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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直 一言

近日，国家统计局丽水调查队发布的《丽水
市农民增收山区模式分析及未来展望》显示，党
的十八大以来的 10年，丽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进入了快速增长期，而且开创了大搬快聚、农
遗拓展、农村电商、农旅融合等增收“十法”新绝
技。据统计，10 年来农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8.4%，增幅高于人均 GDP 年均增幅 2.7 个百分
点。（据《丽水日报》）

亮丽的“三农”成绩单背后，离不开党中央强
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有力支撑，离不开全市“三农”
工作者和广大农民朋友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奋
斗。正是因为他们敢闯敢试，出高招、创新业，在
乡村振兴舞台上大显身手，希望的田野才一片欣
欣向荣。正是因为他们勇于攀登、奋力奔跑，撸
起袖子加油干，乡亲们的生活才芝麻开花节节
高。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
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
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
然在农村。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
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坚持乡村振兴为农
民而兴，就要紧扣乡亲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民生福祉，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把他们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件一件解决好。农

村更富裕，产业兴旺是基础，要让乡亲们既富口
袋，又富脑袋；农民生活更幸福，增加收入是前
提，要让乡村生活品质全方位提高；乡村更美丽，
宜居宜业是关键，要让更多乡村焕发崭新气象。

肩负新使命，奋斗新征程，要以更大的力度
改革创新，砥砺奋进，书写美丽乡村建设新篇
章。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农村改革一直是激活主
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的法宝。新阶段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仍然要用好改革创
新这个法宝。要发扬敢为人先的勇气，激荡“奋
然为之”的精气神，敢想、敢试、敢闯、敢干，不断
焕发创新创造的热情，汇聚起竞相迸发的活力，
创造更多让世人刮目相看的丽水经验丽水做
法。深入开展乡村建设行动，包括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房屋质量、人居环境改造、人才队伍建设
等等。这些领域，恰恰是我们现在农村发展、乡
村振兴领域的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要通过乡
村建设行动，尽快弥补乡村振兴领域的短板和薄
弱环节，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
人群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赶上来，同样挑上

“金扁担”。
持续推动农民增收致富没有捷径，必须靠全

体乡亲共同奋斗来实现。有苦干实干的冲劲，有
水滴石穿的韧性，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
年接着一年干，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会离我们越来
越近。

核心观点

有苦干实干的冲劲，有水滴石穿的韧性，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
接着一年干，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有感于丽水农民“增收十法”

□ 市直 郑雳

据本报报道，近日，全国爱卫办印发
文件公布 30 个全国健康城市建设样板
市，丽水市排名全省第四、全国第二十。
全国健康城市建设样板市是全国健康城
市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我市已连续两年
获此殊荣，健康城市建设持续走在全国前
列。作为丽水的一份子，我们与有荣焉，
更是要借此机会争做文明健康好市民。

要树立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黄帝
内经》上说，“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思
伤脾、恐伤肾，百病皆生于气。”有了健康
饱满的精神状态才会有健康的身体，要把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
健康理念牢牢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
据有关数据研究发现，百岁老人虽然生活
不同，但都对人生有乐观或者积极的态
度。“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在日常生活中保
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凡事都要靠自己，有
了这样进取的心气，我们才能够砥砺精
神、强身健体。

要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战国
时期的名医扁鹊说自己的医术在家里排
第三，因为大哥治未病，二哥治即病，他治
已病。“治未病”意思就是要采取有效的方
式方法来防止疾病的产生，健康的生活习
惯就是最好的“治未病”措施。俗语说，饭
后走百步，活到九十九，运动与饮食是健
康生活的关键一环，要从现在做起，改变
不规律的作息时间，摒弃生活陋习，合理
饮食，拒绝烟酒，积极地进行锻炼。同时
要注重张弛有度、劳逸结合，培养有益身
心的爱好，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戴口罩、
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用公筷、做核酸、
保持一米社交距离，让健康的生活方式贯
穿于工作、生活的全过程当中，日益健康
的身体才是我们能够幸福生活的根本。

要努力成为健康城市的守护者。城
市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维护城市的健
康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尤其是在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我们更是要主动
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发挥市民的主人翁精
神，参与城市公共卫生环境建设，织就一
张守护广大市民身体健康的安全防护网，
做城市健康的看门人。只有如此，丽水这
座美丽的城市才会进一步健康发展，更加
宜居宜业宜游。做健康城市的守护者并
不简单，要不断学习相关政策法规，才能
做到有的放矢，“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发
现他人做的不对的地方，也要敢于挺身而
出，维护城市的健康。健康城市不会从天
而降，来源于我们每一个市民的辛勤付
出。今天我们守护城市的健康，未来城市
将还我们一个健康美好的环境。守护健
康城市，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
责，更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

□ 景宁 吴荣标

据本报报道，2015年，朱炳杰大学毕业后毅
然回到家乡种田。他承包了 50亩荒地，种植水
稻、元胡。2017年，朱炳杰扩大种植规模，又租下
了 270亩土地，创建“缙云县壶镇镇金宝地家庭
农场”。如今，在朱炳杰的勤劳耕作下，金宝地农
场种植面积达到了 300多亩。7年来，他通过学
习，不但掌握了农作物种植技术，还引进先进的
农机设备，为农业生产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朱炳杰的成功，让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农
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关键是要有更多朱炳杰
式的科技人才投身新农村建设。如今，农民应
该就是一种职业，新农村的农民是要具有现代
科学技术的新型职业农民。就拿朱炳杰来说，
2020 年，他投入资金建设了 500 多平方米的规
范化加工车间，配套建设一条 2000斤/小时的碾
米流水线，一个贮存量 200吨的大型粮仓，还引
进了无人机飞行器，可以用来直播、撒种子、撒
肥料。从牛耕到机耕，从“栽禾”到抛秧再到机
插，从手摇式喷药到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朱炳杰
实现了从种植、加工到储备的全面机械化生产，
他的农场较往年节省了 80%的劳动力，提高了
100%的生产效率。

其次要进行全方位的引导。要把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作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
不富的战略工程来落实，要不断壮大“爱农业、懂
技术、善经营”的新型科技农民队伍。把更多恵
农富民政策向农村倾斜，要把活跃在农村的致富
能手、生产大户等农村致富带头人作为新型职业
农民的主体来培养，并要积极鼓励具有一技之长
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到广大的农
村施展才华，充分发挥他们自身技术优势，引领
更多朱炳杰式的科技农民在农村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再次要打造好特色有机食品。应该说，新型
职业农民主动带头把市场需求与农业发展结合
起来，把科技和农业融合在一起，不断提高农村
生产生态绿色有机农产品的能力，满足当前人们
对安全环保、特色有机食品的需求。朱炳杰就是
这样，为了打造健康食材，他的农场一直坚持不
打农药，不施化肥，而是使用有机肥料。朱炳杰
还注册了“紫米稻香”商标，开发养生紫米、紫米
酒等高附加值产品，积极尝试线上线下多元化展
销，打响了特色稻米品牌。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才既是源头活水，
也是创新引擎。新时代呼唤更多朱炳杰式的科
技农民投身新农村建设，让他们在广袤的农村大
地上，充分发挥自身所学的一技之长，让科技的
种子在新农村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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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关键是要有更多科技人才投身新农村建设。在乡
村振兴的大舞台上，需要有更多的科技农民大显身手。

新农村呼唤更多的科技农民

核心观点

让健康的生活方式贯穿于工作、生
活的全过程当中，日益健康的身体才是
我们能够幸福生活的根本。

做健康城市好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