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印人：香港商報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觀塘道332號香港商報大廈 總機：25640768 傳真：25655456 廣告部：25905305 傳真：25905553 發行部：25905385 傳真：25635437 深圳廣告電話：86-755-83881358 傳真：86-755-83516512 深圳發行電話：86-755-83518737 傳真：86-755-83518513

2021年12月29日 星期三

責任編輯 董逸薇 張芃芃 美編 張俊奇

頭條商報

林鄭月娥讚扎根香港發揮橋樑作用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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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兩確診空少涉違規 政府堵漏洞

本港嚴防第五波疫情
【 香 港 商 報

訊】記者唐信恒
報道：Omicron
變種病毒株陰霾

籠罩本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召開記者會公布，當
天新增6宗輸入個案中，有5宗涉及N501Y、T478K變
異病毒株及懷疑帶有Omicron；另有14宗初步陽性個
案，當中或許也將有Omicron確診。因應有3名機組人
員確診及初步確診，特區政府宣布貨機機組人員回港後
檢疫安排將收緊。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指， 「目前
任何一點火花」 都足以激發第五波疫情，屆時全港會忙
於應付本地疫情而影響通關計劃。港府發言人否認第五
波疫情已到來，並表示對於市民期待的通關與嚴防疫情
社區爆發 「會在同一時間進行」 。

從鄉村到城市，再從城市到鄉村，中國現代化進
程正在構建一個宏大的戰略閉環。城鎮化、工業化
離不開農村發展要素向工業、城鎮的大規模轉移，
但這不代表農村一定要消亡。而且，農村還可能大
有作為。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
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

一切取決科學的戰略思想。目前，以農業現代化
為抓手的鄉村振興戰略已進入全面推進的新階段。

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此指明的路徑方向，即構建工農
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
城鄉關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
體系，開啟城鄉融合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吉林省委書記景俊海表示，吉林將堅定走好中國
特色鄉村振興之路，緊扣 「產業興旺、生態宜居、
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總要求，統籌推
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
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建立健全城鄉融合

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鄉村治理體系
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
進步、農民全面發展。

吉林省省長韓俊針對加快農村現代化步伐提出，
將爭取用5年左右讓鄉村面貌有根本性變化。實現
城鄉繁榮新秩序，意味着中國現代化將超越 「一邊
是繁榮城市、一邊是凋敝農村」 的傳統路徑。放眼
長遠，無疑將是 「中國貢獻」 的最美音符。

文/ 冀文嫻

重構城市與鄉村
發展要素流動機制

發展要素配置機制，是城鄉、工農經濟關係的核
心。傳統經濟增長理論視農村農業要素向城市、工
業流動為自然規律，其中的偏見是將農業農村看作
經濟發展效率的最低層級，進而用阻斷經濟要素向
農業農村 「逆向流動」的方式來解決城鄉、工農發
展不平衡不協調，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等問題。

但新時代中國高質量發展理念告訴人們，農村農
業可以貢獻後工業化時代堪稱奢侈的公共產品，包
括優質農產品、良好生態、心靈歸宿等等。

「我們一定要認識到，城鎮和鄉村是互促互進、
共生共存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不管城市怎
麼發展，我國仍會有大量農民留在農村。」解決城
鄉發展差距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推進城鄉發展一體
化。這就需要率先改變傳統的城鄉發展要素流動機
制。 「促進城鄉在規劃布局、要素配置、產業發
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發
展。」其中關鍵是，有效解決 「城鄉要素合理流動
機制還存在缺陷」這一核心問題。

吉林省在具體實踐中，圍繞激發農村資源要素活
力，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
聚焦農村土地制度、集體產權制度、金融服務等重
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不斷為農業農村發展注入新動
能。目前，全省已實現農村土地流轉3068萬畝，同
時積極探索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推
進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推動宅基地 「三權分
置」改革。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
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整省試點，盤活農村土
地、水面、林地等資源要素。鞏固拓展農村金融綜
合改革試驗成果，推動 「吉農金服」平台建設，聚

