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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
机衔接，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推进乡村振兴必须面
对和解决的现实难题。解决好这一
难题，需要我们从思想上深化认识、
提高站位，从实践中抓好难点痛点，
有针对性地部署落实。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农情。在人口结构上，我国十几亿
人口，尽管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
村仍然有约 6 亿人口，且未来相当
长时间这一结构不会根本性地改
变。在土地规模上，小农户人均不
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超过十亩。
这种散小格局，与以信息、网络、机
械、规模化为手段的现代农业要求
相比，难以匹配，矛盾很大。

现实中，这些矛盾表现在很多
方面。小农户不仅数量庞大，而且
经营能力、眼界、勇气等各方面都存
在不适宜、不适应市场经济竞争和
现代农业要求的明显“短板”。一方
面，大量小农户愿意甚至渴望通过
土地经营权流转，把承包地转移出
去，既增加收入也减少劳动负担，但
很多地方小农户有意愿，却没有或
者很少有“新农人”接盘。另一方
面，许多小农户自己还有经营能力
和经营意愿，不愿意把土地流转出
去，“新农人”无地可租，或者租金走
高，难以形成有效的经营规模。

土地禀赋差异也造成了规模经
营很难一致。农地条件不一，既有
一马平川的广袤平原，也有大量丘
陵洼地，地无三尺平，“一蛙跳三丘”
的地块不少。这些年，通过不断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水电路田湖环境
改善很大，但并不是所有土地都具
备集中连片经营的客观条件。同
时，从传承农耕文明、保持“乡愁”特
色、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来看，一些
地块也不适宜集中连片规模经营。

从“新农人”层面来看，无论家
庭农场、专业合作社还是龙头企业，
适度经营规模都是基本前提，但他
们同样存在规模选择难题。有的

“新农人”租地意愿和能力很强，只
要农户愿意，都可以流转过来统一
经营，实现良性合作发展；有的“新
农人”能力和意愿都具备，但受限于
当地的土地资源条件，或者农户不
愿意流转土地，造成高能低配；有的

“新农人”在经营风险等压力下选择
保守经营，不希望扩大经营规模；有
的“新农人”受制于地方部门要求或
其他原因，形式上是规模经营，但并
没有真正联起来，更没有带起来。

这些矛盾摆在眼前，是现代农
业发展必须解答的课题，也是推进
乡村振兴必须解决的难题。进入
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
过大力鼓励、主动引导、积极培训等
举措，大量“新农人”正在成为现代
农业经营的生力军，多种适度规模
经营方式也明显提高了土地经营效
益和经营质量。但人多地少的现实
条件和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还是让
许多小农户难以乘上现代农业的快
车，难以充分分享农业现代化的
成果。

如何在小农户点多量广的现实
困难下达到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要求？答案就是坚持向适度规模经
营要效益，通过现代农业促进产业
兴旺、生活富裕的方向要坚定不
移。但是，对适度规模经营形式不
能拘泥于、局限在土地流转等几种
方式上，而是要更加重视培育生产
性服务业“新农人”，通过农业社会
化服务，比如土地托管、代耕代种、
统防统治等不拘一格的农业社会化
服务，把大生产与小农户连接起来，
既有现代农业经营品质，把小农户
解放出来，也分散“新农人”经营风
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在今
后的农业支持政策中，把对“新农
人”的扶持力度与其带动小农户的
数量挂钩，通过硬的支持手段鼓励

