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石川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中共中央、

国务院日前公开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以下简

称“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要坚持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

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时机特

殊、意义重大”。其重要背景是新时代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整体来看，“十三五”

时期，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乡

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今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新

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须臾

不可放松，务必抓紧抓实。中央一号文件

的发布，为全国上下做好“三农”工作提出

了要求、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具体路径。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核心关键词是

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年底

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脱贫攻

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

‘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显然，重

心转移并不等于脱贫攻坚工作就已结束，

接下来还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时，还需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我们所追求的乡村振兴不是某一方面

或某些方面的，而是全面的，即“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

都要振兴；我们所追求的乡村振兴是有标

准的，有明确旨归的，是有宏大目标的，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

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我们应清醒地看

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

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

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

推进。如今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既是党中

央加强顶层设计的体现，是对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进行再强调再部署，也是党中央向

全国人民发出的动员令。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粮

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产量达到1.3万亿斤

以上，生猪产业平稳发展，农产品质量和食

品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央一号文

件不仅提出了2021年的目标任务，还提出

了未来5年的目标任务。具体是，到2025年，

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农业基础

设施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农村生活设施便

利化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水平明显提高等。每一个具体任务都需要

凝心聚力，不折不扣地落实。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光明日报》评

论指出，提高政治站位，激发实干精神，以

更有力的举措推动乡村振兴，以更强大的

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就能为广袤农

村注入无限生机，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红

红火火、有滋有味的美好生活，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支撑。

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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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哆哆（化名）与妈妈进入首都儿科

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血液内科造血干细胞

移植病房，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这是她获

得治愈的唯一希望。治疗费用相当于这个

普通家庭至少10年的收入。幸运的是，哆哆

一家免费住进了公益组织为来京求医困难

家庭搭建的“小家”。这个被疾病负担压得

透不过气的家庭，在异乡有了落脚之处。

聚沙成塔，在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

金会的发起下，这样的“小家”在全国已有

40多个。众人汇聚的温度，温暖着在生命

的寒夜中前行的人们。

“抗癌小家”
生命寒夜中的微温

更 好 夯 实 民 生 保 障 基 础
——五大关键词解读民政事业改革发展“成绩单”

文 明 新 风 吹 太 行
——山西长治乡村移风易俗见闻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让农民生活更加有滋有味

□ 刘扬涛

“结婚彩礼把人难，大摆酒席太

铺张，红白喜事大操办，要改变！”锣

鼓声响起，“三句半”唱起。近日，山

西省长治市上党区八义村的文化广

场上热闹非凡，一场以移风易俗为

主题的民俗表演正在上演。

72岁的退休教师孟双凤告诉新

华社记者，2020年她和另外三个村

民一起用当地传统曲艺形式“三句

半”创作了这首《移风易俗新风

尚》。“当时我们坐在一起聊到村里

的新气象，你一言我一语就编成了

一首曲。”她说。

八义村地处太行山区，过去村

民办喜事习惯大操大办，邻里之间

互相攀比，形成了铺张浪费的不良

风气。八义村妇联主任秦平珍回

忆：“过去只要有人结婚，宴席总要

摆个三五天，一群人喝得醉醺醺，吵

得乱哄哄，搞得全村鸡飞狗跳。”

据新华社消息，2019年11月，

长治市出台《关于推进农村移风易

俗的意见》，提出推动革除天价彩

礼、大操大办、炫富攀比等歪风陋

习。“这几年在市政府的宣传倡导

下，节俭文明的风气逐渐在村里传

播开来。”秦平珍说，“大锅饭取代了

没完没了的婚礼酒席，村子变得整

洁清静了许多。”

“移风易俗说来简单做起来

难。”长治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崔海丽

介绍，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

不少乡村因地制宜，各出妙招。

春节假期刚过，在位于长治市

长子县鲍店镇的一间办公室里，“公

益红娘”陈春兰正在埋头整理资

料。“春节期间在外务工的青年回了

村，不少父母忙着给孩子找对象，我

们的工作也变得格外繁忙。”她说。

鲍店镇公益红娘志愿服务队成

立于2019年年底，目前有30多名队

员。“年轻人找对象，我们帮忙配对联

络；村民办喜宴，我们来主持张罗。”

