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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两会直通两会··建言献策建言献策

“德宏州有两个一类口岸、两
个二类口岸，是中国不经过马六
甲海峡进入南亚最便捷的陆上安
全通道和走向印度洋的战略支
点。同时与缅甸人缘、地缘关系
特殊，经贸往来、交流合作历史悠
久，在中缅交往合作中具有突出
的优势和独特作用。”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德
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长卫岗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等媒体采访时
表示，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
中心是云南服务和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大举措和发展机
遇。建议请国家发改委牵头，会
同有关部委，并邀请亚投行参加，
尽快研究编制中缅“人字形”经济

走廊建设规划，尽早签署相关协
议文本，为辐射中心建设提供有
力的法律支撑和政策保障。

早在2000年，国务院批准设
立实行“境内关外”海关特殊监管
模式的姐告边境经济贸易区，
2012年设立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
放试验区，德宏围绕“通道枢纽、
产业基地、交流平台”三个功能定
位，发挥“沿边开放、民族团结、生
态环境”三个优势，打好“基础设
施、产业培育、精准脱贫”三大攻
坚战，全力推进通道枢纽建设，着
力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外向
型产业基地，加快推进对外交流
平台建设，不断深化改革创新，辐
射中心建设和对外开放工作取得
重要进展。

目前，德宏成为云南省特殊

经济功能区最密集、对缅交往合
作成效最明显的地区，也是国家
实行沿边开发开放新举措、新政
策的重要“试验田”。卫岗向媒体
公开表示，“今年欢迎大家到德宏
过泼水节，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
泼水节期间，我们计划举办免税
购物节，未来还要将免税购物打
造成一个新的消费增长点。”

目前，瑞丽姐告“境内关外”
区域的免税产品，包含烟、酒、化
妆品、奶粉、包、服装等，每位游客
每天有8000元人民币的免税购物
额度。今年春节假日期间，德宏
州共接待游客130多万人次，同比
增长超过16%；自驾游车辆更是
比去年同期猛增 75.99%，达到
16.9万辆。

近年来，随着面向南亚、东南

亚辐射中心、瑞丽国家重点开发
开放试验区、瑞丽边境经济合作
区等建设深入推进，瑞丽口岸的
人流、物流、信息流都呈现出了

“流量”繁忙的景象。不过，卫岗
也指出，“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加大西部、内陆和沿边开放
力度，拓展经济合作新空间方面，
德宏还面临着一些制约发展的因
素，如中缅两国在货币兑换、检验
检疫、物流运输等领域的合作还
需要进一步深化，以更加方便双
方商贸交流。”

卫岗建议，要快速推进中缅
发展规划对接，打通中缅国际大
通道，扩大带动区域，拓宽交流合
作领域，把德宏建设成为“一带一
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和中缅“人字
形”经济走廊的重要门户。

本报记者 梁隽妤许意强

卫岗

全国人大代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州长卫岗：

加快编制中缅经济走廊发展规划

“目前制约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的主要因素有：认识偏见、政
策落实‘盲点’、基层党组织作用
发挥不力、集体主义观念有所淡
化以及人才缺乏的状况没有得
到根本改观。这些也是造成我
国东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原因。”
在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马志伟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此，马志伟提出了解决这

些问题的建议。他说，首先，要
根据新时代发展要求，从顶层对
乡村经济体制进行预先设计。
制定国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
项规划，构建规划总领、党政主
导、农民主体、各方主动参与的
组织实施体系，形成上下一心、
步调一致、齐抓共管、共谋发展
的良好工作氛围，在规划引领
下，让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各项工作更加切合实际，符合民
意，稳步推进，成为乡村振兴战
略的助推器。

其次，要把“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切实落实到乡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各环节、全过
程。通过整合乡村山水林田湖
草、农耕文化和康养等资源，在推
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生态农
业转变发展的阵痛中，在宜农则
农、宜林则林、宜游则游、为消费
者提供多元化农产品的过程中，

为农村集体经济“聚宝生财”。
同时要充分运用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改革、农民宅基地和
闲置农房改造利用改革试点等
利好政策和时机，激活要素、激
活市场。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
动、平等交换，让资本源头活水
潮涌乡野。通过土地入股、资金
入股、技术入股等多种形式，盘
活农村各种可利用资源，形成农
村集体经济培育发展的物质基
础。

本报记者 鹿娟范捷

马志伟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马志伟：

制定规划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工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

3月 11日，《中国企业报》记
者就乡村文化建设相关问题，采
访了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
副主席尚勋武。

谈到目前的乡村文化发展问
题，尚勋武说到，我们现在所看到
的乡村凋敝现象，更多地表现在
文化和精神层面，其主要的原因
就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

城市文化的强势冲击下，传统乡
土文化的生存土壤发生了改变，
乡村文化和精神生活由于缺乏有
效的引领而形成的。

尚勋武认为，构建新型乡村
文化，不能依赖在传统乡村文化
基础上的自然演进，必须挖掘农
村传统美德，摒弃糟粕，同时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互相融合，进
行重构和传播。

为此，他建议要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新型乡村文
化的内涵要通过形成村民共同遵
守的村规民约、各种村民喜闻乐
见的文化活动等有效方式有组织
地推进，也要充分利用乡贤文化、
家风文化、宗祠文化、农家书屋等
载体有效激发群众“自觉参与”的
内生力量，特别是面向农村年轻

一代，还要有效运用互联网和移
动终端等新媒体手段来传播新型
乡村文化，提升其参与度。

充分发挥村两委班子和党
员的引领作用。村两委班子是
开展乡村各项工作的立足点，也
是乡村文化队伍建设的主力
军。要强化村两委班子，把那些
群众认为有奉献精神、文化素质
高的人选入班子，营造各种有利
条件，如工作环境条件、锻炼成
长条件、任用和利益分配条件
等，让他们有条件用其所长，乐
在其中。同时，拓宽用人渠道，
吸引各类人才到乡村服务于乡
村文化建设，如机关干部下派、
挂职、退伍军人回乡任职、“大学
生村官”、“第一书记”等形式，提
高乡村基层组织的文化素质，为

乡村居民提供各种社会化服务，
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等。

重视培育利用另一支重要力
量——“乡贤”。乡贤文化曾经是
我国乡村文化发育的主要方式。
在新时代，要注意引导其成为社
会稳定的维护者和乡村文化的弘
扬者。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各类
矛盾易发多发，“乡贤”在农村社
区有能力、有威望、有口碑，他们
说的话人们愿意听，他们的意见
群众能接受，因此可以成为缓和
社会冲突的“安全阀”，起到弥合
社会分歧的作用。退休老干部、
老教师等“新乡贤”能够在宣传政
策、传播先进文化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也应当通过一定形式给
他们提供平台，为乡村文化建设
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鹿娟范捷

尚勋武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尚勋武：

乡村振兴要重视文化引领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