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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乡土，新美育。浙江省在美丽乡村建设中
涌现出的艺术乡建推进乡村振兴的案例别具特色，可
谓“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以中国美术学院单增教
授为代表的高校教师、艺术家引领的艺术、设计团队
介入乡村发展，已经蔚然成风。艺术项目催生新乡土
面貌，掀起的社会美学运动和文旅产业发展共同构建
新时代乡村美育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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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土实践美育共同体

□ 余伟忠

“最后的江南秘境”美丽松

阳，地处浙西南丽水地区，始建

于东汉建安四年（199年）。在松

竹叠翠峰峦百里，氤氲峻岫山水

之间坐落100多座国家和省级

保护古村，距离县城15公里的

竹源乡后畲村就是其一。后畲

村坐落在小港支流赤圩坑的源

头，海拔408米，是中国传统古

村落、县级历史文化村。山川自

然、民风淳朴、历史悠久、自然丰

富，传统建筑群集中修建于清代

中后期，村内现存最早建筑唐葛

周殿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

年），国家三级以上名贵古树20

余棵，百年以上的树木 500 多

棵，山林上万亩。但农村劳动力

多数以外出务工为主，且因路途

偏远交通不便、传统经济发展模

式效益低下，村民增收渠道单

一，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

2018 年夏秋，中国美术学

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教授单

增与浙江工业大学设计艺术学

院副教授杜宝印从杭州驱车

300公里去松阳竹源乡后畲村

考察。村庄虽然距县城不远，但

它身居深山，道路崎岖难行，单

行车道处处存在行车危险。村

庄原生态保存很好，山上明代的

银矿遗址保存完好，几处很有特

色的清代木板粮仓还错落在村

舍周边。上百年的参天大树有

近百株依然枝繁叶茂伫立在村

头巷尾。但近些年常住人口的

流失，很多黄土夯筑房屋都已是

残垣断壁，塌落的砖瓦散落分布

在周边，几幢比较大型的房屋被

很多住户搭建的面目全非，呈现

出凌乱败落的景象。这个有着

700多户籍人口的山村，大部分

村民都已经迁徙出去，只有几十

位留守的老人点缀在阴暗的土

墙和村巷古树之间，“枯藤老树

昏鸦、断肠人在天涯”。

他们在考察中敏锐而痛楚

地意识到，伴随着新的城镇化建

设热潮，大量传统村落以超乎人

们想象的速度在消亡。美丽乡

村的推进和乡村一体化发展为

乡村带来无限生机，政府投入大

量资金在改善村落的交通和通

讯，各类扶植支持政策短时间汇

聚乡村。但是由于普遍缺乏审

美素养以及赶工速成惯性思维，

地方管理部门大刀阔斧只争朝

夕；众多平庸的规划策划和设计

机构，陶醉于专业的精确之中。

他们共同怀着美好的愿望，费尽

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原本具有

丰富的多样性传统文化的村落

格式化，形成了千村一面的新废

墟。艺术乡建与农文旅产业发

展急需深入系统整理和研究，浙

江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发达，城

乡一体化和青山绿水生态化有

机发展，率先引领城乡脱贫致

富，奔向共同富裕，积极探索构

建艺术设计与乡村美学美育共

同体。新乡土建设和新时代发

展战略性思考和建设都是今天

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松阳乡村798艺术写生基

地在接待各地艺术院校写生实

习过程中与很多村落保持着联

系。在艺术家们的倡议下，松阳

后畲村成为试点村落，迎来复苏

更新的“后畲时间”。重新恢复

建筑的原貌，安置协调房屋产权

所有者达成统一共识，由村集体

统一管理、修复和使用权有期限

转让。从村到乡到县各级部门

和村民齐心协力，整理遴选出

14间闲置房屋，邀请浙江大学建

筑设计院王晓鸣教授主持建筑

改造设计，把其中在溪水边村主

任叶占聪家兄弟三人连在一起

比较大的房子改建成300多平

方米的松阳后舍美术馆。原本

杂乱无章、堆放杂物的房屋，根

据江南山地民居风格修旧如旧，

同时对室内空间进行符合美术

展览要求的专业改造。单增教

授和他的艺术家同道们的积极

参与激发了村民的热情，看到废

旧的房舍被逐渐修葺更新，更多

村民积极主动把自家闲置的屋

舍改造作为艺术空间和民宿。

《中国松阳后舍艺术春季

展》汇聚了30多位来自国内外

艺术家以及任教于高校老师们

的100多件作品参展。展览结

合农耕的季节性特点，拟定春季

展和秋季展两季进行相关展出，

从春华秋实的寓意中获取灵韵，

把艺术创作与乡村生活和劳作

紧密结合起来，从自然山水中激

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通过荣誉

村民证书的赋予，促进艺术家们

形成一种乡村归属和融入。后

畲艺术现象先后吸引了CCTV

新闻频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等国家级媒体多次专题报道，引

发更多的艺术家和游客关注探

访松阳。

单增认为展览也是一种创

造。展览在乡村，不止在春秋，

乡邻妇孺亦可感知入住古村艺

术工作者们的创作。参展画作

不拘一格，或随性涂抹，或遂心

应物，有大象亦有小形，在大千

世界仰天俯地，觉醒观望，见山

是山、澄心味象、得意栖形，既触

摸视觉图像逻辑，随心入境，又

唯心唯物为所欲为，不亦乐乎！

2019 年恰逢中国新文化运动

100周年，松阳后舍美术馆首届

春季展以“松竹会心-舍艺后生”

