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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转正了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姜 珊

本版编辑 佘 颖

山东临沂经济技

术开发区将村卫生室

转为公立非营利性质

的街道卫生院派出机

构——我国推进城镇化的目的在于实现农业

现代化、产业化、集约化；在于保障我国粮食

长期自给安全；在于解决农民长期生存问

题，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现强农、惠农、富

农目标。因此，推进城镇化首先要摒弃“唯

GDP 论”，以社会综合成就为重。

一 直 以 来 ，考 核 各 地 经 济 发 展 都 以

GDP 为核心，在城镇化建设中自然也离不

开这一标准，特别在县以下基层干部的具体

操作中，更容易理解为城镇化就是 GDP。

在“唯 GDP 论”的误区下，基层官员可能会

因理解不了城镇化是项“城市反哺农村”的

良心工程，而脱离我党“实现共同富裕”的根

本目标，从而操作出一个漏洞百出的城镇化

来。如果继续以 GDP 为标准考核城镇化，

不仅不能体现建设城镇化的初衷，而且可能

将城镇化变为各地新一轮 GDP 竞赛的“竞

技场”。

从根本上说，农民的安居乐业才是城镇

化成功的最高目标。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

不可避免要重新整合农村资源、规划农村设

施、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更不可避免要进行

招商引资，用工业化代替落后的生产力、用

集约化提高落后的农业生产效率，但不管采

用何种方法、手段，“有舒适的居所、有合适

的工作可做”这两大要素是国家推进城镇化

建设两条清晰的主线。让农民失地负债不

是城镇化。新建设的漂亮整洁的楼房必须

保证由失去土地、失去屋宅的农民居住，避

免因“十拆九补不足”，导致农民背负上沉重

的经济负担。让农民失业也不是城镇化。

整合后的农村资源，应该要创造出更多的就

业机会，使农民就地就能获得满意的工作，

同时还要把一部分徘徊在城市边沿的农民

“引回”村镇，不再迷失于城市。这不仅是城

市社会稳定的保证，也是农村社会稳定的保

证，更可进一步化解“留守儿童”、“留守妇

女”、“空巢老人”等农村综合社会问题。同

时，辅以有更好的文化设施、更好的教育、更

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和更优美的环境，从而保证城镇化的思路标

准、建设标准和考核标准，这样才能算是城

镇化成功。

推进城镇化要创新处理与农民的关

系。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拆迁”问题不可

避免。农村资源是农民最后的根据地和根

本利益所在，如果没有先解决好“有舒适的

居所、有合适的工作可做”这两个先决要素，

当不被农民理解和接受的拆迁到达广阔农

村时，后果是相当危险的。如果因官商勾

结、不因地制宜强行推进工业化等腐败、冒

功行为使得农民失去屋宅、农田等命根子而

怨声载道，哪怕城镇建设得再漂亮，城镇化

仍是失败的，充其量是形象工程或片面追求

经济效益而已。来自中央高层的告诫也在

不断警醒执行层面——绝不能搞成片面追

求土地财政，只追求人的集聚和城市面积扩

张的“圈地运动”；绝不允许在城镇化过程中

出现打着官方旗号，片面理解，损害百姓利

益的错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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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区青杠街道莲花村党支部书记李
发伦发现，前些年争着进城的村民，这两年
陆续都回来了。在莲花村的“莲裕”农民新
村，医院、书屋、篮球场等文体设施一应俱
全。“其实我们这里的生活和城里人已经没
什么两样了。”李发伦说。

跟莲花村一样，璧山很多乡村已经实
现了“家门口的城镇化”，村民们过上了和
城市人一样的生活。

城市变“深绿”
清晨，伴随着洒向璧南河的第一缕阳

光，家住璧泉街道的严永正跟往常一样，来
到秀湖公园晨练。“以前这个位置地偏人
穷，如今成了城区的中心，还建起了好多个
公园。我每天早晚都会到公园来锻炼。”作
为土生土长的璧山人，严永正切身感受到
了璧山的变化。

在重庆市科学划分 5 大功能区域的战
略中，璧山被赋予了“城市发展新区”的新
定位。基于此，璧山提出打造和谐、宜居、
宜业的“深绿型”生态城市。

何为“深绿型城市”？璧山区委书记吴
道藩说，浅绿城市就是景区化城市；加上环
境保护，就是中绿城市；再加上低碳生活、
循环经济，就是深绿型城市。他说，璧山在
城市建设中坚持做到“尊重天、尊重地、尊
重人”，走一条集约、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
化道路。

