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冯俊锋

千百年来，以农业生产

为 基 础 的 耕 种 方 式 形 成

了 我 国 农 民 与 土 地 相 结

合 的 传 统 生 息 繁 衍 模 式 。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自给

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

不需要流动的。”中国之所

以称之为乡土社会，在于其

社会特性就是人情的黏合

与农民对土地的依附。这

种传统的乡村社会造就了

社会形态的封闭。上世纪

80 年 代 以 来 ，中 国 迎 来 了

“千古未有之大变局”：家庭

分户经营、鼓励商品流通，

一个接一个利好政策不断

给农民“松绑”，封闭的农

村 社 会 发 生 巨 大 变 迁 ，农

民自发的求变心理顺应时

代 变 革 ，自 觉 成 为 农 村 社

会 变 迁 的 主 体 ，农 民 的 变

迁与农村的开放性推动着

农村社会的变迁。

在中国传统乡村生活图

景里，村落是村民的基本组

织单元，由这个单元扩散并

构成村级自治组织，形成了

特有的社会圈子。改革开放

后，乡村权力的对外开放是

伴随着农民流动性加大而完

成的，现代化与商品的冲击

使农民不再视土地为“命根

子”，他们走向山外，闯入大

江南北，以大破大立的果敢

姿 态 寻 找 信 息 、财 富 与 机

会。沿海地区部分农村得以

率先进入城镇化，除得益于

国家宏观开放政策与外来资

本的注入外，还有外来“精

英”农民的直接参与，外来农

民工大多是知识化、年轻化

的各地农村“精英”。他们参

与沿海地区发展与建设，在

当地成家立业，对当地的乡

村治理、生活习惯改善、村民

素质提升具有直接改变的作

用。农民流动和社会分化使

那些有能力的农村社会精英

在他乡得以执掌权力，这种

乡村权力配置是工业化、城

市化进程中的一种显著特

征，是对过去单一农耕形态

的一种颠覆。这种新型模式

的出现，也加速了农村封闭

权力结构的开放。

近 40 年来，农村劳动力

密集流向沿海城市，生产要

素在流动中得以重新配置和

优化，从而促进了沿海城市

经济的繁荣，沿海地区的现

代化带动了附近农村地区逐

步进入现代化，却也进一步

加剧了不发达地区农村宝

贵 资 源 的 流 失 和 乡 村 凋

敝。内陆青壮年农民的大

量流出、社会精英的外流直

接削弱了传统村治权力结

构，乡村内部治理受到外部

世界的挑战，乡村日常事务

无人管理，本村集体经济愈

发困难。一些资源紧张的行

政村形成恶性循环，治理难

度越大的村庄，流出的农民

精英越不愿回乡当干部。许

多地方要选一个合适的人担

任村干部都很困难。一些

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因此难

以发挥作用，甚至处于瘫痪

和半瘫痪状态。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实

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实现“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培育

懂得乡村、热爱乡村、植根乡

村的新型职业农民是关键。

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把走出

去的农村精英“引回来”，把

青年农民“留下来”，人气旺

才能带动产业旺。农业人口

大省四川常年在外务工者达

到 2000 万以上，近几年四川

把农民工和川商返乡兴业作

为“归雁经济”，成功回引近

千名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

大大带动了就地就近就业。

江苏省充分利用富有特色的

乡村田园，提前布局，把乡土

文化元素融入生态文化、历

史文化、民俗文化中，大力发

展民俗特色和手工业，形成

了独特的地方品牌和可持续

发展路子，以此成功留住新

一代农民。眼下，中国更广

袤的农村热土，亟须有见识、

有技术、有资金、懂管理的精

英农民“归雁”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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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革平

“以前在外打工，家中老人、

小孩成了‘留守族’。今年回村

承包了山地，不用一心挂两头

了。”在广西贺州市钟山县燕塘

镇玉坡村，村民廖毛行在家门口

找到了新生计。

玉坡村是一个有着900多

年历史的村庄，现存古民居28

栋，是贺州市的传统古村落之

一。依托特色发展乡村旅游，

越来越多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到

家乡。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回流、人

才回归的故事，每天都在贺州上

演。贺州乡村有何魅力？

特色足、品质高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受天气影响，钟山县燕塘镇

燕塘村50亩黑木耳减产，但基

地负责人廖继竹信心满满：“销

路不愁，算账划算，准备再扩大

面积，还要建个制棒厂，收益就

更可观了。”

