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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来 种 地 ”难 题 破 解 有 方
“谁来种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构建现代农业

经营体系，聚焦解决“谁来种地”问题，

提出破题良方。要加快利好政策的落

地见效，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为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解决“谁来种地”问题，要摸清症

结、对症下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

发展，农业经济效益低、农村就业机会

少、基础设施落后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发

展不充分等问题越发明显。农村劳动

力长期大量向城镇转移，出现农业兼业

化、农村空心化、劳动力老龄化趋势，农

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突出。年纪

大的农民种不动地，“80 后”不想种地，

“90 后”不懂种地，“00 后”不问种地，

“谁来种地”问题亟需破解。

农机化快速发展为解决这一难题

提供了动力。我国农业生产已基本实

现“机器换人”，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

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的新阶段。目前，

全 国 农 作 物 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达

73.1%。无人驾驶拖拉机、无人机等各

种智能农机推广应用，正在推动农业生

产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无人化时代，扛

着锄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

方式逐渐成为历史。

“机器换人”必然引起生产力大发

展，进而引发农业经营方式变革。在农

机化的推动下，我国农业生产从一家一

户的小农生产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发

展，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

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发展成

为稳定“农业基本盘”和夯实“粮食压舱

石”的中坚力量，服务带动效应持续增

强。与传统家庭农户相比，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懂经营、懂技术、懂市场，是新技

术新品种的实践者，在稳粮保供中发挥

重要作用。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粮

情。虽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速，

但农业生产仍面临着经营规模小、成本

高、收益低，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生产

智能化转型困难等现实问题。各地还

需要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力度，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发挥农

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带动作用，破解小农

户生产难题。

农业规模化经营不仅包括土地规

模化经营，还要实现服务规模化经营。

土地规模化经营是通过流转土地而形

成的规模化经营。在推动农业生产实

现规模化、机械化的过程中，各地探索

“小田并大田”，破解农村土地细碎化难

题，加快建设土地平整、集中连片、设施

完善、农田配套、土壤肥沃、生态良好的

高标准农田，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服

务规模化经营则是通过为小农户提供

全程托管式服务或者半托管式服务而

形成的规模化经营。农业社会化服务

可使小农户在不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前

提下实现经营规模化，更加符合我国农

业生产的实际。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现代农业发

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面临着农业

基础设施滞后、生产规模扩大难、经营

能 力 偏 弱 等 问 题 。 要 以 小 农 户 为 基

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

服务为支撑，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

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提升家

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生产经营水平，

增强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加强农业

社会化服务平台和标准体系建设，聚

焦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节，拓展服务

领域和模式。还要支持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提供生产、劳务等居间服务，充分

挖潜集体资源经济效益，促进集体增

收与农民致富。

□ 刘 慧
锣鼓起、龙头高，龙珠

旋转顺遂又如意，龙尾甩

出福禄和安康⋯⋯春节期

间，宁波市镇海区村头街

巷一派祥和欢乐。九节长

龙追逐明珠，在人群的簇

拥下翻腾舞动，寓意风调

雨顺、家家平安。

2 月 11 日 ，在 九 龙 湖

镇村民广场，各种颜色的

游龙尽情舞动，时而摇头

晃 脑 ，时 而 奔 腾 游 走 ，变

换 龙 船 、八 字 龙 等 动 作 ，

引 来 游 人 阵 阵 叫 好 。 表

演结束后，所有龙队排成

一字型走入村庄，与村民

和 游 客 热 情 互 动 。 九 龙

湖 镇 村 民 乐 聪 芬 说 ：“ 今

天现场非常热闹，特别有

春 节 氛 围 。 舞 龙 是 我 们

的特色民俗，看到传统文

化这么受欢迎，我感到很

自豪。”

