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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地

主动入位，采取有力措施扎实推进，实现了良好开局。

今年 2 月 21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即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21世纪以来，

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凸显了新发展阶段党中央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

未来的乡村什么样？如何把乡村建设好？新农村建设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围绕社会关切问题，中

央一号文件为乡村振兴描绘了美好蓝图。本期聚焦从保护传统古村落、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促进农

旅融合三个方面，反映各地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与经验，以期讲好乡村振兴故事，凝聚起乡村振兴

的强大力量。

农旅融合发展，契合“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也符
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向，是
加快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重中之重，是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题中之义，也是推动全域
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恰尔
巴格乡阔恰艾日克村，美丽乡村建
设结出旅游硕果。民族歌舞、休闲
垂钓、瓜果采摘……凭借“农文旅”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路子，这座塔里
木绿洲里的村庄在2020年8月入
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阔恰艾日克村是和田地区旅游
融合发展的缩影，村第一书记韩建
平介绍，这座1800人的村庄从2018
年开始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积
极开展庭院整治，将闲置房屋打造
为“金窝窝”民宿，还在政府扶持下
集体打造出招牌项目“玉湖艺家
乐”，集休闲垂钓、餐饮娱乐、农业观
光等为一体，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

近年来，当地旅游与文化、体
育、农业融合加速，通过“旅游+”模
式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产业升级，为
塔里木盆地的和田绿洲注入新活
力。“旅游+体育”融合发展已成当
地特色，品牌赛事正盘活大漠山川，
汽摩运动带来产业升级新机遇。

闹尖措的家乡青海省黄南藏族
自治州尖扎县曾是国定深度贫困
县，全县有6个深度贫困乡镇。2017
年，来自尖扎县能科乡、尖扎滩乡、
当顺乡等7个乡镇30个村的251户
946人，告别过去自然条件恶劣、交
通不便的浅脑山区，来到依黄河而
建的易地搬迁安置点——尖扎县昂
拉乡德吉村。

当地政府和村民合力，将部分
安置点改造为有旅游接待能力的农
家院，利用地处黄河岸边、海拔1900
多米、气候宜人、景色别致的优势，
通过“关门是家、开门是店”的农家
乐经营模式，带动百姓脱贫致富。

2020 年暑期旅游旺季以来，
德吉村的农家乐越来越红火，去年
10月 1日，村里30多户农家乐几
乎客满。“刚搬下来的时候，从没想
过会来这么多游客。”德吉村村民
德吉昂毛说。

通过乡村旅游标准化建设，德
吉村已与过去大不一样。在保护黄
河沿岸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当地打
造了藏茶采摘体验区、特色美食
街、五谷画创作工坊和沙滩游乐区
等，许多来自城市的游客在这里体
验到乡村+生态的旅游乐趣。

从德吉村出发，沿碧绿的黄河
一路向北约30公里，到达尖扎县康
杨镇城上村。除了德吉村，当地政府
还因地制宜实施了康杨镇城上村、
当顺乡古什当村等4个地区的乡村
旅游项目，直接带动贫困户就业
300余人，间接带动500余人就业，
贫困户人均增收2500元，部分贫困
群众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2017年，城上村生态旅游项目
正式启动，先后投资160万元修建
了文化广场、休闲广场和村级广
场，开发了“青年林”土窑烧烤区和
10户村民自办的农家乐。纷至沓来
的游客带来消费红利，城上村逐步
将乡村旅游与生态农业、民俗文化
产业等深度融合。“如今，撂荒20
多年的土地上已经建起了60座温
室大棚，种植辣椒、西红柿、豆角、
西瓜等果蔬农产品，昔日的‘黄土
坡’已经变成了‘银山坡’。”城上村
第一书记刘贵明说。

在城上村开心农场，成片的蔬
菜已经成熟，水萝卜、青椒、西红柿
等已被游客采摘一空。“游客们不仅
能体验到采摘的乐趣，还可以将蔬
菜带到烧烤区制作美食。”刘贵明
说，这种体验形式很受游客欢迎。

目前目前，，城上村每周接待游客约城上村每周接待游客约
600600 人次人次，，每逢节假日游客高达每逢节假日游客高达
10001000人次人次。。生态旅游不仅美了村生态旅游不仅美了村
庄庄，，还使城上村每年增收还使城上村每年增收99..66万元万元，，

““开心农场开心农场”“”“千亩果树经济林千亩果树经济林”“”“城城
之上之上··花千谷花千谷””三个产业三个产业，，成为城上成为城上
村的致富引擎村的致富引擎。。 （（本版编辑综合本版编辑综合））