“新农人”联合小农户闯市场。
让小农户搭上现代农业快车，

路还很长。但只要方向明了，劲使
在实处，就能久久为功。

让小农户搭上
现代农业快车
□ 瞿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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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人心目中，乡村的模样不
尽相同，可以是幸福生活的家园，也
可以是休闲旅游的乐园。2017年底
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建设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就是要全面提
升农村环境、产业、文化、管理、服务，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亮化、文化，将
农村打造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
共生的美丽家园，让城乡居民能“看
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环境要美 村庄变公园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既要
美化农村环境，又要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时近农历新年，在浙江安吉县递
铺街道鲁家村干净整洁的街道上，不
时可见一些来采购乡土风味年货的
游客。走进鲁家村大路桥村，一幢幢
白墙黛瓦的二层小楼，统一建造了土
黄色的院墙，让村子显出几分古朴的
韵味。不仅如此，村里全部铺设了地
下雨污分流管道，建造了村级污水处
理站，每栋楼房里还都安装了抽水马
桶。村党支部书记朱仁斌说，村里雇
用了专业的卫生清扫队，配备了清扫
车、洒水车、小铲车，对周边环境实行
常态化整治。修建、完善了基础设
施，安装太阳能路灯、铺设水泥路、修
建路边沟渠、村内绿化、美化，彻底改
变了以往农村脏、乱、差的局面。

环境就是民生。为了提升乡村
的“颜值”，一场建设美丽乡村的热潮
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兴起，像鲁家村这
样发生“蝶变”的村庄数不胜数，这些
村庄紧紧抓住美丽乡村建设机遇，以
环境综合整治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农
村清洁卫生和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开展墙面白化、路面硬化、路灯亮
化、水体净化、宅前屋后绿化以及河
道整治等一系列项目建设，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不是
简单地搞“村庄建设”或者“新房建
设”，而是要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
既要美化农村环境，又要完善农村基
础设施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在河
北柏乡县龙华镇后渤海农业公园的
亲子游乐园内，附近村庄的四五个孩
子在大人的陪伴下正在尽情地玩
耍。龙华镇镇长韩利锋说，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升，农民也愿意过上和城里
人一样的生活。只整治农村环境，清
除遍地的生产生活垃圾，已经无法满
足农民的需求，农民更向往基础设施
完善、公共服务便民的美丽乡村。于
是，他们开始在农村普及文化广场，
修建文化书屋、草坪，让村庄真正美
起来。现在，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看
到村里环境好了，开始陆续返回村
里，主动翻修老屋，进一步促进了美
丽乡村建设。

应该清醒地看到，现在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建设只是刚刚起步，已经建
成的美丽乡村还存在着资金短缺、建
设缓慢的问题，农村垃圾污水设施建
设和运行管护相对滞后问题，部分基
层组织存在“等靠要”思想问题，个别

地方环境卫生状况出现反弹问题，等
等。美丽乡村建设需要足够的耐心，
坚持不懈地完善地方清洁乡村、生态
乡村长效机制。

产业要美 田园变乐园

有了产业作支撑，绿水青山
才能变成“金山银山”，农业产业
生态化、发展清洁化是建设生态
宜居美丽乡村的重要举措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必
须要有产业作支撑，农民增收有渠
道，创业有保障，就能够吸引越来越
多的人才、技术、资金回流农村。”浙
江遂昌县人大副主任赵文明说。有
了产业作支撑，绿水青山才能变成

“金山银山”，农村才有生命力，才能
实现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走进“东北第一村”吉林省吉林
市孤店子镇大荒地村，一排排花园式
的院落，一座座满族风情的楼宇，一

片片规划整齐的稻田跃然眼前。大
荒地村的蜕变得益于现代农业的发
展。从2010年以来，大荒地村与东
福集团实行村企合作，东福集团把全
村的土地流转过来，实行规模化经
营，种植绿色、有机水稻，发展农产品
深加工、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发展循
环经济，完善农业产业链条，促进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了产业作支
撑，农民收入增加有了保障。

农业产业生态化、发展清洁化是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重要举
措。发展现代农业，要加大生态系统
的保护力度，改变过去围湖围海造
田、过度放牧、过度养殖、过度捕捞、
过度种植等粗放发展方式，以绿色发
展引领生态振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加快修复东北黑土地、重
金属污染土地和华北地下漏斗区问
题。要着力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
的综合治理，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
溉、测土配方施肥等农业清洁生产技
术，彻底解决农村过量使用化肥农药
的问题，提高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
农田残膜资源化利用率。

农村生态产业的发展，加速了人
才、技术和资金等生产要素向农村流
动，催生了观光农业、有机农业、乡村
旅游、民宿、农村电商等农村新业
态。“单纯依靠农业很难富裕农民，要
把生态农业与创意农业、乡村旅游结
合起来，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把农村
建设成为养生养老的地方，把田园变
为公园，农房变为客房，农产品变为
旅游产品，有效提升农业溢价能力。”
赵文明说。

