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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空心化”问题是个老问题。如何精准治理“空心村”，以释放土

地存量、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推进乡村振兴，各地有各地的做法。对经济

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来说，这是一道难题。地处塞北的河北省赤城县云州

乡就是一个刚刚走出贫困、正在奔向富裕的乡镇。他们是怎么解答这道

乡村发展难题的？

推进城镇化过程中，

“空心村”治理难题愈加

凸显。解好这道题，关乎

乡 村 振 兴 。 河 北 赤 城 云

州 乡 的 探 索 ，具 有 启 示

意义。

“ 空 心 村 ”整 治 不 仅

是一个“拆”字。“空心村”

虽然“空”了，但它凝结着

许多人的乡愁，寄托着外

迁 农 民 的 情 感 。 因 此 ，

“空心村”拆迁整治必须

见物见人，既要充分考虑

对当地村民的实物补偿，

也 要 考 虑 他 们 的 情 感 需

求。云州乡干部说得好，

“有时看似是在拆房子，

实 际 上 拆 解 的 是 家 庭 矛

盾”。因此，“空心村”整

治 更 需 要 用 情 用 心 。 既

要 从 土 地 和 房 屋 的 角 度

去布局思考，也要体谅外

迁农民的感受，尽可能做

好思想沟通。“拆”是解决

“空心村”问题的最后路

子，但在“拆”之前，我们

一 定 要 充 分 了 解 农 民 意

愿，做好群众工作。

“ 空 心 村 ”治 理 关 键

是完成产业“填充”。云

州 乡 坚 持 故 土 新 业 谋 振

兴，令人振奋。村庄空了，归根结底是无法让村民

充分就业，过上好日子。要让村里“不空心”，当然

是发展产业，以乡村产业做好填充。云州乡的实

践说明，乡村产业发展要做好加法。其中，发展农

业产业园区整治“空心村”是重要抓手。这也是换

一种发展思路，以工业化思维推动农业和农村发

展。此外，云州乡还探索出挖掘当地就业潜力的

好办法，即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作用，尽可能安置

当地劳动力，持续向内发力。公益性岗位促进了

农村就业，安置了当地农民，助力更多人实现“故

土新业”。此举不仅将闲置劳动力变成了乡村振

兴的力量，还让更多人在故土上找到了人生新

天地。

随着社会发展，小村走向大村，农民走进社

区，越来越多人将会告别山庄窝铺，这是城镇化发

展的必经之路。解答整治“空心村”这道难题，任

重道远，仍需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努力探索。

故土新业谋振兴

魏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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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一杯水、半杯源赤城”。河北赤城县

是 北 京 重 要 的 水 源 涵 养 功 能 区 和 饮 用 水 源

地。云州乡位于赤城县北部，辖 29 个行政村和

68 个自然村，是赤城县地域面积最大的乡镇。

近些年，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农

村人口结构失衡，住宅人走屋空，许多村落成

为空心村。这不仅影响了乡村人居环境、造成

农村土地资源浪费，也极大制约着农村经济发

展。在实现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如何有效治理

空心村，成了一道必答题。

经济日报记者日前深入云州乡采访发现，

当地立足自身实际情况，优先考虑村民需求，以

“联村并建+易地新建”方式治理空心村，改善了

乡村面貌，使这个塞北乡村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清旧拆废畅民心

几年前的一次入村调查，让如今的云州乡

党委书记靳卓佳印象深刻。在那个只剩下五

六位老人居住的小村庄，一位村民突发疾病，

情况危急。正在走访的靳卓佳赶紧将病人送

往医院，转危为安。“当时幸亏我在，否则后果

不堪设想。”从那时起，让百姓搬出空心村的念

头在靳卓佳心中愈发强烈。保障老百姓的安

危，成为这个相对贫困的乡镇开展空心村治理

最直接的促动力。

2018 年，河北全面推动空心村治理工作。

已经陆续做过一些入村调查的云州乡，又历时

一年，对辖内全部 29 个行政村与 68 个自然村开

展了一次系统的搬迁意愿和补偿方案摸底调

查。最终，他们在制定出搬迁方案的同时，出

台了详细的安置补偿标准，并成立空心村治理

工作队展开逐户测算和补偿方案落实工作。

其中，9 个行政村和 8 个自然村成为空心村重点

治理对象，共涉及 352 户。

这项工作并不好做。

“有一次，我们在冬天去一个叫各撩湾的

自然村，道路条件很差，车只能开到行政村，然

后再步行 3 公里。村里早无人烟，满是齐膝深的

荒草和积雪。计算补偿金额时，连一张桌子都

找不到，只能趴在地上写，人冻得浑身发抖。”