九龙湖镇自古以来便

有 九 龙 化 山 、九 龙 柱 、龙

女献珠等与龙有关的美丽

传说，舞龙也是当地的节

日传统。

“ 龙 是 我 们 中 华 民 族 的 象 征 ，我

们 九 龙 湖 人 对 龙 文 化 的 热 爱 是 刻 在

骨 子 里 的 。 我 们 一 直 坚

持‘舞形塑魂’，传承发扬

民 族 精 气 神 。”舞 龙 队 队

员沈东海说。今年，九龙

湖 镇 不 仅 组 织 青 少 年 和

舞 龙 队 队 员 开 展“ 龙 舞 ”

“旱龙游村”等民俗活动，

还加强互动，让游客亲身

体 验 舞 龙 。 在 舞 龙 队 队

员的指导下，游客们拿龙

头、舞龙珠、甩龙尾，感受

舞 龙 的 文 化 魅 力 。 游 客

于 洋 说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体验舞龙，感觉比想象中

难 ，好 在 有 队 员 们 带 着 ，

让 我 明 白 了 舞 龙 是 一 项

考 验 团 结 协 作 的 传 统 运

动 。 希 望 以 后 有 更 多 机

会 沉 浸 式 感 受 中 华 文 化

的深厚底蕴。”

为 更 好 传 承 发 扬 传

统文化，今年春节假期期

间，九龙湖镇以全域旅游

开发建设为契机，巧妙利

用“ 龙 IP”设 计 打 造 多 样

文创产品、艺术节目和文

旅 项 目 。 传 统 文 化 与 现

代 旅 游 交 融 生 长 、共 同 滋 养 ，推 动 当

地 经 济 发 展 ，促 进 乡 村 振 兴 和 共 同

富裕。

□ 本报记者 刘 瑾

国 潮 赋 能 新 消 费
龙年春节期间，各类国货凭借“国

潮”元素强势崛起。从美食、服装到文

创产品等，国潮带动消费新热潮，传递

出中国经济的强劲脉动。

品中国味道

离春节还有半个月，国货老字号义

利 食 品 的 产 品 销 量 就 出 现 了 明 显 提

升。义利与首都博物馆联名推出的“吉

食行乐”礼盒，不仅糕点口味丰富，还有

切中龙年主题的首博馆藏品铜坐龙元

素。凭借“国潮”伴手礼，义利食品在年

轻消费者中备受追捧。

北京义利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旭升告诉记者，“我们以‘新国潮、新健

康、新鲜感、新口味’为基点，在保留传

统经典糕点的同时，将民族文化、传统

文化中的经典元素与中式糕点进行更

多结合，设计更符合年轻群体消费需求

的中式国潮糕点”。

拥抱国潮，也成为烘焙茶饮行业的

新风向。奈雪的茶携手中国审美宝典

《故宫纹样》重磅推出“香水大红袍”新

春联名系列，不仅涵盖了现制茶饮，还

推出了 9 款零售茶叶新品，满足不同茶

饮消费需求。

不仅线下销售火爆，国潮美食在线

上也广受关注。因创作中式面点“醒狮

酥”在全网走红的佛山厨师陈小东，在

龙年春节前夕再度推出新作“龙狮酥”，

不少网友惊叹“绒毛感都出来了，活灵

活现”；山东青岛“90 后”糖艺师崔久祥

将国风融入糖艺，创作出栩栩如生的糖

龙，精湛的手艺引得网友感慨“手艺人

值得尊重”。

穿中华美服

这个龙年，中式服装穿搭成为很多

年轻人的新年时尚。在北京南锣鼓巷、

天津欢乐谷景区，处处摇曳的马面裙成

为一道亮丽风景。

在 购 物 平 台 得 物 App 上 ，汉 服 头

部 品 牌 织 造 司 的 吉 羊 止 止 马 面 裙 和

舞 法 天 女 马 面 裙 是“95 后 ”“00 后 ”喜

爱的单品。“马面裙成为时尚单品，是

因为当代年轻人喜欢中式结构、设计

和面料。马面裙是一个窗口，映射出

年 轻 人 对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和 中 式 生 活

方 式 的 热 爱 。”织 造 司 品 牌 创 始 人 林

威表示。

无论是马面裙，还是各种国潮联名

商品，“新国风”正成为当代年轻人流行

的生活方式。得物 App 数据显示，2023

年国潮国货消费中，“95 后”“00 后”群