人文要美 留住乡愁

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并不是要摧毁旧的农耕文明，要
以改造为主、以新建为辅，突出农
味、土味、原生态味，把农村建设
得更像农村

建设生态宜居乡村，不仅仅是要

保护几棵树、几条河流，还要保护根
植于乡村的文化生态。我国是一个
有着浓厚农耕文明的国家，农耕文化
深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深处。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古代读
书人的理想与追求。建设生态宜居
的美丽乡村，并不是要摧毁旧的农耕
文明，用城市文明代替农村文明，一
定要避免重蹈一些城市建设对历史
文化破坏的覆辙，尤其是对历史文化
村落、古树名木、古老建筑的破坏，要
以改造为主、以新建为辅，尽量不改
变地形地貌、道路水系，不破坏植被，
突出农味、土味、原生态味，把农村建
设得更像农村。

赵文明说，对于一些传统农耕文
明保持得比较好的乡村，要依托丰富
的农耕文化资源，着力挖掘至今稀存
于世的农耕器具、戏曲、耕作传统、民
俗风情及各类祭祀活动等资源，发展
农耕文化旅游产业，让游客亲身体验
扶犁耕作、推磨碾米、踩水车灌农田、
制作农家酒、腌制农家菜、住农家屋、
吃农家菜、干农家活等返璞归真、回
归自然的乡村生活。

地处海拔1080米山区的浙江省
遂昌县高坪乡茶树坪村是典型的山
区贫困村，村里320多亩保留原始风
貌的梯田有着上千年的历史，农民仍
然采用水牛犁田、手插秧、镰刀割稻
等最传统的耕作方式。“这些原生态
的农耕文化是吸引游客最重要的资
源，也是我们村脱贫的重要依托。”村
党支部书记黄久富说。

茶树坪村在古老的梯田里围绕
水稻种植举办开犁节、插秧节、割稻
节，开展泥巴大赛、拔河比赛、排球比
赛、接力赛等活动，吸引游客体验久
已失传的农耕乐趣。“一位游客体验
一天农耕花费50元，游客尽兴了，农
户也发财了。茶树坪村生产的高山
大米每斤 12.9 元，仍然供不应求。
全村300多农户都在发展农家乐和
民宿，农户一年的旅游收入多的高达
10 多万元，少的也有四五万元。”黄
久富说。

宜居乡村只需要“高颜值”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落后、贫困、环境差，留在人们脑海中的乡村印象该变了！未来的农村要生态宜

居，必须以绿色发展引领生态振兴，将农村打造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的美

丽家园。这样的乡村怎么建设？环境美化、产业清洁、留住乡愁缺一不可

②

运粮河畔，一个名为河湾村的小
村庄依河而生，居住着1000多户人
家。近年来，小村庄坚守生态底线，坚
持绿色发展，呈现一派和谐、宁静。

河湾村是河南周口项城市南顿
镇的一个自然村。河湾村，古朴、优
雅，村民们笃信细水长流，巧用“美丽
经济”打造美丽乡村，种出了一棵棵
生态“摇钱树”。

河长制变“河长治”。运粮河是小
村的母亲河。“5年前，这里堤防损毁、
护岸残缺，生活垃圾遍地，清澈的河水
变得黑水横流。”南顿镇党委书记、镇
级河长李娜回忆道，“不过短短两三
年，通过综合施策、流域治理，以及河

湾村村民自觉爱河护河，河底清淤，绿
化河岸，监督管理，使得老百姓居住环
境得到了质的改善。”

“光是河道清淤，我就在河边看
护了一个多月。”河湾村村民李水利
说：“我是村里河段的‘段长’，有义务
监督施工单位把河道淤泥清尽，即便
是夜间施工，也至少有一人会到现场
监督。”