云州乡空心村治理工作队队员侯文告诉记者。

由于许多自然村地处偏远、人口稀少、交通和

通讯条件落后，给工作开展带来许多不便。

艰苦的条件还能咬牙克服，牵涉到补偿方

案时，群众工作尤为难做。

云州乡根据前期摸底调查情况，为需要搬

迁的村民提供了集中安置与货币安置两种自

愿选择方案。村民考虑最多的还是补偿费用

问题。由于早年宅基地审批不规范，导致部分

宅基地实际面积与房契标注面积不一致、宅基

地无房契⋯⋯村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诉求。

对此，云州乡严格执行既定补偿标准。宅基地

首先考虑房契标注面积，若无房契则以实测面

积为准，正房分 4 类、小房分 3 类、圈舍分 4 类，

根据村民的宅基地或房屋情况对号入座，给出

相应的补偿方案。“一开始部分村民接受不了，

我们就反复上门做工作，给村民详细讲解补偿

标准的依据。”云州乡党委副书记孙晓姝说，经

过不懈努力，许多曾有异议的村民在搬迁安置

协议上签了字。

村民还担心补偿安置中受到不公正对待。

对此，工作队严格确保相关工作公正透明。“补

偿标准面对所有人，不存在暗箱操作，不怕群

众围观。我们会把最终补偿结果在村里张贴公

示，让大家心里有数。发放补偿金是通过银行

账户转账，杜绝现金补偿可能存在的问题。只

有公道办事，大家才愿意配合。”靳卓佳说。

空置房屋背后所涉及的人际纠纷同样复

杂。村庄内部分房屋在老人去世后长期

无人居住，补偿安置工作启动后，为争取

补偿金或安置房，老人子女间矛盾很容

易激化。

“有时看似是在拆房子，实际上拆解

的是家庭矛盾。”靳卓佳说，为顺利开展

工作，乡里在选派工作队员时，特意从

司法所抽调人员全程参与，调解邻里纠

纷、化解村民矛盾。

王 喆 是 来 自 司 法 所 的 工 作 队 队

员，“我们遇到过房屋卖出后，原房主

子女听闻补偿政策后去讨要房子的；

也遇到过房屋主人去世，子女对于安

置方案不能达成共识的。我们一般会

从法律和人情两方面做工作，把相关法

律规定讲清楚，与他们真情沟通，只有

极少数情况会建议他们通过司法程序

解决问题。”王喆说。

颓 圮 的 院 墙 旁 、旧 宅 前 、老 屋

后 ⋯⋯都留下了云州乡干部职工测面积、

调纠纷、解难题的身影。“除 2 个纯货币安

置的行政村外，其余 7 个行政村与 8 个自

然村中，空置户共 302 户，其中已坍塌无法

居住户 22 户、未坍塌但长期无人居住户 250

户、空闲宅基地无房屋户 30 户。”孙晓姝道出

的这一连串数据，凝结着工作队员无数心血和

汗水。目前，除少数几户暂未拆除外，其余均

完成拆除，顺利安置。

联村并建起新居

4 幢簇新的居民楼伫立在一片宽阔平整的

土地上，红白相间的墙体上嵌着明亮干净的玻

璃窗，尖顶上的金属瓦片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

辉⋯⋯在云州乡集中安置区内，居民楼旁还有

一栋 3 层高的便民服务中心，外墙上“云舒锦

苑”几个亮红大字格外醒目。整洁美观的建筑

与远山相映成趣，为云州乡增添了一抹亮丽的

色彩。

“‘云’代表云州，把集中安置区命名为‘云

舒锦苑’不仅表达了对搬迁群众的良好祝愿，

也体现了不断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奋斗

方向。”孙晓姝告诉记者。

根据《河北省“空心村”治理工作总体方

案》，空心村治理方式主要包括易地新建、联村

并建和整治提升。云州乡空心村治理主要采

取了“联村并建+易地新建”模式。联村并建，

指对于布局分散，且总户数或常住人口较少的

村庄，向具备较好发展潜力的中心村或邻近村

迁并；易地新建，指对空置率在 50%以上且不具

备基本发展条件的村庄，拆迁后安置到县城或

乡镇的集中安置区。

云州村是云州乡第一大村，常住人口 1516

人，基础和公共设施完善，紧邻 239 国道，距赤

城 县 城 15 公 里 ，交 通 便 利 ，具 备 较 好 发 展 潜

力。根据这一情况，安置区的建设地址被选在

云州村南面。

云州村的这处集中安置区采取的就是“联

村并建+易地新建”。其中，后沟窑村是云州村

下辖的一个自然村，全村常住人口仅 20 人。依

据向邻近村迁并的治理原则，实现了与云州村

的联村并建。而对与云州村距离较远的 6 个行

政村和 6 个自然村来说，集中安置区则属易地

新建。

“集中安置区建在云州村旁，一是考虑

到安置区可以共享云州村的基础设施，二是便

于整合资源和力量重点发展这个集中村。”靳卓

佳说，集中安置区项目规划用地 84.75 亩，目前

已建成的一期工程占地面积 23.7 亩，建筑总面

积 16895.56 平 方 米 ，建 成 七 层 电 梯 住 宅 楼

4 幢，共 9个单元 192套。

今年 71 岁的西沟窑村村民任翠梅通过抽

签，分到了一套位于顶层的 75 平方米的两居

室。“我住进来后很满意。”任翠梅的老伴王君说。

集中安置区的房屋在建成时进行了简装，

村民只需自购家具即可入住。“要不是村子拆