建设乡村，规划先行。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不少地方立
足实际，科学制定规划，打造美
丽乡村。但与此同时，一些地方
过去由于缺少村庄规划的指引，
村庄无序建设，“有新房没新村、
有新村没新貌”现象仍有存在。
因此，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要坚持绘好蓝图搞建设。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加快推进村庄规划
工作，并明确要求 2021年基本
完成县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明
确村庄布局分类。

近日，在广西钦州乡村田间
地头，不时可见展现环保理念的
别致景象。屋檐下，是用草帽、竹
笼等改造而成的灯盏；村道旁，
是用枯木筑成的围栏、破旧水缸
制成的桌子；围墙里，镶嵌着废
旧农具、电器等，与周遭似诗如
画的田园风景相映成趣。

钦州市浦北县北通镇清湖
村刘李屋屯80岁的村民刘世珍，
喜欢在茶余饭后到家附近的小
广场走一走。“过去废弃的物件
不舍得扔，常常堆积在房前屋
后，现在重新利用起来，变成了
独特的风景。”刘世珍说，过去乱
糟糟的猪圈、牛栏、荒地经改造
后，变成了微菜园、微果园、微花
园等，如今生活变得舒心多了。

用废弃木料制成的秋千、跷
跷板等成为孩子们娱乐玩耍的新
选择；镶嵌在砖墙里的“三转一
响”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
在钦州浦北、灵山等地，当地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就地取材、变
废为宝，留住的不仅是村民们不
忍丢弃的老物件，还有他们难以
割舍的乡愁。

浦北县县长李遥说，他们依
托现有资源，花大心思让老物件
焕发新生机，用“绣花功夫”提升
乡村品质，以诗意和灵性唤醒乡
村活力。

近几年，我国传统村落保
护、利用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不
仅留住了“美丽乡愁”，更激发出
乡村发展新活力。

湘南大山深处，湖南省蓝
山县祠堂圩镇虎溪村。这个唐
宋年间就有烟火的千年古村，
2016 年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
2018年，在上级文物部门资

金支持下，虎溪村按照“修旧如
旧”原则，对古戏台、古建院落等
近3000平方米的区域实施文物
本体修复，通过更换楼板、瓦片、
栏杆，修复马头墙、屏风、门窗等
部件，古村重焕生机。同时，还成
立纪念馆，陈列1934年红六军
团长征过境虎溪时的珍贵文物。

2016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支
持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实施的
传统村落保护公益项目——“拯
救老屋行动”在各地推进。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熙岭
乡龙潭村。几年前，原户籍人口
1400多人的村子常住人口不足
200人，部分老宅年久失修，只剩
残垣断壁；村里原有120多栋明
清建筑，多栋被拆除。

2017年5月，在政府支持下，
龙潭村开始“拯救老屋”、复兴古
村。“针对古宅多为土木结构的特
点，我们聘请老工匠艺人，采取传
统工艺进行修复。”驻村第一书记
夏兴勇介绍，他们还创新推出“认
租15年”运作机制，以吸引社会
资金修缮古民居。

“谁租房谁修缮，与租客签
订15年合同，15年内每年每平
方米只收3元钱租金。”夏兴勇
说，目前，龙潭村有32栋古民居
采取这种做法，吸引了不少人前
来承租修缮古民居，长期定居。一
座座荒废的老宅被认领修缮后，
既保存了村庄原有风貌，又发展
了新兴业态。江西人曾伟的“落
户”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第
一眼见到龙潭村，曾伟就爱上了
这个地方，他在村里租下一幢有
着10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改造
成了以读书为主题的“自用 分
享”生活空间。

“拯救老屋行动”则采取政
府委托，社会组织运作、监督、管
理的项目实施办法，吸引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各地在实践探索中
形成了文物建筑保护利用的新
机制，吸引了农民回村发展乡村
旅游，促进了非遗项目活化和公
共文化服务改善，有效激发了传
统村落的活力，为传统村落的保
护与可持续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方案（2018-2020年）之后，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具体任
务包括分类有序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统筹农村改厕和污水、黑臭水
体治理，因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
设施；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
置体系；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城乡
环卫一体化第三方治理等。

厕所革命关系到农民群众生
活品质的改善。“一块木板两块
砖，三尺栅栏围四边”曾是过去
农村厕所的真实写照。2018年以
来，一场厕所革命在吉林省长春
市广大农村持续推进。三年间，
长春市厕所改造整村推进已达
430个，有21.7万户农民用上了
新厕所。