集農村資金，吸引城鎮資本下鄉進村。推進 「土地
貸」 「大棚貸」 「農機貸」等金融產品創新，提高
農業信貸規模等。

與全國一道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後。吉林省委、省
政府出台《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
有效銜接的實施意見》，把來之不易的脫貧攻堅成
果鞏固住拓展好，實現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推
動集中資源脫貧攻堅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平穩過
渡。其中，集中支持重點幫扶縣、村的鄉村振興工
作。全省確定12個縣（市）省級鄉村振興重點縣，
在1489個脫貧村中每年選擇300個村創建三A級標
準示範村，在財政、金融、土地、人才、基礎設
施、公共服務等方面給予集中支持，推動實現更寬
領域、更高層發展。

人才是發展要素核心，亦是鄉村振興的關鍵。
景俊海強調，要加快以人才振興促進鄉村振興的機
制創新，讓各類人才在農村廣闊天地盡展所能、大
顯身手，為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保障國家糧食安
全提供人才支撐。今年，吉林組織開展了首批優秀
鄉村人才評選工作，選出 「鄉村振興傑出人才」10
名， 「鄉村振興優秀人才」100名，鄉村人才高級
職稱獲得者300名。

以公共服務一體化
為標尺建設美麗鄉村

農為邦本，本固邦寧。改革開放，特別是中共十
八大以來，無論面對何種內外挑戰，鄉村建設始終
沒有偏離國家發展、城鄉融合發展的政策主線。

「我們一開始就沒有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鎮化，
目的就是促進城鄉融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要把鄉村振興戰略這篇大文章做好，必須走城鄉

融合發展之路。」 「鄉差距大最直觀的是基礎設施

和公共服務差距大。」 「要加快推動公共服務下
鄉，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蓋、普惠共享、城鄉一體
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打造美麗鄉村，為老百
姓留住鳥語花香田園風光。」

這一系列重要講話，為新時代鄉村建設明確了根
本遵循。

在具體實踐中，吉林省緊緊圍繞 「補短板、強弱
項」，統籌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啟動村莊實用性規
劃編製，推動鄉村建設邁上高標準高起點新台階。
目前，農村自來水普及率達到95%。4G網絡行政村
全覆蓋，5G 網絡縣城核心區及較大鄉鎮基本覆
蓋。實施重要節點農網改造和鄉村電氣化提升。推
廣宜居型示範農房。推進農村電子商務、物流快
遞、公共照明等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啟動農村人居
環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動，深入實施 「千村提升、萬
村整治」工程。創新農村基層治理體系，目前正全
力推進雙陽區等 3 個國家級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
點，支持五棵樹鎮等3個示範鄉鎮、陳家店村等30
個示範村建設。實施鄉風文明提升工程，推動文明
村鎮、文明家庭、星級文明戶、五好家庭創建。推
動鄉鎮服務農民區域中心建設，加快推進14個縣份
鄉村振興示範區創建。

「十四五」期間，根據規劃，吉林省將繼續全面
推進鄉村建設行動。把鄉村建設擺在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的優先位置，堅持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
一體設計、一體推進。其中提出，將統籌縣域城
鎮、墾區和村莊規劃建設，集中建設一批天藍水
清、創業增收、宜居宜業、幸福和諧的美麗鄉村。
同時，尊重鄉村發展規律，堅決避免違背農民意願
搞大拆大建。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提升農民精神
風貌，既 「富口袋」，又 「富腦袋」，增強鄉村文
化吸引力。

探尋城鄉有機融合的詩畫路徑
在一個超大規模城鎮化和工業化、超大規模農業人

口的國家，實現城鄉和諧共存、共同繁榮，在世界現
代化進程中還不曾有過，需要堅韌的探索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我們要堅持農業現代化和
農村現代化一體設計、一並推進。」為此，包括吉
林長吉接合片區的11個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被
賦予先行先試重任，以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典
型經驗和體制機制改革措施。