为题，开启新时代新乡土新人文

的某种叙事，也希望成为艺术管

理专业建设的社会服务实践的

探索，为无墙学院、乡土学院探

索一种道路和途径。

后畲村的共同富裕之路，不

仅仅是经济物质的富裕，也是追

求文化精神的富裕。自“百名艺

术家入驻乡村计划”启动以来，

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在村中租赁

了修葺更新后的老屋，开设工作

室，推动老屋活化利用的同时，

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带动村民

就业增收。借助艺术家和艺术

院校资源优势，以文化艺术的介

入方式激发和促进美丽乡村活

力的建设，探索乡村美术馆建设

与管理和乡村美育共同体新生

和成长。介入乡村的艺术项目

整合或解构出的新乡土面貌促

成一种新时代美学的社会运动，

这种美学的乡土文化运动如何

实现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单增

教授以他艺术管理的学术背景

深刻的认识到后舍美术馆的建

设作为“审美的共同体”原则上

是艺术家透过其作品强调它的

社会性，这种社会性要求各学科

各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共同把整

个城乡、整个区域的精神当成一

件大规模的综合艺术加以考虑，

让社会共享视觉造型审美。新

乡土艺术项目的建设与管理，它

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一种影

响，它是没有迫切利害关系的，

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享用的空间、

能让人与他人共存的乐土、能展

现个体与多元经验的、承载着人

们记忆的、一种既私密又能普遍

共鸣的共同记忆之地。在后数

字后智能时代一些有社会责任

和关怀的艺术家们选择了重归

乡土，舍弃原有空泛的都市艺术

社区藩篱，回归自然，拓展新时

代的新乡土运动。艺术家们不

只是在形式上和口头上，扎根后

畲的艺术家们以赤子之心踏足

田野归宿自然村落，探索未来

艺术的可能性。自觉践履和接

续当年梁漱溟先生社会改造的

乡村之路，通过艺术的介入与

共建，孕育在没有格式化的艺

术生态中自然自在发展，让艺

术回家，让艺术家们摆脱束缚，

忘却身份和枷锁融通乡里，与

村民一道日出而作日暮而栖，

澄明心智，开拓艺术新生，也让

全国类似松阳古村的传统村落

绽放新蕾，再造曾经的文化乡

贤故里。

□ 孙 伟 贾克章

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

位于鲁苏两省交界，素有“山

东南大门、徐州北屏障”之

称，1938年的台儿庄抗战让

这座运河古城蜚声中外。战

争时期，台儿庄区的“山套”、

“河套”地区成为保护人民、

阻击敌人的天然屏障，然而

在和平年代，这些地方却成

为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

交通死角。随着农村生活水

平的提高，原有的农村公路已

经跟不上需求。如何推动农

村公路由“走得了”转向“走得

好”，进而带动农民增收、乡村

振兴，成为摆在台儿庄区党委

政府面前的一件大事。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定

位，赋予农村公路新功能。

台儿庄区按照中央关于建

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四

好农村路”的总体要求，结

合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和建设“山东省交通强

国战略先行示范区”的总体

部署，持续深入挖掘沿线各

镇街自然生态、地形地貌、

风土人情、田园风光、生态

产业等要素，全面规划打造

“一镇一特色、一路一风景、

一村一亮点”。用农村公路

串联乡村产业规划点、观光