迁，真没想过能住上楼房。新房每平方米只需

2300 元，我们的拆迁补偿款不仅可以全额抵扣，

还多出 2万多元。”任翠梅说。

为让村民们住得舒心，云州乡在安置房保

障设施配套上下了一番功夫。“拿安置区的取

暖来说，这里烧的是电锅炉，成本比县城集中

供暖高，但收费与县城一样。一个供暖期下

来，政府要补贴 50 多万元。”孙晓姝说。

安置区的便民服务中心在照顾村民需求

上发挥着核心作用。在便民服务大厅，可一站

式咨询办理民政、社保、医保等业务；阅览室、

棋牌室、乐器室、多功能厅等活动场所一应俱

全，不仅让村民们享受到文化服务，还帮助他

们适应新的社区生活。

便民服务中心还配套了一间 70余平方米的

卫生室，这让西沟窑村的代理村医徐林金轻松

不少。“过去行医时，为了不遗漏病患，经常背着

药箱满村跑。现在诊所开在村民楼下，方便多

了。”徐林金说，卫生室配备了常用药柜、床位和

基础检测设备，满足了一些基础疾病的治疗条

件，提升了安置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安置区留守老人较多，缺乏家庭养老基

础。对这一情况，便民服务中心设置了日间照

料中心与社区大食堂，“为小区的老年人提供

个人照护、保健康复、休闲娱乐等日间托养服

务，在社区大食堂为老人办寿宴，都是我们对

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探索。”孙晓姝说。

就业增收是关键

从空心村搬到安置区让居住环境大为提

升，可如果没有稳定的收入保障，漂亮整洁的安

置房就会徒有其表。只有让搬迁村民收入有保

障，才能切实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但安置区内老年人居多，如何保障他们的固

定收入？这成为云州乡面临的一道难题。

“我们家再也不吃低保了。”村民王君告诉

记者。王君和老伴搬迁前以务农为生。虽然承

包了 20 亩地，但大都是条件较差的坡地，且每

年只能种植一季，效益并不好。“村里人少后，

野猪成患，庄稼常被毁掉。”长久劳累让 73 岁的

王君有些力不从心。恰逢空心村治理，王君和

老伴把一部分土地流转后搬入安置区，老伴还

被安排在小区清洁公益岗。如今，老两口每月

都有稳定收入，生活舒心又惬意。

近年来，云州乡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为劳动

能力较弱的贫困户提供了包括护林员、巡河员

和保洁员等在内的一批公益岗位。如今，为做

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

作，公益岗位也适时调整。对于搬到安置区的

不再具备护林与巡河条件的村民，转换为安置

区绿化、安保两种公益岗。“这种转变不仅可以

使村民参与到安置区的建设管理中，也是防止

一些重点人群返贫的有效措施。”靳卓佳说。

除了安排公益岗位，如何通过发展产业帮

扶 村 民 致 富 是 实 现 空 心 村 治 理 的 根 本 和 关

键。这对于面临着产业基础薄弱与产业单一

困境的云州来说，是道很难的考题。再难也要

做，云州选择了“分步走”。

蔬菜种植和中药材种植是云州的传统产

业。对于安置区内具备一般劳动能力的村民，

云州乡先在传统产业上想办法。云州乡在安

置区附近配套了产业园区。2020 年 8 月，由乡

政府申请 569 万元扶贫资金建设的设施蔬菜基

地正式竣工，全部投入使用后，可解决六七十

人的就业问题。

走进产业园区的暖棚，青翠茂盛的油麦菜

和茼蒿长势喜人。大棚承包人陆雨告诉记者，

“每棚蔬菜产量在 1500 公斤左右，品质不错，基

本不愁销售”。“活儿不累，中午管饭还有休息

时间，离家也近。”住上楼房的村民冯亮通过安

置区产业园的专岗指标实现了再就业，在大棚里

负责除草、摘菜等工作，每月能有 4000元收入。

除了产业园区，空心村复垦后的土地也计

划投入到种植业中。“大棚种植蔬菜和部分水

果，其他旱地可以种植中药材。”靳卓佳说。最

近，西沟窑村党支部书记王建国正盘算着旧村

复垦的后续工作。西沟窑村作为云州乡唯一

整村搬迁的行政村，已完成拆迁工作。他计划

开春后把村里土地平整好，在土壤肥力达标后

集中流转出去。“复垦的土地属于村集体，我们

会充分听取村民的意见，在大家达成一致意见

后流转给种植大户，不仅能带动村民就业，还

能增加集体收入。”王建国说。

对于新产业和新出路，靳卓佳也有思考、

有规划、有憧憬，“我们紧邻的 239 国道是‘京蒙

通道’。而且，云州的资源禀赋较好，旅游资源

丰富，会逐渐走上产业转型道路。一旦旅游业

发展起来，可以拓展原有种植产业的盈利空

间，带动更多村民就业”。“我们会把空心村治

理当做一项长期性工作，久久为功，用切实的

工作成绩助力乡村振兴事业。”靳卓佳对未来

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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