“美丽乡村”建设也是新型城镇化的重
要抓手。璧山区开展了“生态村镇建设年”
活动，不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公共资
源向农村延伸。记者了解到，璧山今年还
将硬化农村公路 100 公里，新建村社便道

200 公里，栽植 200 公里公路行道树，同时
启动建设青杠、来凤、丁家 3 个街道的污水
处理厂，完成璧北 9 个污水处理厂（站）改
造，实现全区场镇污水处理厂（站）全覆盖。

产业作支撑
51 岁的莲花村村民柯昌祥前些年一

直以种地为生。2012 年，他把家里的几亩
土地流转出去，到离家不远的一家企业里
当起了产业工人。每天早晨，他用 10 分钟
时间骑摩托车到工业园区里上班，下班后
再到农贸市场买菜回家。“家里自来水、有
线电视、上网宽带都有了，还能在家门口上
班赚钱，感觉真好。”现在的生活让老柯觉
得很满足。

像柯昌祥这样的农民在璧山还有很
多，这是璧山产城融合发展的成果。

“城镇化离不开产业的支撑。”璧山区
区长章勇武告诉记者，璧山将全区科学划
分为璧中城市区以及璧北、璧南、璧西 3 个
生态区。在璧中城市区 100平方公里的范
围内，璧山建设了 30 平方公里的生态工业

园区，以产业集聚增强人口的吸纳能力。
在壁北、璧南、璧西 3 个生态区，则分别建
设了 10 万亩蔬菜基地、10 万亩苗木基地
和 5 万亩果木基地，通过农业的现代化生
产，引导农民向农业产业工人转变或向二、
三产业转移。

为提高城市的宜居水平，璧山提出建
设“一生之城”的发展目标，开工建设了人
民医院、老年护养中心等一批涵盖人“出
生、上学、就业、居住、看病、购物、娱乐、养
老”等方面的精准服务项目。在投资策略
上，璧山实施了“政府投资瘦身，社会投资
扩容”，将政府资金集中用于民生和基础设
施的建设上，以此撬动社会投资，力求政府
投资与社会投资比例达到 1∶6。

管理“网格化”
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管理方

式不断创新的过程。璧山区构建起农村社
区化、城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将社会治
理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

在璧城街道，44 岁的孙祖玉是东关社

区纱厂家属院 300 多户居民的“网格长”，
她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民情日记
本到辖区里进行巡查，记录居民的所需所
要，能解决的尽快解决。不久前，璧山老城
区供水实施一户一表改造，她只用了不到
半个月就把辖区住户的手续办齐了。

璧城街道于 2013 年实施了社区网格
化管理，将所辖的 5 个社区划分为 111 个
网格，每个网格设立一名网格长，承担起综
合信息、物业管理、计生服务、便民服务、治
安巡逻和信访维稳等 6 项职责。截至目
前，璧城街道物业管理覆盖率达到 90%以
上，解决矛盾纠纷 200余起，为居民办理大
小实事 800多件。

与之相呼应的是，璧泉街道在各村居
增设了安全环保工作站，对辖区内污染源
和安全生产进行检查，还创新构建“543”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组建了 40 人的专职巡
逻队开展 24 小时街面巡逻，乡村环境和社
会治安明显提升。

家在花园里，人在幸福中。从深绿城
市到美丽乡村，新型城镇化正悄然改变着
璧山人的生活方式。

家在公园里家在公园里 人在人在““绿城绿城””中中
————重庆市璧山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纪实重庆市璧山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冉瑞成

璧山青杠街道大

兴社区的吴明光和老

伴肖宗贵正在社区广

场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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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达拉特旗风水梁园区的观景台远
望，一半住人、一半养兔的 3000 栋农舍整齐
划一，勾勒出这个产业小镇的基本轮廓。只
有丛丛沙柳下的黄沙在提醒人们，这里离库
布齐沙漠不到 5公里。

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党委副书记秦
飞遥指 53 平方公里内的醒目建筑，为前来
调研的团队当起导游，“生态扩镇移民，产业
拉动扶贫。不断延伸循环产业链条，才使这
个过去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成为亚洲规模
最大的獭兔养殖基地。”

2005 年，库布齐沙漠边缘一个没水没
电、风大沙多、荒无人烟的“风干圪梁”，迎来
了一批养兔人。作为第一批到风水梁园区
从事养殖獭兔的居民，许春青目前已经担任
风水梁养兔协会的副会长。“我原来在达拉

特城里生活非常拮据，年收入只有一两万
元。听人家说养兔挣钱，就来这里看看，最
后就决定留下。现在看来，这个决心下对
了！”一年净收入 10 万元的许春青认为园区
的“五保”体制，基本可以“拎包上岗”，只要
肯吃苦，谁都能致富。今年她计划与东达集
团再签承包 20 栋兔舍的协议，让家里人都
来从事獭兔养殖。