陈春兰说，“现在村里人办喜事一定

会找我们商量，我们在提供志愿服务

的同时也不断向他们倡导婚事新办

的文明新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距离鲍店镇20多公里外的长

子县大堡头镇南小河村，为了改变

过去“丧事大办”的风气，村里成立

了一支宴席服务队。“村里有人去世

了，我们会带上两袋白面到家里慰

问，帮村民操办丧事。”村支书张印玲

说，“通过为逝者写追悼词，为村民

提供灵车、音响等方式，代替了过去

的念经、抬棺、请乐队等陋习，一次

丧事至少给百姓节省开支2万元，受

到了村民们的广泛认可。”

随着移风易俗工作的深入推进，

不少农民的思想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王科和王靖是长治市襄垣县付

村第一对“零彩礼”结婚的夫妻。

34岁的王科回忆说，因为之前父亲

生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2019年年底

他准备结婚时，曾想硬着头皮向亲戚

朋友借钱凑彩礼。

“按照农村的风俗，结婚时女方

要十几万元彩礼很普遍，一开始我

也想着多少要一些，不然光村里人

说闲话我娘家也受不了。”王靖表

示，恰巧当时长治市出台了推进农

村移风易俗的文件，村干部多次到

家里来做她和家人的思想工作，劝

他们新事新办。

“后来我也慢慢想通了，借钱凑

的彩礼最后无非是左口袋进来右口

袋出去，最重要的是政策的支持下，

再也没人能对我们说三道四了。”

王靖说。

2020年9月19日，襄垣县大黄

庄村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村里的4对

新人和近千名亲友齐聚在村前广场

上，共同见证了这个特别的时刻。

“以前我只在新闻里听过集体婚

礼，觉得那是时髦但离我很遥远的

事，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以这样的方

式为女儿操办婚礼。”村民李军说，

“实际参与后我发现集体婚礼相比传

统婚礼有很多好处，既让人觉得隆重

而有纪念意义，同时又能省心省钱。”

“村里计划将集体婚礼的形式

延续下去，每年举办两次，不少父母

早在今年年初就来报名排上了队。”

大黄庄村村干部刘为民说。

□ 孙少龙 范思翔

民政工作是社会建设的兜底

性、基础性工作。近年来，脱贫攻坚

兜底保障工作开展情况如何？养老

服务取得了哪些发展？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如何推进？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民政部部长李纪恒等介绍