体成为消费的绝对主力，占据了国潮国

货消费的 82.6%。

“国潮”受青睐，关键在于具有优良

品质的国货与源于传统文化的时尚相结

合。曾担任过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的

服装设计师林栖致力于将马面裙技艺改

良应用到当下，“历史沉淀的美要在生活

中被看到，才会有持续的生命力”。

赏传统技艺

过年期间，不少博物馆和商场将

“国潮”艺术节、非遗体验、民俗演艺等

活动巧妙融入参观和消费中，让传统文

化可见、可亲、可传播。

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通州区文化

和旅游局联合举办的“博物馆里过大

年”之运河主题文创大集上，诸多非遗

及文创品牌纷纷亮相。在融今文化公

司精心打造的“赏·时尚非遗”展位上，

扎染、蜡染的布艺作品图案独特、色彩

自然，散发着古朴气息。

这些非遗艺术品经过现代设计改

造，既保留了传统非遗的精髓和独特

韵 味 ，又 融 入 了 现 代 审 美 和 时 尚 元

素，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和视

觉 效 果 。 通 州 区 居 民 王 丽 波 参 观 后

感慨，“创新改良让传统技艺更实用、

更亲民”。

带有新年美好寓意的珠宝玉石、古

法编织品等带有国风元素的商品深受

年轻人欢迎。为应对春节期间消费高

峰，得物鉴别实验室研究员王可留守实

验室加班，“珠宝玉石、文玩手串等商品

预计销量较高”。

“ 近 年 来 ，新 中 式 纹 样 、水 墨 书

法、汉字符号等成为‘Z 世代’喜爱的

设计元素，不仅体现了新一代年轻人

的审美风尚和文化态度，也折射出新

一 代 消 费 者 的 文 化 自 信 和 民 族 认 同

感 。”中 国 美 术 学 院 创 业 学 院 院 长 韩

亮表示。

可以预见，随着消费者对传统文化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持续增强，传统文化

将不断赋能消费新业态、激活消费新

动能。

上图 2 月 12 日，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十字街

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赏夜景、品

美食，感受千年古都的魅力。

张怡熙摄（中经视觉）

特色民俗显魅力

—
—

新春速写

本报记者

郁进东

左图 2 月 14 日，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中洲

公园 30 多万株郁金香迎春绽放，吸引市民和游

客前来赏花，乐享春光，给新春佳节增添了喜庆

气氛。 时补法摄（中经视觉）

2 月 4 日，从北京北站乘坐高铁一

路 向 西 北 ，穿 隧 道、过 崇 山 ，一 个 小 时

便到了河北省张家口市。两年前的这

天，北京冬奥会开幕，张家口承办众多

比赛项目，留下丰厚冬奥遗产。而今，

这里律回春渐，雪落群山，一片银装素

裹，冰雪赛事接续举办，冰雪运动蔚然

成风，冰雪装备产业持续发展，体育文

化 旅 游 多 元 融 合 ，京 张 体 育 文 化 旅 游

带 建 设 带 来 新 机 遇 ，后 冬 奥 经 济 续 写

新篇章。

冬奥场馆再利用

2 月 5 日一早，下了一夜雪的张家口

市崇礼区格外寒冷。位于该区的冬奥村

白雪皑皑，接待中心食堂内却是热气蒸

腾，来用餐的人络绎不绝，大都穿着雪

服、背着雪具，准备吃过早饭便奔向雪场

驰骋一番。

家住北京的李芳洁一家六口来到

冬奥村滑雪度假。李芳洁说：“我们从

北 京 坐 高 铁 过 来 ，到 太 子 城 站 下 车 。

冬 奥 村 这 边 离 高 铁 站 近 ，条 件 也 好 。

这 次 带 着 老 人 和 孩 子 来 ，我 们 定 了 两

个套房，不仅性价比高，还能感受冬奥

氛围。”