經過統籌謀劃，今年4月27日，吉林省委、省政
府在長春市九台區正式啟動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
區長吉接合片區建設。省委書記景俊海表示，這是
黨中央、國務院賦予吉林的重大政治任務，要根據
產業基礎、資源稟賦、自然條件，因地制宜搞好產
業規劃和項目建設，推動城鄉一體布局、融合發
展。爭取為全國提供可借鑒、可複製、可推廣的
「吉林經驗」。省長韓俊提出，要堅持規劃引領，

推動基礎設施先行，堅決守住底線，逐步擴大試驗
範圍，努力把長吉接合片區建設成為鄉村振興和新
型城鎮化發展的示範區。

根據長吉接合片區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改革
實施方案，到2025年，試實現城鄉產業全面融合，
城鄉發展差距明顯縮小，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
加快，基本實現就地就近城鎮化，探索形成一批可
複製可推廣的典型經驗和體制機制改革措施。到
2035年，試驗區各項改革任務全面完成。到本世紀
中葉，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成熟定型。目前，包
括農業特區發展工程、特色產業小鎮創建工程、美
麗鄉村建設工程等十大工程，正穩步推進。

這些先行先試，目標直指城鄉共同繁榮。其行動
堅決，底色幸福。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吉林實踐（三）

吉林探索城鄉繁榮新秩序
從鄉村到城市，再從城市到鄉村，中國現代化進

程正在構建一個宏大的戰略閉環。城鎮化、工業化
離不開農村發展要素向工業、城鎮的大規模轉移，
但這不代表農村一定要消亡。而且，農村還可能大
有作為。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
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

一切取決科學的戰略思想。目前，以農業現代化
為抓手的鄉村振興戰略已進入全面推進的新階段。

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此指明的路徑方向，即構建工農
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
城鄉關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
體系，開啟城鄉融合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吉林省委書記景俊海表示，吉林將堅定走好中國
特色鄉村振興之路，緊扣 「產業興旺、生態宜居、
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總要求，統籌推
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
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建立健全城鄉融合

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鄉村治理體系
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
進步、農民全面發展。

吉林省省長韓俊針對加快農村現代化步伐提出，
將爭取用5年左右讓鄉村面貌有根本性變化。實現
城鄉繁榮新秩序，意味着中國現代化將超越 「一邊
是繁榮城市、一邊是凋敝農村」 的傳統路徑。放眼
長遠，無疑將是 「中國貢獻」 的最美音符。

文/ 冀文嫻

重構城市與鄉村
發展要素流動機制

發展要素配置機制，是城鄉、工農經濟關係的核
心。傳統經濟增長理論視農村農業要素向城市、工
業流動為自然規律，其中的偏見是將農業農村看作
經濟發展效率的最低層級，進而用阻斷經濟要素向
農業農村 「逆向流動」的方式來解決城鄉、工農發
展不平衡不協調，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等問題。

但新時代中國高質量發展理念告訴人們，農村農
業可以貢獻後工業化時代堪稱奢侈的公共產品，包
括優質農產品、良好生態、心靈歸宿等等。

「我們一定要認識到，城鎮和鄉村是互促互進、
共生共存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不管城市怎
麼發展，我國仍會有大量農民留在農村。」解決城
鄉發展差距問題的根本出路，是推進城鄉發展一體
化。這就需要率先改變傳統的城鄉發展要素流動機
制。 「促進城鄉在規劃布局、要素配置、產業發
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發
展。」其中關鍵是，有效解決 「城鄉要素合理流動
機制還存在缺陷」這一核心問題。

吉林省在具體實踐中，圍繞激發農村資源要素活
力，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
聚焦農村土地制度、集體產權制度、金融服務等重
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不斷為農業農村發展注入新動
能。目前，全省已實現農村土地流轉3068萬畝，同
時積極探索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推
進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推動宅基地 「三權分
置」改革。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治理結構，
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整省試點，盤活農村土
地、水面、林地等資源要素。鞏固拓展農村金融綜
合改革試驗成果，推動 「吉農金服」平台建設，聚

