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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随着数字技术飞速发展，互联
网逐渐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当下，越来越多的农村老
人搭上数字“快车”，体验到“触网”
的乐趣。

时下，网络已成为受众“知晓天
下事”的重要途径，农村老人也借此

“解锁”了众多人生新体验。他们利
用网络链接情感、化解孤独、获取资
讯，情感需求得到回应的同时，自身
生活也得以丰富。但当这种享受变
为沉迷，其中的隐忧便不容忽视。
熬夜刷视频看小说，化身“剁手党”
疯狂购物，对养生骗局深信不疑，更
有甚者掉入网络诈骗陷阱……这些

现象都值得警惕与反思。
农村老人何以沉迷网络？要

回答这一问题，还应看得更远、想
得更深。乡村因区位与条件等因
素限制，老年群体的社交途径与娱
乐方式有限，加之子女大多不在身
边，情感上的缺失促使其在网络中
寻找精神寄托。不仅如此，得益于
互联网，农村老人看世界的机会变
多，他们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和探索
也是其依赖网络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在全民深度“触网”时
代，引导农村老人正确参与数字生
活，要真正聚焦需求、用心用情。
在倡导子女多倾听、多陪伴，积极
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还应想方设
法丰富农村老人精神文化生活。
通过开设专用文化娱乐场所，完善
提升相关设施，积极组织培训、开
展比赛等活动，为农村老人幸福生

活添彩增色。
数字技术复杂多变，网上信息

真伪难辨。针对农村老人在技术
操作与安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子
女要多一些耐心，为其反复讲解操
作要点和安全上网知识，帮助他们
借助网络，既享受到快捷的社会服
务，又能够辨别真伪，避开“数字陷
阱”。各地也可针对性开展科普与
培训活动，进一步提升农村老人媒
介素养，让他们享有更多安全感和
获得感。

此外，相关部门应深入推动网
络“适老化”改造，给予农村老年群
体足够的关怀。在简化界面和操
作设置的前提下，对平台内容进行
监管控制，大力打击数字技术背后
的各种“骗局”，真正为农村老人提
供健康优质的网络内容，让其舒心
更安心。

农村老人不应“困”于屏幕之中
■ 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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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福红） 1 月
15 日，记者了解到，日前，省发改委
下发《关于公布推进以县城为重要
载 体 的 城 镇 化 建 设 省 级 试 点 县

（市、区）名单的通知》，研究确定了
全省14个县（市、区）为省级试点。

据了解，此次推进以县城为重要

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省级试点县（市、
区）名单中，产业功能试点县（市、区）
有9个，分别是：西安市鄠邑区，宝鸡
市扶风县、凤县，咸阳市彬州市、兴平
市，渭南市合阳县，延安市延长县，榆
林市府谷县，汉中市城固县；农产品
主产试点县（市、区）4 个，分别是西
安市周至县、渭南市大荔县、铜川市
宜君县、商洛市洛南县；安康市白河
县被确定为生态功能县。

省发改委要求，各试点县（市、
区）要立足本地实际创新工作思

路，从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选
择本地区亟需突破的发展和改革
瓶颈，积极探索改革路径，努力形
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
做法。强化项目支撑，各试点县

（市、区）要按照“四个一批”要求，
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扎实做好项目
审批核准备案和规划、用地、环评
等前期工作，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实
施，努力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充
分发挥项目投资对县城城镇化建
设的支撑带动作用。严格防范风

险，各试点县（市、区）要坚持尽力
而为、量力而行，审慎论证项目可
行性，优选项目，精准补短板强弱
项，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防地
方政府债务风险。要落实适用、经
济、绿色、美观的新时期建筑方针，
严防“大拆大建”、“贪大求洋”。

根据省发改委制定印发的《推
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实施方案》，到 2025 年，全省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
得重要进展，县城短板弱项进一

步补齐补强，市政设施基本完备，
公共服务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有
效改善，综合承载能力明显增强，
县城居民生活品质明显改善，一
批 具 有 良 好 区 位 优 势 和 产 业 基
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
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的县城发展取
得明显成效，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壮大，全省县域经济生产总值超
过 1.6 万亿元，年均增速高于全省
1 个~2 个百分点，生产总值超过
200 亿元的县（市）达到 24 个。

陕西14个县（市、区）被确定为城镇化建设省级试点
关注

本报讯 （记者 张恒） 1 月 15
日，记者了解到，近日，文化和旅游
部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公布第
七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
估定级上等级馆名单的通知》，正
式 公 布 了 一 、二 、三 级 图 书 馆 名
单。我省共有 114 家公共图书馆
上等级，数量相较于第六次全国评

