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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扎实推进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 加强村庄规划建设。 近日，
《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部分省份调研了解到，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地区正通过
加强村庄规划，促进生产生活提质升级。

然而， 也有少数地方规划与农村发展脱
节，出现“纸面化”“形式化”“模板化”等现象。
受访专家和干部建议， 进一步明确主体责任，
加强县域统筹引导，尊重地方传统文化，避免
规划“一刀切”。

部分规划与农村发展脱节

记者走访了解到，一些地方村庄规划出现
停留纸面、流于形式、趋于同质等现象。

———规划积极建设滞后，一些规划停留纸
面。 记者在西北某省一乡镇走访了解到，该县
自然资源局委托相关机构为当地部分村庄编

制完成了乡村规划，但不少被束之高阁。 该县
一乡镇党委书记说，全镇 25个村中，有 18个
纳入了县城总体规划，然而目前来看，正在依
据规划进行建设的村子只有 7个，按照规划基
本完成建设的村子还没有。中部某省自然资源
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省约有 1.8万
个村庄已形成规划成果， 覆盖率达 80%以上，
预计今年实现全覆盖。 而部分村干部反映，受
限于各方面条件，不少规划内容还只停留在纸
上，没能落实。

———预算过高落地困难， 一些规划流于
形式。 记者走访西南地区某村，查看其规划文
件了解到，村庄规划整体设计非常全面，但规
划的建筑样式、外立面风格、排水排污等各项
指标要求较高，造价偏高。该村村支书说，对于
规划中的公共设施建设一项，计划近期财政投
资超过 145万元，社会投资超 1347万元，居民
收入和村集体收入都难以支撑相关建设规

划。 记者在西北某乡村了解到，该村规划中，
建设项目列有 2028年前需要实施的生态修

复、村庄整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产业
发展等，总计需要投资近 1500万元。 该村村
支书说：“对于我们这样的山村， 如此一大笔
资金投入不现实， 规划中的这几个项目很难
实现。 ”

———“千村一面 ”缺乏特色 ，一些规划趋
于同质。仿古建筑一排排，墙面涂满农耕文化
图……这是当下部分地区时兴的乡村美化模
式。 记者走访中部某省多个乡村了解到，其规

划多出自同一所设计院，模式大同小异。此外，
乡村规划设计方案、美丽乡村公园广场设计等
规划模板在电商平台均有销售。 目前，发展乡
村旅游成为不少乡村规划的主要内容。部分基
层干部向记者反映，围绕这一发展前景，文化
长廊、农耕体验园、墙体彩绘、特色民宿、游乐
设施等成为规划重点，在实际建设中出现高度
同质化现象，缺乏具有本地本村特色的“文化
基因”。

主体责任不明确村民缺乏参与感

记者调研了解到，乡村规划与农村发展实
际脱节的背后，暴露出部分地区规划主体责任
不明、缺乏调研论证等问题。

———部门“甩手了事”，村里“有心无力”。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一名干部说，地方
乡镇的党委政府应承担起乡村规划主要职责，
但实际工作中 “大部分乡镇充当甩手掌柜多，
深度参与少”。 一般情况下，开个召集会，或者
直接把任务向委托的编制单位一交了之，最后
做个版本出来。

规划编制过程中，各部门联动性不强。 受
访基层干部表示， 乡村规划涵盖产业发展、建
筑设计、人居环境、传统民俗等多个维度，需要
多部门协调配合，单凭乡镇或村级难以召集相
关部门，在咨询或征求意见中，一些部门基本
上以“无意见”为主。

———缺乏调研沉淀，规划前瞻性连贯性不
足。 记者采访了解到，相关部门或机构在制定
规划中，调研不够深入，缺乏实际有效论证，易
就短期现象作长远打算， 难以体现前瞻思路。
东部一名从事县乡村振兴项目管理的干部说，
乡村规划要立足长远，然而当下农村中的产业
项目与企业捆绑较深，普遍追求短平快，短期
有效益， 长期发展提升则较难。 “例如有的村
子，今天和服装企业合作要建工厂，明天又与
食品企业联合建冷库， 眼前的利益满足了，但
是在土地使用、 产业规划等方面缺乏全面统
筹，后续的产业布局、用地指标会受到影响，乡
村可持续发展难以保证。 ”

此外，部分较早规划在实施过程中，遭遇
政策变动或当地政府发展理念变化，不得不做
出调整或暂时搁置。西南地区某县自然资源局
负责人说，去年 10月，当地才完成“三区三线”
划分工作，受制于永久基本农田红线、生态保
护红线的划定范围， 已完成乡村规划的 19个