农业风景点、红色文化教育

点、历史文化闪光点、乡村

文明服务点、农村经济增长

点、人民群众需求点等乡村

振兴点位，致力把四好农村

路打造成展现乡村振兴成

果的经济文化长廊。

示范引领，典型带动，发

挥农村公路穿针引线作用。

在黄邱山套地区，公路把偪

阳古城、穆柯古寨、十八黄丘

陵、千年银杏等历史文化遗

址和八路军115师运河支队

旧址以及万亩桃园、肉牛产

业园等乡村振兴经济文化点

位进行串联，并在沿线设置

景观小品、公路驿站、新时代

文明实践广场、村史牌等人

文景观，积极打造革命老区

黄邱山套经济文化带、旅游

观光带，不仅解开了山区的

套子，脱掉贫困的帽子，还丰

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河套地区，以台儿庄古城

为核心，以运河风景文化带

为中轴，以乡村特色旅游为

补充，将双龙湖湿地、涛沟河

湿地、小季河湿地、祥和庄园

鲜花小镇、九星山狼窝水库、

库山憩园等景点有机整合，

形成全域贯通的美丽环线。

串点成线、串珠成链，农

村公路乡村振兴经济文化长

廊初步形成。现在的山套、

河套地区，已成为与台儿庄

古城相配套的大花园、京杭

运河上的风景带。在黄邱山

套革命老区，站在万亩桃园

山腰驿站，鸟瞰山村田园风

光，心旷神怡。桃园沥青路

上的红绿蓝三色彩带，分别

象征革命老区的红色文化，

山区的甜桃、秋西瓜等绿色

产业，美好生态环境下的蓝

天白云。在这里，边走边看

边听边品尝，一个展馆一段

历史，一个村庄一个故事，一

个驿站一处温馨，一口甜桃

满心甜蜜。昔日女盼外嫁，

男盼外出的偏僻山村如今成

为百花齐放、百果飘香、三里

一景、五里一亭的大公园、大

果园、大庄园。

来到河套地区，沿着大

堤自北向南，首先映入眼

帘的“七彩邳庄”彩色沥青

路，宛如一道彩虹，飘落在

运河湿地鱼米之乡，田野间

一群群白鹭在农民身边时

起时落，呈现出美妙如画的

田园风光。“梦享马兰”的奶

牛基地祥和庄园通过慢道、

绿道连接运河湿地万亩荷

塘，成为远近闻名的鲜花小

镇，城里人的休憩地和网红

打卡地。

以点带线，由表及里，美

丽大环线带动乡村文明。交

通环境的提升带动了乡村文

明的进步，各村居的“户户

通”道路坚持因地制宜，科学

制定各具特色的通户道路硬

化标准和景点打造方案，分

别采用沥青、石板、方砖、鹅

卵石、块石等材料，铺筑特

色路面，既达到了经济实用

的效果，又让村庄充满活

力，丰富多彩。“四好农村

路”在助推台儿庄区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既为群众带来

了资金流、信息流、产业项

目和农业品牌，又为群众带

来了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成为展现乡村振兴成果

的经济文化长廊，广大农村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 沙会堂 张晋山

惠泽天下，水秀灌南。2022

年国庆期间，对于江苏省连云港

市灌南县消费者来说，最大的看

点莫过于总投资10多亿元、总

面积13万平方米的城市综合体

“恒基星河cococity”的盛大开

业。这是该县首家建成营业的

“超大型”城市商业综合体，也是

该县“引凤还巢”招商引资政策

缔结的喜人“硕果”之一。

灌南县拥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和文化，是连云港市的南大

门，更是沿海新兴工业之城，滨

水生态宜居之城。近年来，该县

全方位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对

外开放总体布局，抢抓发展机

遇，大力实施“西进南扩北上”战

略，加快老城区、新城区、开发区

三位一体化建设，积极拥抱并融

入到长三角都市经济圈。前不

久，灌南县入选“中国2022县域

发展潜力百强”榜单第49位，表

现出强大的区域竞争力和发展

潜力。

灌南原是江苏有名的劳务

输出大县，在外务工人员常年达