估时增加了 25 家。其中 26 家公共
图书馆被评定为“一级图书馆”，39
家公共图书馆被评定为“二级图书
馆 ”，49 家 公 共 图 书 馆 被 评 定 为

“三级图书馆”。
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

估定级工作每 4 年开展一次，是全
面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

障群众文化权益的重要手段。
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以本次评选

为抓手，按照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
量发展要求，不断加强公共图书馆基
础建设，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着力提
升管理和服务水平，全面推动公共图
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新时
代广大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我省26家图书馆被评定为一级图书馆
本报讯（记者 张恒） 1 月

15 日，记者了解到，近日，省农
研院召开现代农业科学专家智
库成立大会，智库聘任中国工
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
授张涌为高级顾问，推选出了
专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
主任委员，并向首批聘任的 27
名专家代表颁发了聘书。

现代农业科学专家智库由

来自省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推广机构、相关设计院、行
业学会协会、企事业等单位的
30 余个专业 212 名具有行业
影响力的专家组成。

据了解，现代农业科学专
家智库将对照建设农业强省
目标和当前发展实际，全面扛
起推进乡村振兴的责任，在乡
村振兴道路上展现新作为。

我省成立现代农业科学专家智库

1 月 5 日，在宝鸡市扶风华
泰果蔬专业合作社的猕猴桃生
产基地里，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的专家团队正指导当地果农
修剪枝条、施肥。

“ 从 初 期 的 苗 木 品 种 选
择，到栽种、施肥等田间日常
管理，再到后期的贮存、销售，
我们主动联系相关农业专家
为社员提供全程全方位的技
术指导，全链条保障服务，有
效 解 决 了 群 众 不 敢 种 、不 会
种、没销路的后顾之忧。”省人
大代表、扶风华泰果蔬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赵小娟说。

时间回到 2011 年。赵小
娟带着对家乡的热爱与情怀
返乡创业，创办扶风华泰果蔬
专业合作社，带领乡亲们发展
特色果蔬种植产业。

在赵小娟的带领下，合作
社已经辐射带动午井镇群众
种植猕猴桃 1 万多亩。猕猴桃
产业成为当地特色农业主导
产业和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猕猴桃经济”使 1000 余户群
众增收致富，实现年增收 500
多万元。

2018 年，赵小娟当选为省
人大代表。从此，无论是在田
间地头、镇街社区，还是在产
业一线、市场展会，赵小娟都
在努力做好人大代表和职业

农民“两个角色”。
2019 年，赵小娟在农村走

访过程中发现，农村劳动力不
足、劳动力年龄普遍偏大、农业
生产社会化服务能力不强等问
题制约着现代农业的发展。

为此，赵小娟先后走访了
扶风县 5 个镇、130 多户农户、
30 多个农业合作社、20 多个
产销网点，与相关镇（街道）、
部门工作人员座谈交流，掌握
第一手资料。2020 年，她提交
了《加快发展农村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的建议，得到了省农
业农村厅的重点答复和工作指
导。扶风县依托这一建议，加
强了这方面的管理，出台了相
关扶持政策，探索出农业生产

“代耕代种代管代收代销”的
“五代”模式。

建议被采纳，赵小娟备受鼓
舞。此后，她围绕“支持特色农
业产业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加
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议
题，开展调研走访，积极建言献
策，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我来自人民、植根人民、
代表人民，耕耘在田野里，挥
汗在大地间，与农业、农村、农
民结下不解之缘。今后，我将
继续履职尽责，为实现‘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贡献自己
的力量。”赵小娟说。

赵小娟：

满怀“三农”情 干好“三农”事
记者 李静茹

1 月 14 日，在富平县文化中心广场，志愿者为社区居民义写春联。
据了解，当天，富平县组织书法志愿者开展“送祝福 迎新春”活动，现场义写春联 200 余幅，让

居民在家门口享受“文化大餐”。 通讯员 张毅 杨萌 摄

代表委员风采录

（上接第一版）
为加强村干部规范化管理，

韩城市制定出台了《韩城市村干
部管理考核办法（暂行）》，明确
村干部日常管理、监督管理、绩
效考核、结果运用等措施，着力
构建科学规范、奖惩合理、充满
活力的村干部管理机制。

目前，通过市、镇、村协同
努力，韩城市村干部工作能力
持续增强，涌现出芝阳镇赵峰
村、芝川镇富村、桑树坪镇杨家
岭村、金城街道双楼村、西庄镇
党家村等党建引领产业发展、
基层治理、美丽乡村等工作特
色，形成了示范带动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