集農村資金，吸引城鎮資本下鄉進村。推進 「土地
貸」 「大棚貸」 「農機貸」等金融產品創新，提高
農業信貸規模等。

與全國一道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後。吉林省委、省
政府出台《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
有效銜接的實施意見》，把來之不易的脫貧攻堅成
果鞏固住拓展好，實現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推
動集中資源脫貧攻堅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平穩過
渡。其中，集中支持重點幫扶縣、村的鄉村振興工
作。全省確定12個縣（市）省級鄉村振興重點縣，
在1489個脫貧村中每年選擇300個村創建三A級標
準示範村，在財政、金融、土地、人才、基礎設
施、公共服務等方面給予集中支持，推動實現更寬
領域、更高層發展。

人才是發展要素核心，亦是鄉村振興的關鍵。
景俊海強調，要加快以人才振興促進鄉村振興的機
制創新，讓各類人才在農村廣闊天地盡展所能、大
顯身手，為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保障國家糧食安
全提供人才支撐。今年，吉林組織開展了首批優秀
鄉村人才評選工作，選出 「鄉村振興傑出人才」10
名， 「鄉村振興優秀人才」100名，鄉村人才高級
職稱獲得者300名。

以公共服務一體化
為標尺建設美麗鄉村

農為邦本，本固邦寧。改革開放，特別是中共十
八大以來，無論面對何種內外挑戰，鄉村建設始終
沒有偏離國家發展、城鄉融合發展的政策主線。

「我們一開始就沒有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鎮化，
目的就是促進城鄉融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要把鄉村振興戰略這篇大文章做好，必須走城鄉

融合發展之路。」 「鄉差距大最直觀的是基礎設施

和公共服務差距大。」 「要加快推動公共服務下
鄉，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蓋、普惠共享、城鄉一體
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打造美麗鄉村，為老百
姓留住鳥語花香田園風光。」

這一系列重要講話，為新時代鄉村建設明確了根
本遵循。

在具體實踐中，吉林省緊緊圍繞 「補短板、強弱
項」，統籌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啟動村莊實用性規
劃編製，推動鄉村建設邁上高標準高起點新台階。
目前，農村自來水普及率達到95%。4G網絡行政村
全覆蓋，5G 網絡縣城核心區及較大鄉鎮基本覆
蓋。實施重要節點農網改造和鄉村電氣化提升。推
廣宜居型示範農房。推進農村電子商務、物流快
遞、公共照明等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啟動農村人居
環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動，深入實施 「千村提升、萬
村整治」工程。創新農村基層治理體系，目前正全
力推進雙陽區等 3 個國家級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
點，支持五棵樹鎮等3個示範鄉鎮、陳家店村等30
個示範村建設。實施鄉風文明提升工程，推動文明
村鎮、文明家庭、星級文明戶、五好家庭創建。推
動鄉鎮服務農民區域中心建設，加快推進14個縣份
鄉村振興示範區創建。

「十四五」期間，根據規劃，吉林省將繼續全面
推進鄉村建設行動。把鄉村建設擺在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的優先位置，堅持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
一體設計、一體推進。其中提出，將統籌縣域城
鎮、墾區和村莊規劃建設，集中建設一批天藍水
清、創業增收、宜居宜業、幸福和諧的美麗鄉村。
同時，尊重鄉村發展規律，堅決避免違背農民意願
搞大拆大建。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提升農民精神
風貌，既 「富口袋」，又 「富腦袋」，增強鄉村文
化吸引力。

探尋城鄉有機融合的詩畫路徑
在一個超大規模城鎮化和工業化、超大規模農業人

口的國家，實現城鄉和諧共存、共同繁榮，在世界現
代化進程中還不曾有過，需要堅韌的探索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我們要堅持農業現代化和
農村現代化一體設計、一並推進。」為此，包括吉
林長吉接合片區的11個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被
賦予先行先試重任，以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典
型經驗和體制機制改革措施。

經過統籌謀劃，今年4月27日，吉林省委、省政
府在長春市九台區正式啟動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
區長吉接合片區建設。省委書記景俊海表示，這是
黨中央、國務院賦予吉林的重大政治任務，要根據
產業基礎、資源稟賦、自然條件，因地制宜搞好產
業規劃和項目建設，推動城鄉一體布局、融合發
展。爭取為全國提供可借鑒、可複製、可推廣的
「吉林經驗」。省長韓俊提出，要堅持規劃引領，

