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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咖”为何这么火
乡村是投资的热土，文化、旅游、康养等都可与之碰撞出火花。眼下，各

方参与乡村产业的热情高涨，更多人群奔赴乡村，更多主体看中乡村，必将

引爆更多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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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里喝咖啡，也太惬意了吧。”在

浙江，很多乡村咖啡馆被称为村咖，一时

成为网红店，在社交媒体频频出圈。这让

人感慨乡村的变化，也进一步思考乡村产

业发展的密码。

村咖出圈的背后，是乡村旅游的火

爆。其最大消费群体是喝惯了咖啡的城

市游客，最大经营群体是返乡下乡的各类

人群。很多人来村咖消费，图的首先不是

多好喝，而更多是新鲜独特的乡村体验。

人们向往田园风光、乡土文化、农家美食，

追求优雅放松的乡村慢生活成为一种时

尚。不少地方发展特色化乡村旅游，返乡

在乡人群通过乡村旅游自主创业，为满足

这种时尚需求创造了条件。可见，咖啡馆

能在乡村火爆并不稀奇，田园的颜值和咖

啡的韵味结合怎能叫人不喜欢。

乡村越来越时尚，甚至有的可以火爆

到让城里人羡慕。这离不开乡村价值的

重新发现。乡村，不再只是从事农业生产

的地方，还能提供山水林田的生态涵养功

能、令人向往的休闲观光功能、独具魅力

的文化体验功能。这些功能恰恰是乡村

产业发展的土壤。乡村既是看山望水忆

乡愁的好地方，能养眼洗肺解乏去累，也

是干事创业谋发展的好地方，能发展多元

乡村产业。一些曾经专属城市的新业态

开始在乡村出现。

村咖是乡村经济多元化的产物。村

咖的诞生地大多是经济条件较好、城乡差

距较小的地区。以浙江为例，推开部分村

咖的窗户望去，是丝毫不输城镇的人居环

境，与欧洲农村相比也不逊色。得益于近

年来城乡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农村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持续向好，乡村打通了资源

路产业路旅游路，面貌大为改善、条件宜

居宜业，让人来了还想来。

村咖并非乡村振兴图景上的唯一亮

色，稻田营地、艺术研学等同样在兴起。

这显示出，乡村是投资的热土，文化、旅

游、康养等都可与之碰撞出火花。眼下，

各方参与乡村产业的热情高涨，更多人群

奔赴乡村，更多主体看中乡村，必将引爆

更多新业态。

但也要看到，乡村产业经营方式、产

品结构还较为单一，从业主体多少存在资

源或效率问题。以村咖来说，迅速开花虽

让人惊喜，但要长久生存下去，把新鲜的

流量转化为持久的口碑，还需用心琢磨，

继续在文化内涵、服务设施、功能定位等

方面提升。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我

们 乐 见 咖 啡 馆 这 样 的 消 费 场 景 走 进 乡

村。不过，目前没有村咖的地方，也没必

要一窝蜂地模仿。村咖在一些地方受欢

迎，不一定在其他地方也吃得开。我国村

庄数量多、差异大，每个村庄都有其独特

的自然禀赋和产业现状，发展乡村产业要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化，开发特色资源、特

色产品；突出差异化，把握定位差异，瞄准

市场差异；突出多样化，业态多样，模式

多样。

村咖的出圈也让人思考城乡关系。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乡村多元功能被弱

化，发展也落后于城市。其实，乡村和城

市各具不同功能，推进乡村振兴重点是发

挥乡村所特有的功能。当然，这要吸收借

鉴城市产业发展的经验，但更要注意乡土

味道，体现农村特点，不能照搬照抄城镇

发展模式。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就是城

乡同样精彩，在各具特色、各美其美中相

互赋能、相得益彰，同等服务于人们美好

生活的需要。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选择在城乡中工作和生活。

从 村 超 到 村 咖 ， 人 们 对 于 乡 村 的

关 注 与 日

俱 增 ， 乡

村 的 潜 力

也 让 人 们

感 慨 。 乡

村 振 兴 之

路 ， 就 要

不 断 地 将

关 注 化 为

行 动 ， 把

潜 力 变 为

活力。

当前，吉林、黑龙江等多地综合施策，全面

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

科技会战前不久也发布《东北黑土地保护与利

用报告（2022 年）》，黑土地保护再次受到广泛

关注。

黑土地是疏松肥沃的优质耕地，被誉为耕

地中的“大熊猫”，但是东北黑土地经过长期利

用，已出现不同程度退化，保护黑土地面临严峻

挑战。近年来，黑土地保护相关政策法规接连

出台，2021 年又启动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黑土地保护取得了明显成效，保护性耕作面积

