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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都在积极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取得了突出成绩。但其中，也存在不少困惑和疑虑，较为常见的一

种声音是：经验是好经验，可惜就是学不了。“资金投入太大，人力成本

太高，区位优势太好，政策优惠太多……”都是理由。作者通过分析指

出，浙江千万工程的七条经验，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门槛，只要是真

想学，都能学得来、学得好。并进一步通过层层递进的论述指出，其他领

域工作中，经验的学习都是至关重要，关键要解决好“学什么和怎么学”

的问题，学机制、学方法，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而不能在数字上、规模

上进行攀比，更不能心浮气躁大搞面子工程，使得主题得到了升华。文章

在农民日报官方网站刊发后，新浪搜狐等多个网站进行了转载，在“三

农”干部、工作人员和其他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共鸣。特别是有从事农村

人居环境工作的基层干部来信说：该文章“既接地气，又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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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主动设置议题，体现引领力。有效回应了社会上关于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的一些疑问和困惑，对于推动地方工作、开展乡村振兴，理清了思

维，纠正了偏差，提振了士气，提供了积极有效的舆论指引。 

二是：论述层层递进，彰显思想力。文章巧辟蹊径，以经验学习切入，

引出人居环境整治问题的思考，又由此引申开来，扩展至基层的整体工

作。论述层层递进，主题不断升华，令读者读来有感，读罢有思。 

三是：创新语言表达，提升感染力。虽然是一篇指导工作的评论，但是

文章，善用类比，善讲故事，语言活泼，简洁有力。于朴素中见张力，在

闲谈间入人心。更贴合网络传播和基层读者的阅读需要。 

领导签名：          （盖单位公章）2020 年 4月 28日 

初
评
评
语 

文章围绕问题导向进行谋篇布局，自觉抓住了当前各地各

部门都面临的“好经验没法学”的困惑，按照“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三大块设计内容、环环相扣，问题引人入

胜、措施具体可行。开篇就针对因地区差异大等因素导致好经

验没法学的现状，观点鲜明地指出，“关键还是要弄清楚学什

么？怎么学？”接着用“必须学”“就能学”“应该学”“越

要学”“更要学”“也可以学”“大家一起学”七个简短有力

的排比句，以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为例，点出“只要是真想

学，都能学得来、学得好；任何地区，都应该学、必须学。”

最后，针对“学什么？怎么学？”问题，开出药方、提实措

施，提出所有的地方经验学习，归根到底，都是在学习

“人”：人的精神、人的品格、人的素质。该篇评论观点鲜

明、论据充分、逻辑严密、语言平实。 

领导签名： （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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