了近年来民政事业改革发展情况，

并就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

回答。

关键词一：兜底保障

兜底保障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一项底线制度安排，也是民政部门

在脱贫攻坚中的最主要工作。

“全国共有1936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纳入低保或特困供养范围，

实现‘应兜尽兜’。”李纪恒介绍，

2020年各级民政部门积极实施社会

救助兜底脱贫行动，组织全面摸排

监测，取得了显著成效。

新华社记者在会上了解到，

193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保

或特困供养范围的同时，目前全国

所有的县（市、区）农村低保标准也

已全部超过国家扶贫标准，纳入兜

底保障范围的贫困人口稳定实现了

吃穿“两不愁”。

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困难

群体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是近年来

民政部门兜底保障工作的一个显著

特征。

——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

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参照单人

户纳入低保，实现“应保尽保”“应兜

尽兜”。

——针对特困人员、孤儿、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流浪乞讨人员等，全

面落实救助保障政策，做到“应养尽

养”“应救尽救”。

——针对残疾人群体，健全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做到“应

补尽补”“应助尽助”。

——针对农村“三留守”人员，

落实各项关爱服务政策，做到“应帮

尽帮”“应扶尽扶”。

关键词二：养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

断加深，“如何养老”正成为越来越

多家庭面临的问题。

李纪恒介绍，截至2020年年底，

全国养老机构达3.8万个，同比增长

10.4%。同时，各类机构和社区共有

养老床位823.8万张，同比增长7.3%。

一份调查显示，居家养老仍是

当前我国大多数老年人的首选。在

此基础上，“家庭养老床位”这一新

理念应运而生。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介绍，所

谓“家庭养老床位”，是指以养老机

构为依托，以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为

支点，把养老机构专业化的养老服

务延伸到家庭，为有失能老人的家

庭提供适老化改造、专业护理、远程

监测等养老服务。

“当达到一定规模以后，投入一

个家庭养老床位的费用是投入一个

机构养老床位的1/5。”高晓兵表示，

家庭养老床位一方面可以帮老年人

节省床位费的花销，同时也能让老

年人享受到专业的服务；另一方面

对养老服务供应方来说，也可以节

省养老机构的建设费用。

“下一步要制定家庭养老床位

的规范标准，将其纳入养老服务监

管范围，出台政策来支持家庭养老

床位建设，从而有效服务家庭养

老。”高晓兵说。

关键词三：护苗

2020年 10月 17日，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颁

布，并将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

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同时规

定，协调机制具体工作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承担。

“国家层面的未成年人保护协

调机制正在建立中，同时，我们也在

积极推动省、市、县各级建立未成年

人保护机制。”高晓兵介绍，未成年

人保护机构建设也已纳入“十四五”

规划，包括乡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站在内的机构是各级民政部门贯彻

落实法律规定的重要阵地，要切实

落地、落实、落好。

“十三五”期间，我国未成年人

关爱保护情况如何？

据民政部相关工作人员透露，

2016年~2020年，全国累计救助流

浪乞讨人员926.4万人次，其中未成年

人44万人次。全国5.6万名乡镇（街道）

儿童督导员、67.5万名村（居）儿童主

任成为关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的主力军。

同时，截至“十三五”末，全国共

有农村留守儿童643.6万名，较“十

三五”初期下降28.6%，未成年人保

护的制度体系初步搭建，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服务和困境儿童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

关键词四：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是基本民生保障的重

要方面。李纪恒介绍，近年来我国

基本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升，目前

城乡低保已覆盖4426.8万人，城乡

低保标准分别同比增长 8.6%、

11.7%；城乡特困人员共计477.7万

人，城乡基本生活标准分别同比增

长9.2％、12.2％。

在亮出“成绩单”的同时，针对

下一步的社会救助工作，民政部也

给出了“计划表”。

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介绍，民政

部将从建设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

息库、健全完善困难群众主动发现机

制、构建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创新发展社会救助服务方式、不断提

升便民利民服务水平5个方面入手，

保障好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以建设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

息库为例，唐承沛表示，民政部将全

面开展低收入家庭认定工作，以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低收入家庭、刚

性支出困难家庭为重点，建立动态

更新的信息库，加强监测预警，给予

针对性帮扶和救助。

“民政部已经陆续公布了全国

各级3700多个社会救助服务热线，

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渠道畅通，做到

及时发现、及早介入、及时救助。”针

对健全完善困难群众主动发现机

制，唐承沛表示，将把走访发现需要

救助、需要帮扶的困难群众作为基层

组织的重要工作内容，推动救助理念

从“被动救助”向“主动救助”转变。

关键词五：社会组织管理

近日，民政部公布了2021年第

一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中国志

愿者协会”等极富迷惑性的“李鬼”

赫然在列。

“民政部对非法社会组织是零

容忍态度。”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介

绍，2018年，民政部会同公安部联合

开展了为期9个月的集中整治打击

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依法处置

了非法社会组织1.4万余个。此后，

打击非法社会组织的工作由集中整

治转为常态化治理，公布名单正是

常态化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詹成付表示，公布名单一方面

是为了提醒社会公众，谨防上当受

骗；另一方面则是希望社会各界提

供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的线索，

从而帮助民政部等有关部门通过

举报线索进行核查，固定证据，对

查证属实、证据确凿的，依法予以

取缔。

““花儿花儿””唱响脱贫路唱响脱贫路
马瑞峰出生于宁夏西海固山区——吴忠市同

心县王团镇白土崾岘村。因家境贫寒，马瑞峰18岁

那年就开始打工漂泊，辗转甘肃、青海、陕西等近10

个省区，在挖水渠、铺路、跑建筑之余，他经常为工友

们唱家乡歌曲“花儿”，放松解闷。通过努力，马瑞峰

一步步走出大山，2015年在同心县城买了房，日子越

过越好。

“花儿”是流传在中国西北的一种独具风采的

高腔山歌，曲调高亢悠扬，起伏跌宕，被列入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为马瑞峰在家乡的山头高

唱自编的“花儿”《百姓的生活比蜜甜》。

新华社记者 王 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