村全部需要调整规划设计。
———村民参与感不强，规划落地缺人才缺

经验。 部分基层干部反映，村民是规划落地的
最直接利益关系者， 当前相当部分规划面临
“政府出点子，设计机构抓落实，群众一边站”
的局面，从起草、调研、论证到最后实施等环
节， 只有少数村干部或者干脆没有本村人参
加，村民内生动力难以得到激活。

中部某省一名从事旅游业的民宿老板说，
随着旅游业逐渐复苏，村子正着手规划发展特
色民宿产业，村民热情很高。但在民宿建设、旅
游业态打造、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等方面缺乏相
关人才和探索经验，纸面上的规划落地实施面
临系列难题。

加强统筹引导因地制宜规划

受访专家与干部建议， 合理规划乡村发
展，需进一步明确主体责任，尊重地方传统文
化，加强县域统筹引导，保障村民全过程参与。

尊重地方传统特色，避免规划“一刀切”。
受访专家表示，做好乡村规划工作，需明确主
体责任，突出不同地方发展重点，尊重各村特
色传统文化，避免“一个模板套千村”。中国人
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等

说，一个乡村的发展有其独有的文化脉络，因
此乡村规划需因村施策、因势利导，全方位考
虑村子的文化传统和发展前景， 突出对重点
村、中心村的规划设计，加强农村三产融合 ，
挖掘村庄历史人文，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乡村。

加强部门协调配合， 保障村民全过程参
与。 湖南省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乡村
规划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需加强整体统筹，部门
间要积极配合，体现乡村群众所需所盼，要让
群众多参与、看得懂、能接受。部分受访对象建
议，可探索赋予村支两委更多权力，盘活村集
体闲置土地，增加村集体收益，充分发挥村民
自治潜能， 让真正了解村子的人来规划建设，
才能体现特色、让群众满意。

加强县域统筹引导，提高规划前瞻性和科
学性。山东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刘岳等认为，乡
村规划可以县域为单位， 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片
区规划发展，增强乡村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
可行性。 建议将行政发展、社会治理、未来空间
等因素综合考虑，探索出区域或片区的乡村振
兴路线，实现三产一体、融合城乡、整县推进、
全域振兴。 据新华社 7 月 11 日电

近期， 全国多地接连监测发现猴痘病毒感
染病例，猴痘病例有所增加。我国疾控机构高度
重视，加强了入境人员、重点人群监测，医疗机
构监测等，及时报告疫情，持续开展风险评估。

普通人群是否易感？ 重点人群如何防范？
有哪些公众需要了解的猴痘防治科学知识？ 国
家疾控局 14日组织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解答相关热点问题。
●生活接触传播风险低
“猴痘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 特别

是性接触传播。 生活接触传播风险比较低，普
通人群接触猴痘病毒机会很低。 ”中国疾控中
心卫生应急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施国庆介绍，
目前已排查发现性接触以外的其他密接人员

300多人，没有发现感染者。
猴痘是由猴痘病毒感染所导致的人兽共

患病毒性疾病，猴痘病毒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
或黏膜进入人体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
2022年 5月份以来的猴痘疫情，感染人群基本
是有男男性行为人群及他们的关联人群。

施国庆表示，从我国内地 6月份报告调查
的 106例病例情况来看，101例为男男性行为
人群，96例在发病前 21天内有明确男男性接
触史。 目前猴痘疫情主要在高风险人群间通过
性接触传播。 通过广泛宣传普及防治知识，提
高公众防护意识， 及时有效采取预防措施，能
极大程度减少感染风险，有效控制疫情扩散。

●防控重在及时发现与隔离治疗
部分公众关心如何有效防控猴痘。 对此，

施国庆介绍，猴痘防控主要策略是加强宣传教
育和综合干预，加强多渠道监测，特别是及时
发现与隔离病人、追踪管理密切接触者。

专家表示， 对于猴痘疑似病例和确诊病
例， 应及时转运至医疗机构进行隔离治疗，如

临床症状明显好转，可转为居家隔离治疗。 居
家隔离治疗期间，单人单间居住，避免与家人
皮肤或黏膜直接接触，做好污染物消毒，非必
要不外出。

对于经疾控机构判定的密切接触者，虽不
需要集中隔离， 但要重点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期限为最后接触病例之日起 21天。 自我健康
监测期间可正常生活与工作，须避免与他人发
生性接触，避免捐献血液等。 同时，坚持每天做
好体温测量和症状监测，出现不适症状应当及
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

