任。给“路边摊”解禁，并非“一松

了之”，而是要在“管得住”的前提下实
现“放得开”。笔者注意到，深圳、上海
等部分城市率先开展探索，以立法的
形式有序解禁，对“路边摊”外摆时间、
摆放范围、食品安全、环卫责任等作出
明确规定，真正体现出政策的包容性
和人性化。

解禁“路边摊”既不能一哄而上，
也不能因噎废食。只有坚持立法在
先，有序“放”、科学“管”、精准“服”，引
导商户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律经
营，才能让城市升腾“烟火气”、充满

“文明味”。

“解禁”不等于“放任”
□□ 苏尚久

“路边摊”被很多人认为是感受生
机盎然、充满活力的“烟火气”的重要
载体。事实上，“烟火气”本身就是城
市所包含的气质，属于城市管理的一
部分，但随着“路边摊”在发展中出现
各种问题，一些人片面地将“路边摊”

“烟火气”与城市管理对立起来，这是
不准确的。要管好“路边摊”，留住“烟
火气”，有几个关系要厘清。

首先，“烟火气”与“路边摊”不能
简单划等号。客观地说，“路边摊”本
身是一种经商模式，没有固定经营地
点、经营时间，在街边推个车、搭个摊
就能做起来，这种模式本身并没有好
坏、对错之分。而城市“烟火气”指的
是一种生活氛围，这种氛围可以由流

动的“路边摊”带来，当然还有很多其
他来源。比如农贸市场里的市井烟
火等等，都可以是人们感受人情味和

“烟火气”的窗口。
其次，“路边摊”与城市管理之间

并非对立，而 是 相 辅 相 成 的 关 系 。
“路边摊”曾被屡次禁止，主要因为
其所涉及到的食品卫生、阻碍交通
等问题，困扰着城市管理者。但我
们也要看到，“路边摊”便利了百姓
生活，管好“路边摊”，保留其带来的

“烟火气”，比一味禁止更能体现的
管理水平，也更能提升百姓的幸福
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
管理“路边摊”，让城市更有“烟火气”

“人情味”。

厘清“路边摊”“烟火气”与城市管理的关系
□□ 夏宿残

不论“路边摊”是“禁”还是“解”，
都不能是“拍脑袋”决定，要看到，这些
流动摊位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乃
至一个个家庭的生计，相关管理部门
在制定政策前，应充分考虑这些经营
者的利益。

随着“路边摊”的解禁，经营者对
各项经营事务难免会有困惑，怎么办
理营业执照？如何选准摊位，避免同
质化竞争？在经营中遇到法律问题
如何维权？对于这些经营上可能会
遇到的问题，有关部门不妨先想一
步、多做一层，主动提供技术培训和
咨询服务，帮助经营者了解管理政策

和市场需求，让他们能尽快迈稳创业
的第一步。

同时，“路边摊”的流动性决定了
摊主经营收入的不确定性和经营状况
的随机性，对管理者而言也存在一定
不可控性。现实中也发生过一些“路
边摊”因违反规定被城管取缔经营资
格的案例，有关部门应充分考虑这一
现实，在执法过程中多一些换位思考，
充分了解经营者的所想所需，多提供
解决办法、联系就业渠道，帮助他们稳
住收入。让“路边摊”的经营者抱有稳
定预期，对各种执法难题的破解也会
有所助益。

“禁”还是“解”，不能折腾经营者
□□ 李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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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火锅的辣度指数登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帖称，火

锅微辣、中辣、特辣过于主观，与食客的味觉和感受程度有关，呼
吁科学制定统一的火锅辣度指数。就此，四川省火锅协会表示：
网民意见靠谱，正在研究制定统一的辣度标准。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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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宁波市一所村中心小学开
进一辆阅读巴士，给村里的学生们送上了“阅
读大礼包”，包括近2000册、千余种优质童书，
还邀请知名作家开展了写作讲座，深受广大
师生的喜爱和欢迎。

“阅读巴士”，顾名思义，就是将大巴车包
装成“小书房”，载着各式各样的书籍，开进校
园“种”文化、传文化。这种流动的文化传播
方式，在乡村有更深刻的意义。当下，尽管很
多乡村对文化和教育建设非常重视，在村阅
读室、村中心小学里布置了绘本书籍等读物，
但由于场地有限，在书籍的分类上有的地方
较为单一，还有的地方观念不足，没能及时更
新书目，孩子们的阅读兴趣提不起来。“阅读
巴士”则将新鲜有趣的阅读活动和理念带给

乡村孩子，给他们打开了爱上阅读的新窗
口。作家的写作讲座，也能帮助传递先进的
阅读理念和写作技巧，让孩子们接收到更多
元的文化知识。

对处于成长期的学生来说，阅读书籍可
以拓宽视野，了解更广阔的世界，还能提高素
养、涵养性情，帮助培养好的学习习惯乃至生
活习惯。因此，未来还应多加探索激发乡村
孩子阅读兴趣的新花样，通过“阅读巴士”这
类流动的书屋，搭建乡村孩子接触优质书籍
的渠道。在这个过程中，不妨多问问孩子们
的意见，他们喜好哪类书籍？哪些作家的讲
座受儿童欢迎？什么样的阅读活动更有趣
味？回答好这些问题，“阅读巴士”定能成为
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让“阅读巴士”成为乡村流动风景
□□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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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禁“路边摊”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一位“95后”村医
钟丽萍，她在云南省的边陲村落做乡村医
生，报道中记者称她是“最快乐的女孩”，但
在快乐的另一面，也有一些现实问题让她
感到困惑，比如，老了之后没有医保怎么
办、年轻村医留不下来怎么办？钟丽萍的
故事引发了笔者对村医群体现状的思考。