推動基礎設施先行，堅決守住底線，逐步擴大試驗
範圍，努力把長吉接合片區建設成為鄉村振興和新
型城鎮化發展的示範區。

根據長吉接合片區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改革
實施方案，到2025年，試實現城鄉產業全面融合，
城鄉發展差距明顯縮小，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
加快，基本實現就地就近城鎮化，探索形成一批可
複製可推廣的典型經驗和體制機制改革措施。到
2035年，試驗區各項改革任務全面完成。到本世紀
中葉，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成熟定型。目前，包
括農業特區發展工程、特色產業小鎮創建工程、美
麗鄉村建設工程等十大工程，正穩步推進。

這些先行先試，目標直指城鄉共同繁榮。其行動
堅決，底色幸福。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吉林實踐（三）

吉林探索城鄉繁榮新秩序

Omicron爆發風險高恐礙通關
記者會上，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稱，

新增個案涉6名男子(16至61歲)，分別從美、英和巴
基斯坦抵港，其中2宗涉及機組人員，包括1名45歲
男空中服務員，居石塘咀南里壹號，24日乘坐貨機返
港後，25日到上環名創優品購物，並乘巴士到屯門朋
友家午膳，26日前往石塘咀檢測中心進行檢測，同日
開始出現頭痛、流鼻水和咳嗽等，27日再到西環尼斯
花園馬六購買食物；1名46歲男機組人員居大嶼山愉
景灣蘅欣徑2號蘅峰曦欣閣，25日乘坐貨機返港，27
日前往石塘咀檢測中心進行檢測。1宗初陽涉44歲男
機組人員，25日乘坐貨機返港，是45歲男空中服務員
的朋友，25日於屯門恒貴街1號嘉悅半島1座家中與
其午膳，27日前往又一城蘋果專賣店及到望月樓與家

人進餐，其後前
往石塘咀檢測中
心進行檢測。

徐樂堅表示，
過 去 兩 天 ，
Omicron變異病毒株佔確診病例95%，儘管暫時僅有
輸入個案及未現二代傳播，惟現時社區爆發風險非常
高，任何一點火花都足以激發本港第五波疫情。同
時，當局會加強貨機機組人員檢疫要求，此前他們僅
做家居檢疫，之後將改為先在檢疫酒店隔離3日。港
府發言人亦呼籲，機組人員居家期間減少外出和進行
定期檢測。

昨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社交網站表示，本港
一段時間未出現社區爆發，但Omicron病毒株正全球
肆虐，風險越來越大，呼籲市民盡快打針提升接種

率。她說，未接種疫苗市民應盡快接種，已接種2劑
疫苗的市民應按政府安排接種第3劑，期望明年能成
功應對疫情，盡快恢復日常生活。

國泰稱跟進兩名空少違規
因應有關機組人員個案，政府分別於昨晚 7時及8

時半，圍封愉景灣蘅峰曦欣閣和屯門嘉悅半島1座指
明 「受限區域」，目標今早完成行動。另外，石塘咀
南里壹號強檢行動昨早完成，約80人接受檢測，未發
現確診個案。

對於2名從美返港機組人員確診，國泰航空確認該2
名機艙服務員於回港後首3天並無徹底遵守公司額外
防疫措施，將按內部既定程序跟進。

此外，政府昨晚公布，因應文萊和巴拉圭確認發現
Omicron個案，政府會將該等地區指明為A組指明地
區，本月31日凌晨零時生效，以收緊相關抵港人士登
機及檢疫要求。

教育局已向全港學校發信，宣布仍未接種第1劑新冠
疫苗的學校教職員及人士須每3日檢測一次，包括因身
體情況不允許接種疫苗的個別教職員或人士。

愉景灣蘅峰曦欣閣居民須於今早前完
成強檢。 記者 馮俊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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