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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

重塑城乡关系是重要一环。

改革开放后，人才、土地、

资本等要素实现市场化配置，由

效率低的地区向效率高的地区流

通。特别是随着农民工进城，解

放了大量生产力，释放了大量发

展空间，活跃了大量资本，有力

地推动了市场化进程，加快了经

济发展。但是，农村也出现了人

口老龄化、组织松散化、村庄空

心化等一系列问题。

广大农民群众对于推动乡村振

兴，缩小城乡差距，享受与城市居

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和良好的基础设

施、生态环境、优秀文化，有着十

分迫切的愿望。如何改变资源从乡

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现状，实现城

乡双向均衡流动？关键是要给乡村

赋能。农村有着城市不具备的丰富

功能，通过要素的相互流通，完全

可以弥补城市的不足。比如，生态

宜居、创业成本低等优势。特别是

现代信息技术的成熟，为新一代年

轻人在城乡之间创业提供了便利条

件。必须重新审视、拓展农业农村

功能，丰富农业业态，让农村不仅

成为居住的空间，更要成为创业的

空间；不只是居住的地方，更是旅

游和服务的地方。

城乡关系的定位和梳理是推动

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也是重塑城

乡关系的重要抓手。一方面，要精

心打造城区，让城区拥有良好的空

间、高品质的环境、完备的功能。

要以区划调整为契机，重新审视和

规划城区发展，不断优化空间布

局、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才能有

力带动农村发展。另一方面，要坚

持城乡一体化。在空间布局方面，

要有全域性规划意识，立足每个乡

镇实际，科学确定发展路子，让各

乡镇错位发展，实现资源的科学配

置，释放发展潜能。在基础设施方

面，要着力打通城区与所有乡村的

路网，对条件差的，在原有路网的

基础上升级；对标准低的，进行改

造；对没有路网或原来路网配置不

科学的，要打通路网，大力度、全

方位构建城乡一体化路网。

重塑城乡关系，也要正确认识

农村短板。当前，农村的短板主要

有两个，一是精准脱贫，二是农村

人居环境。农村群众最迫切的愿望

是治理好农村环境，建设好农村基

础设施，提高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公

共服务的效率。因此，要以精准脱

贫为前提，切实改善农村环境，大

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

农村公共服务水平。

（作者系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
委书记）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应重塑城乡关系
□ 赵洪山

近年来，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
依托优越的自然生态资源、丰厚的
文化积淀，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抓手，
把美丽乡村建设与发展乡村旅游相
结合。短短几年，清河区乡村走出
了一条产业+旅游的发展道路，实
现 了 农 业 增 效 、农 民 增 收 、农 村
振兴。

“还没干活儿，一亩地收入就多
了220元。”清河区聂家满族乡广东
山村村民张贵峰，拿着土地流转的
收入乐得合不拢嘴。

广东山村风光秀美，是清河区
乡村生态旅游重点村。2013年，广
东山村走上了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化
之路。历经 5 年，现在的广东山村
道路宽了、环境美了、卫生好了，村
民的生活品质一天比一天高。

好环境引来金凤凰。近几年，
广东山村分别与铁岭三禾生态有限
公司和铁岭柯普森开发有限公司签
订土地流转合同，栽植软枣猕猴桃
和不老莓。土地流转后，既增加了
农民收入，又解决了闲置劳动力，还
扩宽了农户在家门口的增收致富
渠道。

“咱家的菜都是自家生态大棚
里种的纯绿色无公害蔬菜，你们就
放心吃吧！”依托乡村生态旅游，前
杨木村村民吴桂清建起生态大棚，
开起农家乐，一年接待游客数千
人。吴桂清说：“守着大清河和风光

秀美的小山村，就要打好乡村生态
旅游这张牌。”

吴桂清靠生态园吃上“旅游
饭”，只是前杨木村乡村旅游蓬勃
发展的一个缩影。“前杨木村要成
为农民致富的帮手，更要成为村民
的摇钱树。”前杨木村村党支部书
记周兴民说，今后村里将以建设美
丽乡村为平台，发展农村旅游，拉
长 产 业 链 ， 增 加 村 民 就 业 创 业
渠道。