在预防措施方面，专家明确，猴痘疑似病
例和确诊病例外出时须戴口罩；国内猴痘疫苗
正在研发中， 尚无可用于预防猴痘的疫苗；目
前从境外回国不需要提供猴痘核酸阴性证明。

●出现这些症状及时就医
“感染猴痘病毒后的主要症状为发热、皮

疹、疱疹、淋巴结肿大，皮疹、疱疹可能会瘙痒。 ”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侗曾说，
如果发现自身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 疱疹或淋
巴结肿大，或是近期与类似患者有过密切接触，
应及时就医并告知接诊医生接触史和暴露史。

李侗曾说，从临床情况看，大多数猴痘病
例为轻型、普通型，是可以自愈的，需要住院治
疗的比例约为 6%。 对于绝大多数免疫功能正
常的人群，感染后可获得较持久免疫力，通常
不会再次感染。

在治疗方面，治疗方法主要为对症支持治
疗和防治继发感染。 如发烧时，使用退热药物，
多补充液体；痘疱疹破裂后，用碘伏、酒精等擦
拭消毒，防止继发感染。 如果没有继发细菌感
染，疱疹多数可痊愈，但疱疹较大、较深的，若
就医治疗不及时会留下疤痕。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 记者 顾天成 董瑞丰 蔺娟

新华社济南 7 月 12 日电 （记者 陈国
峰） 盛夏烈日当空， 走进山东省潍坊市坊
子区坊城街道水墨庄园的热带水果种植大

棚， 仿佛走进了热带果林， 西柚、 燕窝果
等 30多种热带水果在这里 “安家 ”， 前来
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

“这是我们种的杨梅 ， 外观晶莹饱满 ，
吃起来酸甜多汁， 是夏天消暑清热的好东
西。” 水墨庄园负责人刘会萍一边采摘， 一
边向记者介绍大棚内的杨梅。

杨梅喜欢潮湿温暖的环境 ， 对土壤的
酸碱度也比较挑剔， 要想在北方种植并不
简单。 为给果树打造适宜的生长环境 ， 庄
园对果树生长的土壤、 温度、 湿度 、 病虫
害等实时监控， 根据植物生长模型自动反
馈调节。

“我们引入了水肥一体化系统， 把水溶

肥加入到施肥箱进行自动搅拌溶解， 注入地
下输水管道， 替代过去人工灌溉和施肥方
式。” 刘会萍说， 通过运用水肥一体化等现
代农业技术， 实现了热带水果跨季节、 跨区
域规模化种植。

“以前由于运输路途远， 南方水果大多
是在尚未完全成熟时就采摘下来， 运到北方
地区， 再通过人工手段催熟， 吃起来口感会
相对涩一些。 而在水墨庄园， 南方水果都是
自然成熟， 现吃现摘， 口感更佳、 更健康。”
谈起 “南果北繁” 的原因， 刘会萍顿时打开
了话匣子。

为了推动 “南果北繁” 形成特色产业，
水墨庄园所处的坊城街道邀请潍坊市果树研

究所专家开展本土培育， 同时与潍坊市农科
院共建南果北繁工程中心。 “专家现场指
导， 提高了南方水果的驯化效率、 成活率和

果品品质。” 坊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说。
“南果北繁” 算好技术账， 更要算好经

济账。 水墨庄园在开展休闲近郊游的基础
上， 逐步完善服务项目 ， 打造了以热带水
果参观为主的科普研学教育活动 、 以采摘
体验为主的亲子活动 、 以农事体验为主的
拓展活动等。 “我们实现月月有鲜果 ， 鲜
果各不同， 随时能参观， 四季可采摘。” 刘
会萍说。

“南果北繁” 不断开枝散叶， 惠及十里
八村。 水墨庄园每年接待游客 5万人次以
上， 经营收入 1300万元， 吸纳农村闲散劳
动力 86人， 带动了 700余名村民增收。 张
表示， 街道党工委引导水墨庄园与王裴家
村、 莲花池村等共流转闲散土地 500余亩，
投资 2600余万元， 建设热带水果种植大棚
30多个， 引种热带水果 30多种。

警惕部分乡村规划现“三化”

《望》新闻周刊记者 万志云 柳王敏 崔嘉琪 王朋 邵鲁文 杨驰

普通人群是否易感？重点人群如何
防范？专家解答猴痘热点问题

■新华提醒

山东潍坊

“南果北繁”里的“两本账”

■他山之石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地区正通过加强村庄规划，促进生产生活提质升级，但有部分地区规划与农村发展
脱节，出现“纸面化”“形式化”“模板化”等现象