18万人左右。近年来，为放大发

展优势，该县大力实施“引凤还

巢”创业富民工程，引导在外“能

人”“乡贤”回乡创业建设家乡。

陆续出台多项创业帮扶政策，针

对重点群体发放创业补贴及社

保补贴。持续拓展“不见面”审

批服务范围，健全完善“信用承

诺+容缺预审”机制，推动更多的

项目实现“拿地即开工”。

在灌南县委县政府一系列

“引凤还巢”政策感召下，一只只

“金凤凰”从天南海北纷纷飞回

灌南。这当中就包含被灌南老

乡誉为“女墙人”（砌墙比男的还

快）的李中娣女士。她在深圳珠

海等南方城市的工程建筑界颇

有名气，二十多年来经她之手负

责建设的高楼大厦不计其数。

2017年下半年，时任北京中瑞

集团深圳建筑有限公司总经理

的李中娣女士，接到来自家乡政

府的盛情邀请，希望她能心系家

乡建设，回到灌南投资兴业，并

且向她详细介绍了家乡的发展

情况以及招商引资政策。

如今已是灌南县中地置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李中娣回忆

说，在接到邀请的那一刻，她心

中早已萌发的思乡之情彻底喷

发。经过综合评估与考察，她很

快就做出了回乡二次创业的决

定。她表示，之所以选择回乡创

业，就是因为看到了灌南未来巨

大的发展前景，看到了县域经济

的发展商机。同时也为陪伴照

顾年迈的母亲，更想为家乡发展

舔砖加瓦，她决定把北上广深等

“超一线”城市的商业综合体带

到灌南，提升城市品位，配套城

市服务功能，满足灌南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李中娣介绍说，

为优化营商环境，灌南县实施了

“一窗进件马上办、提前介入并

联办、部件缺损容缺办”等富有

特色的创新举措，还通过降低养

老、工伤、失业等保险费率，做好

援企稳岗，为企业减负。在细致

了解到一项项“真金白银”的优

惠政策后，她觉得创业发展还是

家乡好。

正是源于这份商人的投资意

识和回报家乡的赤子之情，

2018年开始，李中娣征地300余

亩，斥资15亿元投资建设灌南县第

一家“城市商业综合体”恒基广场。

2020年，中地置业引进深圳最具盛

名的纯商业运营服务商——星盛

商业，携手将“恒基广场”打造成

灌南县超一流水准的“恒基星河

COCO City”。该项目由星盛商

业全权负责招商、运营、管理。双

方发挥综合优势，力争将灌南恒

基星河COCO City打造为连云

港地区的时尚、现代、国际化的高

端都市商业综合体，苏北首个超

级活力体验地。

李中娣说，未来这里将建成

总面积约33万平方，包含住宅、

商业、酒店等国际化设施为一

体的封面级城市综合体，填补

灌南在时尚、体验、餐饮、娱乐、

乐活、商务、社交等体验型消费

上的空白，给灌南一个真正的

体验型商业航母，对完善城市

功能、打造城市新地标、满足市

民多元化消费需求等方面将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将

带来更多就业、创业的机会，为

家乡灌南的经济发展添砖加

瓦，为老城生活区的百年基业

打下坚定的基石。

江苏灌南“引凤还巢”助力县域经济加速发展

□ 杜鹏涛

江苏徐州泉山经济开发区

大力发展以智能化、绿色化、信

息化和高端化为核心的都市工

业，深入实施“1+2”工作机制，在

管委会统筹下，该区投资公司发

展平台作用不断显现，市场化招

商效能持续释放，一个淮海经济

区中心区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强、

产业布局优、资本集聚度高的都

市工业样板区正在成形。

突破三个瓶颈，以思想大解

放推动园区大跨越。主动摆脱

路径依赖，突破思维观念的束

缚、发展空间的制约和转型发展

的阵痛，努力实现自我超越。

坚定三个自信，以发展大境界

实现园区大突破。坚定路径自信、

产业自信和发展自信，深刻认识都

市工业样板区的战略目标、重大原

则和实践路径，打开“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螺旋式上升通道。