“我们村通过旅游文化品牌建
设，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改观，先后获
得铁岭市宜居乡村、辽宁省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示范村等多项荣誉。”张
相镇石家堡子满族风情村党支部书
记贾文江自豪地说。

张相镇石家堡子村保持着浓厚
的满族民俗特色。石家堡子村因地
制宜，大力发展满族风情产业，建立
特色餐饮 10 余家，休闲度假山庄 4
个，还引导农户建设甜瓜采摘园、菇
娘种植园、南果梨种植园、泥鳅繁育
基地和垂钓园。通过文化旅游产业
的带动，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村民
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清河区相关领导表示，近年来，
清河区大力提升美丽乡村内涵，使
美丽乡村建设向更深层次、更广范
围、更高水平推进，让更多“环境美、
产业美、精神美、生态美”绽放在这
片广袤的田野上。

辽宁铁岭清河区打好旅游牌

民富村美产业兴
本报记者 郑 彬 通讯员 郑美荣

“如果不是实行水肥一体化节水
灌溉，这么干旱的天气，庄稼灌溉
都成问题，生态林和草原灌溉根本
不能保障，麻烦就大了。”一项节水
技术的推广，让甘肃省张掖市民乐
县永固镇南关村党支部书记丁建泰
感慨不已。

永固镇地处祁连山脚下，平均海
拔2500米，气候冷凉，90%的耕地主
要种植大麦、油菜，经济效益低下，当
地群众把这种靠天吃饭的耕地叫作

“懒汉田”。以前，当地的耕地每亩
100元流转都无人问津，许多农民因
种地不划算，举家外出务工。

人走了，地可不能白白撂荒。为
了破解种植效益低下的困局，民乐县
在沿山冷凉地区的永固镇、南丰镇探
索现代高效农业，从解决农业灌溉难
题入手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实验种植
高原夏菜、中药材、小杂粮和燕麦等

经济作物。
2016 年，当地种植的高原夏

菜、中药材和垄播马铃薯的纯收入
都达到传统作物大麦、油菜的 5 倍
以上。2017年，永固镇种植特色作
物面积达到 4.8 万亩，占总播种面
积的 70%以上。曾经无人问津的土
地也成了抢手货，每亩流转租金达
到340元。

种植结构转型让昔日的“懒汉
田”焕发出新活力，当地干部群众开
始琢磨怎么降低农业成本。永固镇
镇长李国志分析说，如果能对多年种
植单一品种、大量使用化肥的土壤进
行修复，再配合高效节水灌溉，农业
收益会进一步提高，农业成本也会降
低许多。

2018年，永固镇立足生态保护，
整合项目资金，实施高效节水水肥一
体化项目，投入资金 300 多万元，架

设主管 10 公里，铺设滴灌管带 20
公里。

当地种植大户苏彪今年在永固
镇流转土地种植高原夏菜，2500亩
土地全部配套了水肥一体化节水灌
溉设施。“采用膜下滴灌，全生育期
滴水 8 次，每亩地比原先的大水漫
灌节约用水300立方米。”对于节水
灌溉，苏彪经验丰富，高原夏菜每
次灌溉每亩控制在 10 立方米水左
右，土壤可以因良好的休养生息而
得到改良。如果每亩超过15立方米
水，土壤就会板结。

除了节水，水肥一体化设施还
有更多好处。“土壤过湿，也容易滋
生病虫害。湿度控制好后，原来需
要喷洒 3 次农药的农作物，现在只
需要在生长初期喷洒 1 次就够了。”
苏彪说，仅喷洒农药一项节约的人
工和农资费用，每亩每年就有 200