实际上，现实中还有很多村医和钟丽
萍一样，享受着村医工作带来的成就感，
将乡村当做实现理想的热土，在相关报道
评论区，就有很多网友分享了自家长辈在
家乡代代行医的经历，诉说着这份工作的
现实意义。但不能忽视的是，他们实现理
想的道路并不平坦，仍有很多现实问题摆
在眼前。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截至
2022年，中国乡村医生共有74.7万人，相
比5年前少了22万人。

事实上，乡村留不住人才并非一日形
成，也不限于村医一行，但村医这份工作
因其特殊性，留人更加困难。首先，很多
村医面临身份上的尴尬，尚未获得正式编
制。从现状看，尽管各地一直在探索将有
专业能力的村医纳入编制管理，但不可否
认，如今仍有许多偏远地区的村医主体是
以前的赤脚医生或者其后代，他们在实践
中习得了技能，具备了专业医生的诊疗能

力，却还没有得到相关待遇保障。这部分
村医如今仍用着农民的身份干着医生的
工作，很多人靠“半工半农”支撑，也有人
迫于现实离开了这一行。

其次，村医的工作要求比较特殊。与
城里医生的专科培养不同，村医群体虽然
专业素养没那么精深，但是涉及的领域却
更广。在村医稀缺的地区，有的一个村子
只有一个村医，甚至一个村医管理几个
村，干的工作也很复杂，村民简单的头疼
脑热他们要管，慢性病的防治乃至日常调
理身体，也是村医的任务。在这背后，需
要村医有大量的医疗知识和经验支撑，可
以说这份工作既是体力劳动，又靠智力输
出，想干好的确不容易。尤其对于偏远地
区来说，各方面基础比较薄弱，村医数量
本来就稀少，人才还在流失当中，导致村

医的工作任务更重，各方面的压力也更大
一些。

其实，越是偏远地区，村民对村医的
需求越高，也越信任村医。前文报道中提
到一个细节，某乐队歌手招村民体检，村
民根本不听，钟丽萍说了他们才听。这也
不难理解。在城市，人们有个头疼脑热，
去社区医院很方便，想全面检查又能选择
综合医院，但在乡村，很多农民发病后第
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村医，村卫生室就是他
们求医问诊的首选。村医对村民们的情
况也了如指掌，哪个村民有高血压，谁的
口服药到期了，哪个老人独自在家需要陪
伴，在细微小事的提醒中，村医的意义早
已不仅是健康的托举者，也成了陪伴村民
的知心朋友。也正因如此，偏远地区的村
医对乡村来说更不可或缺，他们的坚守更

为重要。
通过媒体对乡村医生的报道，我们看

到了年轻村医为理想奋斗的热情，而他们
面临的困境和隐忧更应“被看到”，他们的
理想应得到更多支持。目前来看，把村医
队伍建设起来，是需要用心解决的问题。
考虑到人才建设并非一朝一夕，有不少地
方探索了人才流动机制，解决了地方一时
需求。前不久山西某村就迎来了“第一村
医”群体，通过开展医疗帮扶工作，解决当
地村民就医难问题。各地不妨结合本地
实际情况创新使用医疗资源，让更多医疗
人才流动到乡村。长远来看，还有必要打
通各种选育乡村医生的渠道，比如通过

“乡聘村用”留住村医，或在高校定向培养
中引进毕业大学生，让更多医疗人才能补
充进来。

还要看到，村医所面临的工作生活难
题与他们的身份、待遇有着直接关系，从
这方面留住村医也不乏成功实践。比如
河北省便出台过这样的政策，对乡村医生
实行同工同酬，待遇等同入编，给了当地
村医莫大底气。因此，探索村医转编的步
伐不妨再快一些，提高待遇的范围再广一
些,让那些在为理想奋斗的村医们，尽快
得到这份支持和动力。

给村医的坚守更多支持
□□ 刘诗麟

“说好的氧气瓶得出钱买，本应提
供的午餐土鸡火锅变成了蛋黄派。”

“导游还不停地给我们推销商品，不买
就甩脸子。”据媒体报道，某地游客购
买了旅行社“低价游”产品，在旅游过
程中不仅没享受到事先承诺的低价服
务，还多花了很多冤枉钱，旅游体验大
打折扣。

近段时间以来，旅游热逐渐升温，
但不合理低价游现象也有所抬头，一些
旅行社打着“一价全含”“低价实惠”的
旗号欺骗消费者，很多游客到了目的地
才发现上当受骗。对于这种虚假宣传、
干扰市场秩序的行为，有关部门还应进
一步加强监督管理，引导旅行社合法经
营服务，对违法违规的商家也要及时查
处，避免给游客权益造成侵害。

这正是：
低价全包引游客，实惠服务成空谈。

“踩坑”旅游砸招牌，严管市场方长远。
文@双生

《低价游？》 作者：王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