作为贺州市重点推广的扶

贫产业，这里的黑木耳种植采取

“稻耳轮作”，不仅不抢农时，还能

最大限度地利用冬闲田，廖继竹

看中的就是这一点。“政策这么

好，咱还不撸起袖子加油干？”他

说，种粮有直补，种黑木耳也有

补贴，公司以每斤25元的价格

收购，投入少，风险低，比在外打

工强不少。

阡陌纵横的田间，果树整齐

排列，蔬菜旺盛生长……走进八

步区贺街镇新兴寨现代特色农

业示范园，“不见炊烟气，一样闻

饭香”，园内的蔬菜全部无公害

种植，广东客商慕名而来，每天

要订1万斤有机蔬菜，村子去年

入选“全国美丽宜居村庄”。

“发展现代农业，创建农业

示范区，实现产业兴旺，是我们

乡村振兴的主攻方向。”贺州市

委书记李宏庆表示，市里创建四

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按照经

营组织化、装备设施化、生产标

准化、要素集成化、特色产业化

的要求，整合资金20.32亿元，创

建示范区81个，其中55个已获

自治区认定。

绿色生态，是贺州最大的优

势、最亮的品牌。去年，贺州市

秋冬菜面积达100万亩，总产量

170万吨。正丰现代农业股份

公司负责人说：“这里的供港蔬

菜如此‘吃香’，关键是绿色、安

全、放心。”

保障舌尖安全，贺州下了大

力。全市实现国家级出口食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全覆盖；

建成广西首个供港澳蔬菜检验

检疫备案基地，61个乡镇均建

立流动监测站，57家企业获得

“三品”认证，面积超过了20万

亩，10个农产品成为国家地理

标志农产品。

让好产品卖上好价钱。贺

州与广东深圳、东莞、佛山等城

市合作，共建“菜篮子”基地，实

现产供销优势互补。与广西科

学院、华南农业大学等共建健康

长寿产业研究院，突出科技支

撑。启动供港蔬菜“直通车”项

目，举办贺州名特优农产品交易

会，不断拓展粤港澳大湾区核心

市场。

懂技术、善经营
农民成为一个绿领职业

“过去感觉当农民低人一

等，现在不一样了，有技术、有能

耐才能当好农民。”在八步区贺

街镇双瑞村的科技大棚内，村党

支部书记刘泽辉感慨新型职业

农民的“含金量”。这几年，刘泽辉

先后参加了新型职业农民、农村

实用人才和贫困县科技人员提

升培训，学到特色农业知识，武

装了头脑，开了眼界。

“这沃柑才种了三年，因为

管理到位，比其他人的长得好。”

钟山县职业农民廖月生说，“以

前说技术好，人家可能不服，现

在我可是有证的。”廖月生亮出

一本“新型职业农民证书”，这证

书是他经过培训，并通过专业机

构评定，才拿到手的。

目前，贺州已有近3000名

农民经过培训及考核评定，获得

了“新型职业农民证书”，涉及水

果、蔬菜、水稻、畜牧等专业。

贺州市农业局局长刘志勇

说：“对新型职业农民，市里在教

育培训、农业项目、金融信贷、农

业保险等扶持政策上给予倾斜，

支持其开展规模化、产业化农业

经营。”

据了解，贺州新型职业农民

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

社会服务型3类，设初、中、高3

个等级。同时，职业农民也需要

一些基本的认定条件，比如生产

经营型农民，要种植粮食类作物

50亩以上、水果类作物50亩以

上、蔬菜类作物10亩以上等。

“发展现代农业没有技术真

不行，现在我是一名真正的职业

农民了。”平桂区羊头镇的农民潘

绍川，先前种了10多亩水果，由

于技术跟不上，收益一直都不是

很好。通过参加生产经营型职

业农民培训，他掌握了现代农业

技术，果场面积越来越大。他说：

“当职业农民每天和太阳对抗，人

晒黑了，果变靓了，荷包鼓了。”

面子靓、里子新
乡村成为宜居家园

如何让农村美丽宜居？贺

州市市长林冠说：“推进乡村振

兴，贺州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

文化，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

改善农民精神风貌，农村农民焕

发新气象。”