多元，再加上滴灌系统精准滴灌农
药、肥料到作物根部，节约用肥
40%，农药使用降低 30%左右，降
下来的成本非常可观。

随着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设施
的推广，民乐县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
路线日渐清晰。“虽然土地用水量少
了，但每亩地的标准配水量并没有
少，省下的水资源一部分用来灌溉生
态林，服务城镇乡村绿化，还有一部
分进入了水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
易。”丁建泰算了一笔账，如果实施水
肥一体化项目1万亩，将为民乐戈壁
现代农业提供充足的水资源，同时进
入交易平台的水资源将达到 100 万
立方米，产生一笔可观的收益。

丁建泰说，县里可以将这笔收益
作为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的建设资金，
扩大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面积，从而
进入良性循环。

甘肃民乐

“懒汉田”里细算“节水账”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焦德宏

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乡村，一
项以“说、议、办、评”为核心内容的

“村民说事”制度已推行多年。它打
破村民与村干部沟通隔阂，凝聚起乡
村发展的合力，促进了乡村的和谐稳
定，走出了一条集民意疏导、科学决
策、合力干事和效果评估为一体的农
村基层治理发展新路。

象山县开展“村民说事”以来，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8%，
村集体经济收入年均增长12.5%，先
后获评浙江省首批美丽乡村示范县、
省首批“无违建县”。今年上半年全
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318万人次，直
接营业收入 3.35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 18.7%和 18.9%。象山县委书记
叶剑鸣说，“村民说事”最终目标是实
现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自治，共建美丽乡村

这几天，象山县茅洋乡白岩下村
仙岩风景区内，一条160米的玻璃栈
道正在试运营。走在栈道上，一边可
欣赏葱茏叠翠的植被，另一边可俯瞰
蟹钳港的迷人风光。

在象山县推动“全域旅游”建设
的背景下，旅游资源丰富的白岩下村
谋划着自己的角色。在“村民说事”
会上，发展旅游的思路成为村里人的
共识。修建玻璃栈道的 300 万元资
金也很快有了着落：250户村民每户
出资 8000 元入股，上级补助 50 万
元，贷款 50 万元。“干事情，透明公
开，村民支持，大家就有了劲头。”村
党支部负责人说。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象山县一次
次“村民说事”会开到了村民的心坎
里，实现了“替民做主”到“由民做主”
的转变。2010 年，象山县开始在全
县大力推广“村民说事”制度，形成

“说、议、办、评”为一体的制度规范，

实现村务管理、决策、治理、监督全闭
环运行，真正让“百姓明白，干部清
白”。截至目前，“村民说事”制度已
在全县 18 个镇乡（街道）、490 个行
政村全覆盖，累计召开说事会10270
余次，收到各类议题 4.9 万多项，解
决率93.7%。

通过“村民说事”，蜗居高山的
西周镇尖坑村利用闲置农房、宅基
地开发打造山里农家精品民宿村；
石浦镇沙塘湾村81户村民与村集体
签订闲置房屋集中流转协议，先后
吸引多家知名旅游企业投资，去年
该村首个高端民宿集群项目所涉的
20 余户村民拿到了首期房屋租金
170 余万元；贤庠镇沈家洋村将闲
置宅基地、林地和水库出租给枫康
养生园建设现代农业庄园，村集体
年收入增加38万元……

象山县委相关负责人说，“村民
说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
做主的基本方略，把“协商于民、协商
为民”具体化、规范化、制度化，真正
把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落
到实处。

法治，加码“治理有效”

因渔船出海捕捞接连亏损，船老
大提前结束用工合同，导致6名船员
拿不到约定的工资……在石浦镇晓
湾村近日举行的一次“警民说事”会
上，双方争执不下，石浦边防派出所
的民警“村官”和村干部一起依法依
理耐心调解，最终确认工资数额，成
功化解了这起渔区劳动争议纠纷。

今年以来，象山县石浦镇在边防
派出所警民恳谈的基础上，依托“村
民说事”平台，结合“民警任村官”制
度，探索在全镇开展“警民说事”活
动，着力加强各类矛盾和信访问题的
化解。截至目前，该所通过“警民说
事”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0余起，解决