推进三个规划，以层次大提

升加快园区大建设。推进国土空

间规划、城市设计规划和产业发展

规划，坚持规划引领，高水平推进

空间布局现代化、产业形态现代

化、园区配套现代化的规划设计。

发展三大产业，以项目大提

速引领产业大跃升。重点发展“两

个产业、一个基地”的“2+1”产业。

电子材料装备产业，围绕芯片设计

及制造、分立器件、光电器件、传感

器等领域，大力发展汽车电子、工

业软件、大功率核心元器件等创新

型产业。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围绕

体外诊断治疗设备、植入介入产品

等领域开展精准招商，在检验检

测、医用耗材、生物医药制剂等产

业细分领域招引优质企业。数字

经济产业，引导园区企业“上云”，加

快招引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力争把

淮海大数据中心的资源优势转化为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新的增长极。创

新推进“1+1”全链条服务机制，全

程跟踪服务，保证服务全流程不断

链、不脱节，形成闭环式推进。目

前，22个市区重大产业项目正在加

快建设，1~9月实现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108.24%，其中工

业固投同比增长60.57%。

建设三个园区，以载体大建

设助力园区大发展。通过引入

社会资本、自建等路径，建立“一

区多园”管理模式，全力引进孵

化一批高质量企业。总占地

300亩、投资15亿元佳海高端医

疗器械产业园已建成C区23栋

四层厂房，重点招引医疗大健康

产业；占地97.2亩、投资5亿元

的贝诺电子信息材料产业园已

建成5万平方米，重点招引电子

信息材料企业；占地410亩、投

资20亿元的都市型电子信息材

料产业园已开工建设。同时，扎

实开展低效用地收回、闲置厂房

处置、僵尸企业清理“三项行

动”，围绕高科技、高成长型、高

附加值“三高”方向招新选优。

江苏徐州泉山经济开发区实施“1+2”新机制打造都市工业样板区

山东枣庄台儿庄区：“四好农村路”
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经济文化长廊

定量+定性
有效运用评估结果

路桥区以质效评估结果

为重要依据，依托定性分析

与定量算法，针对编制统

筹、计划用编、机构调整等

事项自动形成初步决策建

议，为相关审批工作提供科

学依据。

——设立刚性指标。统

筹考虑人均工作量、工作饱

满度、编制配置合理性三大

核心指标的定量分值，以及

对政策要求、工作任务、机构

职能等实际情况的定性剖

析，综合研判编制统筹调整

的合理性、必要性，为编制总

量控制、动态调整提供科学

依据。

——提供决策支持。在

定量比对机构质效评估分值

的基础上，定性分析上级和

兄弟县（市、区）同类机构设

置情况，靶向征求区委区政

府分管（联系）领导、业务协

同单位意见，多维度研判机

构调整审核审批事项，为机

构设立、撤销、调整等有关决

策提供支持，最终在与评估

单位沟通确认后报区委编委

审定。利用“定量测算+定

性研判”的方式，还为编制统

筹、动态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提出优化建议。在

系统自动生成评估报告的基

础上，对评估发现的问题进

行深入的研究，提出合理化

整改建议，并狠抓督促落实，

实现以评促管、以评促改、以

评促建。

目前，路桥区已出台《路

桥区机构编制执行情况和使

用效益评估实施办法》，推动

质效评估常态化、制度化、长

效化，以“实践-总结-再实

践-再总结”的方式不断推

进评估体系迭代升级。并将

以每年不低于总量20%的

比例对区级行政事业单位、

各镇（街道）进行质效评估，

在五年一轮的评估周期内实

现全区机构编制质效评估全

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