大幅增加，化肥农药施用量持续下降。然而，黑

土地退化尚未被彻底根治。控制黑土地退化，

养好用好黑土地，应以因“地”施“技”为核心，以

提高对黑土地认知和加强科技攻关为支撑，形

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模式、实施机制和

政策协同机制，全力推动黑土地保护进入提质

增速新轨道。

科学认知是养好用好黑土地的前提。东北

黑土地在气候条件、地理分布、土壤类型等资源

禀赋上具有复杂性，在肥力水平、利用方式等方

面存在差异性，退化程度及退化原因也各不相

同，如水蚀风蚀造成水土流失会使土层变薄，缺

乏有机物质输入等掠夺式经营方式会导致黑土

地变瘦，粗放耕作方式等会使土壤变硬。不同

黑土地治理方向也不同，例如，松嫩平原黑钙土

区治理以土壤增肥和消除犁底层为主，辽东丘陵

暗棕壤区以固土培肥、预防低温冻害为主等。全

面把握黑土地不同地域特点，有针对性探索治理

黑土地技术，才能真正有效保护黑土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黑土地保护法

明确提出，坚定向科技找答案、要方法。如何围

绕保护性耕作、地力培育、土壤退化防控等方

面，开展科技攻关与农机装备研发，破解土壤退化技术瓶颈，形成一批针

对性强、效果显著的黑土地保护技术和模式，是黑土地保护的关键。

黑土地保护应充分考虑各地气候、土壤、地形和生产经营等特点，根

据不同类型的黑土地，结合水蚀、风蚀、有机质丢失等区域突出问题，构建

与地理环境特点和农业生产要求相适应的保护利用技术路径，形成适合

不同区域的黑土地保护利用模式。同时，相同的技术应用于不同的对象

时技术内涵也不同，例如，保护性耕作技术有“保水、培肥、防蚀”等不同内

涵，必须根据不同地区培肥或降风蚀等不同治理方向落实技术内涵。

保护利用实践中往往面临技术推广难的问题，如何让技术成果落地

也是黑土地保护必须重视的问题。要建立技术利用实践模式，提高技术

可操作性。推动科研单位联合地方政府建立合作机制，在不同典型区域

建立黑土地保护利用模式示范区，推进高效易学技术模式落地实施。强

化技术研发团队与农技推广部门对接，联合政府、企业、农民建立技术示

范推广联合团队，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培训和指导，保障新技术、新模

式和新装备落地应用。

养好用好黑土地是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主导和协调。黑土

地保护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的主导地位，政府应主导完善技术创

新机制，持续推动中国科学院联合地方政府开展“黑土粮仓”科技会

战，构建科技创新平台，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等集智攻关。还要强化政

府协调机制，提升政策协同化程度，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层级政策

实施的重点，发挥各部门优势，建立黑土区省级政府及县、乡、村黑土

地保护责任网络，引导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技术应用，形

成黑土地保护共同体。

近日，有消费者称，自己与朋友到一

家火锅店就餐，结账时每位被收取10元

饮料费用，而服务员并未提前告知该项

收费。据报道，就餐时被额外收取不知

情费用的消费者大有人在，包括茶位费、

餐具费、包间最低消费等。这种费用其实

就是商家的隐性收费、强制消费行为，涉

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

平交易权等合法权益。相关经营主体应

当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经

营者应尽的义务，对有关收费应当明码

标价，价格合理。有关部门应该持续完

善相关法律规章，禁止经营者巧立名目

对消费者进行不合理收费，加强主动监

管，对经营者强制消费、捆绑销售、不明

码标价的行为及时查处。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