如今，治理后的运粮河变美了：
河边的垃圾不见了，河水清澈见底；
河岸整齐坚固，两岸河堤生态美观，
堤路一体，成了亮丽的风景线。

“小时候，这条河水清澈见底，常
有小孩子抓鱼捕虾。前些年，因为污
染，河水已污浊不堪，散发出阵阵恶
臭，别说鱼了，就连村里人也不愿到
河边来了。现在好了，‘河长制’管好
水，河里的水又变清了，鱼也游回来

了。”正在河边钓鱼的村民告诉记者。
“美丽经济”化作生产力。河湾

村三组村民李水利是位退伍军人，回
乡后，他一直搞蔬菜种植。“我们以前
搞传统种植，尽是‘大路货’，规模小，
效益不好，还不如外出打工。”2015
年，李水利看到城里人下乡，喜爱到

“采摘园”“农家乐”消费，他把两个蔬
菜大棚改为种植草莓，由于品种优、
品质好，很受城里人青睐，销路完全
不用愁，现在他已将“草莓园”扩大到
4个大棚20多亩地。

红红的草莓撑起了老李的“荷
包”，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美丽经
济”。产销两旺的态势让小村群众一
下子明白“发展‘美丽经济’这条路走
对了”，全村决定进一步扩大规模，他
们定下目标，到2020年，村里的草莓
种植面积将达 200 亩，农业产值达

500万元以上。
打好绿色牌，唱响“生态经”。富

裕了的河湾村人秉承生态发展理念，
“采摘经济”“旅游经济”“垂钓经济”
等一个个奇思妙想迸发出来。

“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近水楼台
搞养殖。”2017 年 8 月份，游客欢聚
河湾小村“垂钓擂台”乐翻了天。“赏
荷花，品荷花宴，观荷花仙子斗艳”，
虽是酷暑时节，但在这里举行的农家
乐却吸引上千名游客前来游玩，各地
游人花卉园练瑜伽、农家院里吃野
菜、小村地锅饭菜香……美丽乡村建
设的一幅幅画卷，让人流连忘返。

一边卖农产品，一边卖田园风
景，一边卖清新空气，一边玩电商推
销，如今的河湾村，像明珠被擦亮一
般，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
转型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
展之路。在以往的中央文件中，用的
多是“农业绿色发展”，明确提出“走
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这还是首次。

“乡村绿色发展”的内涵，既包括农业
绿色发展，也包括乡村环境治理。将

“农业”范围扩展为“乡村”，把农业绿
色生产的内涵延伸为“以绿色发展引
领生态振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
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
制，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
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这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乡村
振兴提出的更高要求。

提出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具
有现实意义。乡村自然景观是乡村
最大的资产，但目前我国一些乡村

经济发展基础薄弱，农民绿色发展
意识不强，农村环境保护相对滞后，
乡村环境污染形势不容乐观，空气、
水、土壤污染仍不时出现。

要形成乡村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首先应该构建绿色发展的
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优质绿色农产
品供给，并依靠科技引领推进农业
转型升级。其次要使环保执法向农
村延伸，在环保执法中，应逐步覆盖
农村，以免农村环境污染达到难以
逆转的地步，也避免城市和工业污
染向农村转移。再次是要提高全民
环保意识，采用多种方式，增强农村
居民的绿色发展理念，汇聚“微行
为”，形成“众力量”，使美丽乡村建
设拥有恒久的生命力。最后，还要
健全绿色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建立
完善乡村绿色发展的补贴政策体系。

文/本报记者 李华林

河湾小村的“生态经”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邓秋贤 吴建成

乡村绿色发展

快来村里“淘”年货

1月20日，在湖北保康县黄堡镇寨湾村，游客在选购腊肉。当日，保康
县“幸福乡村·相思寨湾”旅游年货节开幕，通过年货展销、民俗文化展演等
形式，吸引外地游客“淘”年货，体验乡村旅游。 杨 韬摄

江苏宿迁市宿城区中扬镇唐莫村，3D田园风光墙画、石磨砖墙、实木长廊，勾勒出一幅美丽乡村画面。戚善成摄

游客在江西抚州市东乡区邓家
乡花果山生态园瓜蒌种植基地体验
乡村乐趣。 何江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