目前，风水梁园区已形成年出栏獭兔
600 万只，貂 3 万只，狐狸、貉子各 1 万只的
规模，吸引当地以及全国 12 个省市养殖户
近 3000 户、5000 余人。与此同时，第一条
产业链完成循环耦合：以獭兔养殖为主导，
用獭兔肉生产各类肉制品，用獭兔内脏进行
生物制药，以獭兔屠宰的下脚料进行狐狸、
貉子、貂等特种养殖，再以以上各种动物皮

张生产皮草复合服饰。
随着沙柳的转化利用，第二条产业链也

完成耦合：集团将沙柳平茬后 20%的细枝、
柳叶和牧草配合加工成獭兔专用饲料，利用
沙柳的粗枝建设高密度刨花板项目；利用沙
柳木屑锯末和獭兔粪便制作菌棒，培育优质
香菇和双孢菇；利用菌肥种植有机农作物，
发展采摘农业。

围绕着獭兔产业链和沙柳产业链，风水
梁园区冷库、屠宰厂、饲料厂先后投入运营，
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均已入驻。高档沙柳
刨花板项目目前开始试生产，皮草制衣也渐
入正轨。围绕这些项目，从事加工、物流的
人员达到 2800 多人，整个园区总人口达到
1.3 万多人。在荒凉的大漠旁，一个产业小
镇走出了坚实的足印。

这些年，重庆市璧山区加快推

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农业

现代化融合发展，实施城乡规划、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

管理“5 个统筹”，城乡面貌和群众

生活得到了显著提升，目前全区城

镇化率接近 50%。

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对养殖户提供

保设施、保种兔、保饲料、保防疫、保销售的

“五保”服务，吸引了众多农牧民和移民到这

里养殖獭兔，并形成了一条獭兔产业链。

陈 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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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晚上 10 点多钟，家住山东临沂
经济技术开发区玉皇庙的农民李艳芹一路小
跑，背着 3 岁多、持续高烧的儿子，赶到附近
的秋千园卫生所。“幸亏来得及时，再这样烧
下去，孩子可能恶化成肺炎。”所长王宗吉的
一席话，让李艳芹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

在当地，由于条件所限，多数村民会选择
到村里的小诊所。可许多村级卫生诊所一般
设在村民家中或出租屋内，卫生条件差；从医
人员多为没有资质的非医务人员，有的还是

“兼职”；混用医用器械、滥用药物等不规范诊
治引发的医疗纠纷不断，难以让人放心。

为了让农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医疗
服务，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从 2010 年起，在
山东省率先进行了村居卫生室公有制一体化
改革。他们将 57 个村居卫生室全部“变身”
为公立非营利性质的街道卫生院派出机构，
并重新科学规划设置，确保每位农民不出 2.5
公里就能找到卫生室就医。

改革中，以前在私人诊所、村卫生室工作
的村医，全部统一组织竞争上岗，考核合格者
签订合同，实行聘任制管理，工资、补贴、养老
保险等一律由开发区财政统一拨付。受聘的
村医由以前自收自支的“个体户”、“赤脚医
生”，变成了“正规军”。

同时，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还定期组织
知名医务专家“下沉”到基层。梅家埠街道卫
生院院长马光辉说，本院每位医生每年驻村
时间不能少于 2 个月，村级卫生室的医疗水
平由此得到很大提升。

现如今，曾经少有人问津的徐贺村卫生
室虽然占地面积不大，但诊断室、病房、药房、
观察室一应俱全，观察床、药架、治疗操作台
等设备也较为完备。目前，徐贺村的 2200余
名村民都能在家门口看上病了。据临沂经济
技术开发区卫生局陈修敬局长介绍，通过村
级卫生室公益化改革，全区农民基本实现了
小病治疗不出村、不出乡镇。

除了农民，乡医也从此项改革中受益良
多。以村医徐之光为例，他一个月的基本工
资加绩效在 2200元至 3200元之间。对于村
医绩效的考核，由街道卫生院负责，由村医的
工作量和群众满意度决定，与用药量、药品价
格无关。

目前，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 351 名村医
都持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开发区每季度定
期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每年拿出一两千万
元就能让老百姓享受到这样优质、均等化的
公共卫生服务，这钱花得值。”临沂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徐福田说。

治沙治沙““链链””上建起养殖城上建起养殖城
本报记者 陈 力

皇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到患者

家中为其做检查。 尹召功摄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村里的“赤脚医
生”转正，保证村民在家门口解决头疼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