合理规划乡村发展，需进一步明确主体责任，尊重地方传统文化，加强县域统筹引导，保障村民全过程参与

7 月 14 日，在惠民县胡集镇河东村，
村民在加工床笠。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将发展庭院经

济与促进乡村振兴相结合， 通过党建引
领、党员带动、农户参与的方式，利用村
民房前屋后、周边闲置自留地，构建以绳
网加工、手工编织、果蔬种植融合发展的
“庭院经济+”模式，把家庭“方寸地”建成
群众“致富园”。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
庭
院
经
济+

﹄

激
发
农
村
经
济
活
力

随着气温的升高， 细菌和病毒也变得更
加活跃。 因此，夏季和初秋是手足口病的高发
期。 这让许多家长感到紧张、惊慌，甚至无措。
那么，什么是手足口病？ 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吧。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主
要由柯萨奇病毒 A16型和肠道病毒 71型引

起。由于缺乏特异性免疫力，5岁以下儿童和婴
幼儿是易感染人群。

手足口病的传染源为患者和隐性感染者。
密切接触是手足口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也可以
通过接触被病毒感染的物品传播。 直接接触传
染源或通过鼻咽分泌物、粪便、飞沫传播，或食
用被病毒污染的食物或饮用被病毒污染的水

都可能导致发病。
手足口病的潜伏期一般为 3至 5天，发病

后病程一般为 7至 10天。 多数病例病情较轻，
典型症状是发热，手、足、口、臀等部位出现丘

疹、疱疹等皮损，少数病例会伴发多种并发症，
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为预防手足口病的发生 ，应尽量避免到
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 同时，要
避免接触感染者 ，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
惯 ，如勤洗手 、不喝生水 、不吃生食等 ，玩具 、
餐具等物品要进行清洗和消毒 ，室内要经常
通风 ，勤晒衣物和棉被 ，保持家庭环境卫生
整洁 。 合理饮食 ，保证蛋奶 、蔬菜 、水果的摄
入 ，增强身体免疫力 。 接种正规的肠道病毒
71型灭活疫苗或减毒活疫苗 ，可有效预防手
足口病的发生。

对于病情较轻的患者， 可以居家隔离治
疗，多休息，减少交叉感染。 绝大部分手足口病
患者会在 7至 10天内自愈，对症治疗即可。 如
果出现持续高热、头痛、呕吐、惊厥、精神差、嗜
睡、肢体无力、呼吸困难等症状，患者应立即就
医。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微生物对人体健康既
有益又有害，有些可以帮助消化食物，有些则
可能导致疾病。 不同生活、饮食习惯的人，体内
存在的微生物也各不相同。 接下来，让我们深
入了解微生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益生菌。 益生菌是一类对人体有益的细
菌 ， 它们与人的肠道 、 消化系统紧密相连 ，
对人体免疫系统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益生
菌可抑制肠道内有害细菌的繁殖， 保持肠道
健康 ， 增强人体免疫力 。 但需要注意的是 ，
益生菌并不是适用于所有人， 如免疫功能较
弱的患者应避免过度摄入。

病原微生物。 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引发人体
某些疾病的细菌、 病毒、 真菌、 寄生虫等。 这
些病菌侵入人体后， 导致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
大量的抗体， 引起发热、 感染、 疼痛等症状。

病原微生物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是全球面临的
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医院感染。 医院感染是指在医疗机构因
治疗或其他不当操作而导致的感染。 在医院
感染中 ， 各种微生物如细菌 、 病毒 、 真菌 、
寄生虫等， 都可能成为感染的来源。 导致医
院感染的原因有很多， 如医院内的设施、 不
合理的卫生防控、 医护人员的操作等， 医院和
医护人员要高度关注并严格控制空气净化与

消毒、物体表面、医务人员手部卫生等方面的
感染源，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总之， 我们应该认识到， 在我们的身边
和体内都有其他生命体与我们共存， 利用现
代科学技术， 正确认识微生物在我们生命中
的重要作用， 降低微生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让微生物为人类服务。

微生物对人体健康有何影响

台前县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 孙华林

夏季如何警惕手足口病

濮阳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巩慧慧

尊敬的龙之光 29 号楼全体业主：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龙之光 29 号楼 A-B

段商品房已通过竣工验收， 将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正式交付使用， 前期已通过书面方
式通知各业主办理交房手续，现再次通知各
业主办理交房手续， 请各业主互相转告，由

业主本人携带身份证、购房合同、收据等相
关购房资料， 前往龙之光·国际中心销售部
办理房屋交接手续。

特此通告

濮阳市金地置业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16 日

交 房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