群众求助10余起。
在象山县政法委相关负责人看

来，在党的领导下，政法干警参与到
“村民说事”中，可以使“说事”过程依
法有序开展。今年以来，该县累计开
展“警民说事”百余场次、“法官说案、
检察官说法”20场次；全县综治调解
组织通过说事平台，累计化解矛盾纠
纷1000余起，成功率98.1%。

象山县委负责人说，“村民说事”
是乡村法治的实践平台，通过建立

“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全程参与村
民说事、普及法律知识，让“村民说
事”始终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让群
众在每一项“说事”过程中都能感受
到公平正义，增强了村民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的意识和行为自觉，逐步养成
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
题、化解矛盾的习惯。

涂茨镇针对群访、非访现象，积
极探索信访说事会制度，邀请“两代
表一委员”、老党员老干部、乡贤、公
安、法律人士等组成“和事顾问团”，
以评议组身份主动参与信访说事会，
依法评判上访人诉求是否合理，共同
解决问题。如陈某某两兄弟因宅基
地纠纷持续吵闹上访6年多，涂茨镇
政府协调处理十多次始终不成。最
终通过召开信访说事会，“和事顾问
团”与重点对象摆事实、讲道理、查凭
证，两家人终于签订和解书，终止信
访行为。“和事顾问团”成立以来累计
参与信访说事会 20 余次，化解矛盾
纠纷 13 件、初信初访 5 件。今年以
来，经信访说事会办理初信初访 45
件，办结率达 100%，化解重点信访
积案3件，真正达到“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

如今，象山县的许多基层干部都
有这样的体会：基层治理难，依靠“村
民说事”把道理说透了，讲明了，就能
获得老百姓的理解，许多矛盾就地解
决，信访积案得到逐步化解。

德治，夯实“乡风文明”

不喝单瓶 50 元以上的白酒，不
上鲍鱼、海参、象鼻蚌等名贵菜品
……新桥镇以关头村简办婚丧宴席
为试点，创新推广“三个自己”，即吃
自己养的、喝自己酿的、吃自己种的，
并结合本地农产品特色准备了12套
菜单，杜绝铺张浪费。全镇 28 个行
政村都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以前村
干部劝说村民新事新办，经常被主人
家骂出来。现在村民家里有红白事，
会主动打电话请红白理事会来记账、
监督。”新桥镇相关负责人说。

在象山县，婚丧礼俗整治已从政
府主导走向了群众自律，从关键少数
走向了普通村民。村委会、红白理事
会等组织积极发挥作用，将婚丧礼俗
事宜纳入村规民约。该县推动各村

（社区）修改完善村规民约，引导各村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
约，把婚丧礼俗整治等好风气纳入村
规民约，使之成为村民认可的“公
约”，成为“村民说事”的重要遵循。

建立信用档案，将村规民约遵守
情况纳入农民诚信指数考评和乡风
文明指数考评，强化结果运用，增强
硬约束。涂茨镇旭拱岙村创立“诚信
指数”考评机制，通过村民说事确立
了邻里合作、配合发展等 19 项共性
考评指数和9条差异化奖惩措施，每
季度为村民评分，并依据积分高低确
定村民是否享有村内补助、公共设施
免费使用等福利。

象山县委负责人介绍，将“村民
说事”与村规民约、道德规范、精神文
明等德治建设相融合，实施新乡村道
德提升行动，增强了“村民说事”的道
德底蕴，为自治和法治赢得情感支
持、社会认同，同时也较好地照顾了
人情，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的原则，使乡村治理事半功倍。

宁波象山乡村治理推行“村民说事”制度

村里事“民”做主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俞 莉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

县创新乡村治理方法，

通过推行“村民说事”制

度打破村民沟通隔阂，

凝聚起乡村发展的合

力，促进了乡村的和谐

稳定。开展“村民说事”

以来，象山县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1.8%，村集体经济收入

年均增长12.5%

象山县丹西街道仇家山村举办村民说事会。 （资料图片）

金秋田园美如画

图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金秋梯田。入秋以来，在地

处月亮山腹地的贵州省从江县，水稻陆续成熟，金色的梯田与青山、绿水、吊

脚楼及劳作的村民构成一幅精美的丰收图。 吴德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