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如
此重要节点，“乡村振兴齐鲁
论坛2023”10月13、14日在淄
博举办，恰逢其时。

丰收与振兴

金灿灿的玉米，红火火的
辣椒，白花花的棉花，绿油油
的冬枣……10月13日，全国
秋收进度接近60%，淄博秋收
接近尾声，丰收已成定局。丰
收，让金秋时节的广大农村沉
浸在欢愉与喜悦之中。

田野间机械轰鸣，水塘边
号子嘹亮，山林中人声鼎沸，
好一派热闹景象。“乡村振兴
齐鲁论坛2023”，正在淄博如
火如荼地进行。

丰收时节，山东为什么要
在淄博举办这一论坛？

从山东的发展现状而言，
城乡发展存在不平衡，农村发

淄博为何要办这场重要论坛

传千年之技 承百年养生 满足市民对中医治疗的增长需求

淄博中医药健康产业再添新力量
淄博10月14日讯 为更好

地满足市民对中医的需求，进一
步为市民提供更为优质且极具中
医药特色的诊疗服务，淄博中医
药健康产业再添新力量——— 10
月12日，大医本正中医馆开业典
礼举行，同时“大医本正中医慈善
基金”成立并正式揭牌。

大医本正中医馆由安沃达国
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投资建
立，馆内面积1.2万平方米，是在

“五位一体”的中医治疗思想下，
集中医内治、外治、食疗、养生功
法、情绪管理、中医专业培训、中
西成药零售、参茸贵细零售、医疗
器械零售等业态于一体的中医产
业生态，下设中医馆、民族医馆、

国学馆、参茸行、药膳坊等多个特
色业务板块，及糖尿病专病中心、
中风康复专病中心、妇科及产后
康复专病中心、疼痛专病中心，拥
有一支专业的医护团队，汇集了
国内、省内名中医团队、多位三甲

医院主任、副主任医师，包括医
师、药师、护士、针灸师、理疗师、
推拿师等医务工作人员40余人，
为市民提供全方位的中医诊疗
服务。

现场，张店区委统战部副部

长、张店区工商联党组书记王淋
介绍，张店区按照淄博市委、市政
府实现“3510”发展目标和“强富
美优”城市愿景的决策部署，倾力
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培育总
部经济、数字经济以及高端轻制
造业、高端服务业、人工智能、医
药康养等“2+4”产业，创新创业
氛围浓厚、产业基础扎实、服务业
发展繁荣、营商环境优越。希望
大医本正中医馆立足自身实际，
发挥特色优势，大力传承发展中
医药事业，持续弘扬中医药传统
文化，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防治方
面的重要作用，助力健康张店
建设。

大医本正中医馆董事长谢东

江表示：“大医本正创建的初心，
就是从关爱每一个人的生命出
发，急他们之所急，想他们之所
想。”大医本正中医馆将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为广大市民谋福祉，为
中医药文化传承作出新的贡献。

接下来，大医本正中医馆将
以承古为基础，发挥中医药调理
的特色与优势，制定个性化的治
疗方案，注重综合治疗和长期调
理，传千年之技，承百年养生，为
推进中医药健康现代化、产业化，
推动淄博的中医药健康产业发展
贡献力量。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王莉莉

大医本正中医馆举行开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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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依然不充分。打
造乡村振兴的“齐鲁
样板”，山东既有明
显优势，还有诸多不

足，更有诸多普遍面临的
痛点、难点，淄博亦然。

在新发展格局中，要承载
起更高的国家战略，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淄博甚至山东
都迫切需要广泛凝聚社会各界
力量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迫切
需要借助高端“外脑”智库把脉
问诊、建言献策，而举办乡村振
兴齐鲁论坛，正是打造高端智
力要素汇聚的开放平台，为淄
博和山东与国家部委、知名专
家学者、企业家对话合作提供
更多可能。