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毛笔，

在钟山县石龙镇源头村，竟有几

百人爱好书法，毛笔字写得像模

像样。

走进这个远近闻名的“书法

村”，翰墨飘香的文化氛围弥漫

开来。村口的门牌对联是本村

人写的，已经有200多年历史。

农民钟玉旺，每到农闲都会来到

村里的文化室习字。在他的带

动下，村里很多人逐渐喜欢上了

书法。老年人茶余饭后，中年人

忙完农活，孩子们做完作业，总

是很自然地拿出笔墨纸砚练习，

整村洋溢着浓厚的文化氛围。

近年来，贺州市充分尊重广

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

村振兴的动力。

贺州还推行自筹资金、自主

建设、自我管理、财政奖补“三自

一补”模式，整村推进、整合项

目、集中资金，加强清洁乡村、生

态乡村、宜居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同时，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

理，创建美丽乡镇、美丽村屯、美

丽家庭。目前，全市共建成58

个自治区级生态村、483个市级

生态村。

绿树成荫，果香阵阵，鸟语

花香……走在八步区莲塘镇马

鞍寨的村道上，乡村景色让人耳

目一新。近年来，马鞍寨村民先

后自发自愿投入300余万元，开

展村屯亮化、道路硬化和屋前屋

后“微田园”建设，开发百香果、

香菇、草莓种植基地，村民实现

脱贫致富。

结合全域旅游，贺州发展生

态乡村游。朝东镇岔山村是“潇

贺古道入桂第一村”，当地推出

“古道+古村+美食+互联网”模

式，无线WiFi覆盖深山古村，同

时开发古道油茶、古道梭子粑粑

等特色农家美食。一时间，前来

岔山旅游的游客纷纷将古道、

古村的景色和美食分享到朋友

圈，岔山村成了名副其实的“网

红村”。

目前，贺州共建有乡村旅游

点 41 个，星级乡村旅游区 11

个，有32个美丽乡村示范点开

设民宿、客栈和乡村酒店旅馆。

仅一个春节长假，贺州市共接待

游客 76.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95%；实现旅游消费4.21亿

元，同比增长35.75%。

□ 张玉洁

在湘西黄金茶发源地隘

口村，至今还能看到明代湘西

黄金茶交易遗址和古南方长

城沿线专为茶边贸开设的苗

疆要塞等历史古迹。站在青

石残墙前，可以感受到当时的

交易盛况。

隘口位于湖南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吉首市马颈坳镇，

素有“百年苗疆茶谷”之称。湘

西是湖南贫困程度最深、扶贫

任务最重的地区，吉首作为州

府，到 2013 年还有贫困人口

43,153人。

地处深山的隘口村是典型

的贫困村，在改革开放初期，全

村有95%以上村民在贫困线下。

“那时太穷了，茶叶不畅销，

村里有一些老茶树，但基本没人

打理。”隘口村村支书向天顺表

示，尽管村里种茶历史悠久，但

苦于没有品牌找不到销路，老

百姓种茶积极性不高，大多选

择外出务工，村子逐渐成了“空

心村”。

为振兴家乡，2009年念过

多年书的向天顺辞去乡政府

公务员的工作，拿出全部积

蓄，回到村里成立了吉首市第

一家茶叶专业合作社，又发动

当地茶农以茶园入股，全力发

展茶产业。

能人带动下，三年时间，隘

口村依托130亩茶叶母本发展

到4000多亩黄金茶。其中，可

采茶园1800亩。老百姓逐渐看

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2012年，吉首按照“兴茶兴

市、富市富民”的发展思路，大力

发展湘西黄金茶产业，推进“一

人一亩茶园”脱贫计划，即农户

开发一亩黄金茶，政府无偿提供

茶苗2500株，每亩开沟撩壕奖

补800元、深翻奖补200元、稻

田开发奖补500元连补两年，肥

料补助100元。

“村党支部又注册成立公

司，同时整合相关涉农资金为原

始股份，与合作社签订入股协

议，每年按照所占股资总额的比

例分红，通过分红保障茶农的基

本利益。”向天顺说，不断壮大的

村集体经济使村民生产生活条

件得到基本改善。

村党支部每年还召集合作

社专业技术人员对茶农进行技

术指导，让茶农全面掌握种植技

术。多措并举下，隘口村又发展

了6000亩黄金茶。

市场销路一下打开，全村

大部分群众通过种植茶叶摆脱

贫困。

2013年底，随着精准扶贫

概念的提出，吉首市在选取产

业扶贫样本时借鉴隘口经验，

将茶叶作为精准扶贫第一产

业来抓，从“稳增长、保品质、

树品牌、拓市场”出发，重点

围绕基地建设、产品加工、品