“新厕所冬天不上冻，夏天没
苍蝇，清掏后还能直接给菜园子
施肥。”农安县开安镇万来村村
民付立江说，他家自2019年9月
免费换上堆肥式深埋旱厕后，以
前嫌家里厕所不卫生的孙子也爱
从县城回来住了。

付立江家更换的堆肥式深埋
旱厕是长春市按照“宜水则水、
宜旱则旱”的改厕路线，经过时
间和市场检验、农民接受度和满
意度较高、适宜高寒地区使用的
三种旱厕改造模式之一，此外还
有堆肥式浅埋旱厕和微生物降解
旱厕。如今，万来村成为辽宁省

“厕所革命”新产品新技术固定
展示区，集中展示着10余家改厕
企业的60多款改厕产品。

厕所革命直接带来农村人居
环境的改善。长春市农业环境保
护与农村能源站副站长朱胜国介

绍，长春市在推进厕所改造的同
时，还加强畜禽粪污处理，通过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建设收储
运设施，鼓励畜禽养殖户采取种
植和养殖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对
畜禽粪便、废水及其他废弃物的
无害化处理。目前，长春市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率已达93.07%，规
模养殖场装备配套率达97.14%。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还少不了
农村污水、垃圾治理。东王村位于中
国第二大剧种越剧的发源地——
浙江省嵊州市。守着“越剧发源
地”这块“香饽饽”，东王村却长
时间默默无闻。“以前这里就是
一个‘脏、乱、差、臭’的落后农
村。”69岁的村民朱益超说，过
去，村民把鸡鸭养在村里的小溪
边，生活污水也直接排放，每到
夏天蚊虫横飞、异味四处飘散。

东王村痛定思痛，2017年起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改造了入村口
与房屋立面，建起了水上戏台，实
施主要道路“白改黑”、弱电线路

“上改下”、景观“绿改彩”工程……
最重要的是，实施生活污水治理。
作为嵊州市首批生活污水治理的
实施村，东王村采用中科院高负
荷地下渗滤污水负荷技术埋设管
网，统一处理生活污水。

如今，清澈见底的溪水中鱼
儿成群，村里的古树、民居与穿村
而过的小溪相映成趣，一派“小桥
流水人家”景致。水好了，游客也
来了，红火起来的旅游业带动了
村民增收。人多的时候，村里的农
家乐吃饭还得“排队取号”。

东王村只是嵊州市数百个受
益于环境整治的乡村之一。近年
来，嵊州市联合专业污水处理企

业和银行，合力解决农村治污技
术和资金难题，目前已覆盖辖区
内全部行政村。“我们已建成生
活污水治理终端948个，惠及百
姓约12万人。”浙江省嵊州市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裘颂东说。

在农村垃圾治理方面，甘肃
省开启了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
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省张掖市是
我国重要的玉米制种基地，每年
玉米收获后遗留的大量秸秆和废
旧地膜常让村民头疼。在临泽县
倪家营镇下营村，过去农户在后
院养牲畜，秸秆随意堆，一到下
雨天，巷道里脏水遍地。“火灾隐
患很大，一不留神就‘火烧连
营’，村民们吃了不少亏。”村民
葛新说。

2015年起，甘肃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联合多部门在甘南藏族
自治州试点推行全域无垃圾专项
治理，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纳入
县区一把手考核内容及网格化管
理体系，打造全域旅游无垃圾示
范区。同时，选择适宜发展乡村
旅游的自然村作为旅游专业村，
按照A级景区标准打造。干部进
村入户、分片包干，自治州农村
环境卫生明显改善。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
厅长李兰宏介绍，开展全域无垃
圾治理，关键是制度创新和长效
机制的建设。过去农村保洁“各
扫门前雪”，效果有限。而将城市
环卫的成熟运作模式延伸到乡
村，保洁力量集中管理，解决了
农村环卫设施落后、保洁力量有
限、管理松散的弊端。“有的县区
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大大提高了
保洁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李
兰宏说。

甘肃通过省、市、县三级统筹
资金，在农村建成垃圾分类集中
点，乡镇建成垃圾转运站，采用
一体化处理模式，形成了“户分
类、村收集、镇转运、市县处理”
的闭环。农村一些背街小巷，都
定期有保洁员清理。各地涌现了
巾帼家美积分超市、卫生评比

“红黑榜”等奖罚机制，保护环境
逐渐成为村规民约。

村容村貌换新颜

乡村振兴谱新篇

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
保留乡村特色风貌

加快人居环境提升
增添农民群众幸福感

加
快
构
建
农
旅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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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

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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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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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进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