昨天与明天

自2018年以来，乡村振兴
齐鲁论坛已成功举办了五届。

10月13日、14日，“乡村振
兴齐鲁论坛2023”在淄博举
办，论坛的主题是“以中国式现
代化为引领，全面打造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此次论坛聚焦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围绕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
兴等方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
题，汇聚各界智力资源深入开
展交流研讨，为乡村发展、乡村
建设、乡村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持续推动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取得新进展、见到新成
效，加快推动农业强省建设。

“激活内生动力”“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改革创新
为乡村振兴赋能”“健康有序推
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组织振兴”……从每一届论坛
的主题和关注重点的变化可以
看出，山东的乡村振兴每年都
有新变化，每年都有新进步。

数据足以说明“进步”：山
东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千亿斤以上，粮菜果、肉蛋奶、
水产品等产量均居全国前列，
形成了寿光蔬菜、沿黄肉牛等
一批千亿级、五百亿级产业集
群，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020年
率先突破并保持在万亿元以
上，2022年达1.2万亿元，稳居
全国首位。

回观淄博，2023年上半
年，淄博第一产业增加值82.9
亿元，同比增长3.2%；全市实现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49.7亿元，
同比增长3.7%；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 . 5万元，同比增长
7.4%。

进而，在现代化新征程上，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造乡村
振兴的齐鲁样板，山东以及淄
博仍蕴藏巨大发展潜力。

机遇与实力

潜力，更是机遇。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造

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这是山
东肩负的重大责任、重大使命，
也是淄博做好“三农”工作的重
大机遇。

北纬37度世界优质农产品
黄金线、25万亩富硒富锶土
地……在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
沂源县东里镇，2万亩“金黄金”
桃正在丰富着人们的味蕾。鲜
为人知的是，“沂源金黄金桃”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更被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
品”，东里镇也被评为“山东省
金黄金桃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2020年12月，淄博被农业
农村部等17部委批准为以数字
农业农村改革为主要任务的国
家农村改革试验区。这得益于
长期以来淄博以建设国家农村
改革试验区为抓手，以数字赋
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推动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淄
博特色板块成效更优、成色
更足。

不仅如此，淄博还用数字
赋能农村治理全领域，打造乡
村宜居宜业新范式，既夯实乡
村基础设施“硬基础”，又优化
提升乡村数字治理“软环境”。

不谋而合的是，此次论坛
还开发了数字化平台，参会嘉
宾可以通过手机随时享受论坛
会务服务。与此同时，淄博聚
焦创新，为论坛增加了淄博乡
村振兴成果展、“淄博农品”展，
组织参观博山红叶柿岩乡村振
兴精品片区、得益乳业智慧农
业应用基地等项目，参会嘉宾
能够近距离感受乡村振兴的淄
博蝶变。

而机遇，将会演化成为淄
博实力的一部分。此次论坛开
放合作，不仅能够展现淄博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更能让
社会各界更好地走进淄博、认
识淄博，从而选择淄博、创业淄
博，推动淄博焕发新的生机活
力，再创发展新辉煌。

重任与路径

很长一段时间，空心村、老

龄化、靠天吃饭……淄博乡村
发展出现过停滞，经济增长也
遭遇过瓶颈。

视线再次回到淄博，在“连
片创建”的通衢上，淄博早已

“条条大路通罗马”，培育了红
叶柿岩、沂河源等乡村振兴示
范片区。

推动乡村产业连片发展、
环境连片整治、风貌连片建设、
样板连片培育，创建全域美丽
乡村，加强新时代乡村文明建
设……淄博初绘就“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美丽乡
村山水画卷。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对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提
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明确了
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为我国走
好新时代乡村振兴路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历史
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
本固邦宁。淄博一直用大历史
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
题，深刻理解“三农”问题。“十
四五”时期，淄博能够看到，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
实现“3510”发展目标和“强富
美优”城市愿景，最艰巨最繁重
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
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乡村振兴最终的场景就是
实现共同富裕，缩小城市与乡
村之间的差异，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淄博，任重道远。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良栋

在博山区源泉镇猕猴桃主产区，果农正在采摘猕猴桃。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