牌打造、茶旅融合四大环节

精准施策，陆续出台茶叶奖

补政策，并注册“湘西黄金

茶”品牌商标，又将隘口村和

旁边的贫困村玲珑村合并为

新“隘口村”。

在改革开放的第 40 个年

头，依托茶旅，隘口村摆脱贫

困，在外务工的村民纷纷返乡

种茶。

去年下半年，原本已举家搬

到吉首市区的张天顺，看到近年

来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好，

游客、客商纷至沓来，决定回乡

创业。去年下半年，他把吉首的

餐馆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回到村

里钻研茶餐，开了农家乐。如

今，他已经研究出25道特色茶

餐，游客到村里要去他的农家乐

尝尝鲜。

4月 14日，“湘西黄金茶”

第四届品茶节在隘口村举行，

张天顺作为村里的代表，为来自

全国各地200余名嘉宾准备了6

道茶餐，用新采的明前茶烹制的

茶餐受到好评。

“我打算留在村里，把对餐

饮感兴趣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教

他们做茶餐，让百年茶谷以后有

流传百年的茶餐。”张天顺说。

吉首市扶贫办主任刘筱华

表示，“这次品茶节是吉首茶旅

融合发展的一个开端，我们打算

用隘口作示范点，目前已在村里

规划了景观台、民宿，还有茶餐、

茶具、茶枕等产品，让游客身在

茶园、住在茶园，在茶园品茶吃

茶餐，打造茶旅融合的产业链。

未来将在全市推广，进而带动乡

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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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大赛日前

正式启动报名。本次大赛旨

在搭建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展

示交流、资源对接、项目孵化

的平台，通过整合重庆乡村

振兴有关政策和京东集团特

有的线上流量、创业服务、创

投基金、创业导师等资源，帮

助广大有志于投身乡村振兴

的组织和团队增强创新能

力，提升创业成功率。

据介绍，本次大赛由重

庆市农业委员会、重庆市商

务委员会、重庆市中小企业

发展指导局、团重庆市委员

会、铜梁区人民政府、京东集

团共同主办，至7月结束。大

赛分为报名、资格审查、初

赛、复赛、决赛、东令营游学

六个阶段，参赛报名于 5月

25日截止。有意愿参赛的选

手关注京东云或重庆市农产

品电商大平台巴味渝珍微信

公众账号登录报名页面，填

写报名表格提交报名。

此次大赛参赛对象为重

庆从事旅游农业、生态农业、

农特产品、农业加工、农产品

流通、新农村建设、农村电商

等方向的企业及团队，项目

涉及产品的研发、生产、销

售、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

企业应为符合国家划型标准

的中小企业，经营规范，社会

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的非

上市企业。

大赛将评选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和优胜奖4名。一等奖将获

得京东梦想基金3万元、总价

值90万元的资源大礼包以及

50万无息贷款的创业种子基

金；二等奖将获得京东梦想

基金2万元、总价值65万元

的资源大礼包以及30万无息

贷款的创业种子基金；三等

奖将获得京东梦想基金1万

元、总价值30万元的资源大

礼包以及20万无息贷款的创

业种子基金；优胜奖将获得

京东梦想基金3000元、总价

值18万元的资源大礼包。

（韩梦霖）

这 里 的 乡 村 有 魅 力
青壮年劳动力回流、人才回归的故事每天都在广西贺州上演

古道已成遗址 茶叶又带来“黄金”
——百年苗疆茶谷的产业扶贫路

乡村振兴呼唤“雁归来”

重庆·京东乡村振兴双创大赛启动报名

山东沂源山东沂源：：乡村创业点亮梦想乡村创业点亮梦想
近年来，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积极引导当地农村青年和创业人才，立足当地丰富的农产

品资源，广泛开展农产品加工、工艺品制作、特色种植等乡村创业。目前，全县建立种植、加

工、养殖等各类创业项目达20多项，带动当地万余名农民实现就业增收。图为一名创业者在

检验加工的环保手提袋。 新华社发（赵东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