张家口冬奥村在建设伊始便主打

中国北方院落布局风格，传统文化融合

奥运精神，采用现代仿木装饰与传统两

坡屋顶相结合的建筑结构。由于地处

山区，冬季气温较低，这里的每个房间

都 配 备 绿 电 供 暖 系 统 ，实 现 温 度 精 准

调控。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冬奥村全部

房 间 的 改 造 提 升 ，构 建 旅 游 业、商 业、

产业、学业‘四业联合’模式，形成了以

旅居康养、研学营地、赛事保障为核心

的业态布局。”张家口奥林匹克公园发

展事业部总监翟若帆介绍。为充分发

挥 冬 奥 遗 产 价 值 ，冬 奥 村 还 推 出 了 滑

雪 月 卡 、次 卡 及 周 边 雪 场 住 滑 套 餐 等

不 同 产 品 ，研 发 康 养 旅 居 短 租 系 列 产

品，建立专职管家团队，24 小时响应客

户需求。

走进冬奥村的房间，智能床格外引

人注目。床上铺着印有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会徽的床品，床铺依循人体工程学

原理，可自由升降，在不同使用场景下为

人体脊柱提供支撑，分散身体压力。翟若帆说：“北京冬奥会

期间，运动员们睡的就是这种床。如今每位入住的游客，都

可以体验到科技感满满的智能床。”

翟若帆告诉记者，冬奥村全部房间目前均已投入市场运

营，累计接待游客近 5 万人次，周末、节假日入住率可达 65%

至 70%。同时，冬奥村还开通了周边雪场直通车，提供太子

城高铁站接驳服务。作为国家、省市运动员的赛训保障基

地 ，冬 奥 村 2023 年 共 保 障 了 40 余 支 冬 季 、夏 季 赛 训 队 伍

食宿。

2 月 5 日下午，客人们陆续来到张家口冬奥村接待中心，

“大碗吃着才香”“再来一碗”⋯⋯大家对杀猪菜赞不绝口，接

待中心内充满了欢声笑语。“我们把住在冬奥村这边的客

人称为‘村民’。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杀猪菜宴，还有

赏民俗、品年味活动，让客人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翟若

帆介绍。

由张家口冬奥村举办的“雪季乌托邦”迎新年系列活

动拉开帷幕。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乘地轨缆车来到顶峰

俱乐部观景平台，俯瞰古杨树场馆群，远眺国家冬季两项中

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一条条雪道如银色巨龙在山间

飞舞。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由顶峰俱乐部、

出发区、滑道区、看台区组成，建筑主体

设计灵感来自中国传统饰物“如意”，因

此被称为“雪如意”。这一设计既体现了

体育建筑的动感，又凸显了中国文化元

素，远远望去如一柄巨大的如意横亘于

山峦间。

兴垣集团是冬奥村的建设和运营

方，北京冬奥会闭幕之后，一直致力于探

索场馆再利用，打造集研学、康养、赛事、

度 假 等 于 一 体 的 体 育 、文 化 、旅 游 目

的地。

兴垣集团体文旅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 营 销 策 划 部 负 责 人 王 剑 坤 介 绍 ，

2023 年 ，集 团 对 国 家 跳 台 滑 雪 中 心 进

行改造。配套建设咖啡廊并新建 LED

大 屏 ，丰 富 完 善 服 务 功 能、会 议 功 能、

观览功能和配套餐饮，形成了以会议、

会 展 、庆 典 为 主 的 业 态 布 局 。 2023 年

这里举办了首届“雪如意”启春节等各

类活动 50 余场，承接省市级赛事 40 余

场 、国 家 级 赛 事 7 场 ，累 计 引 客 约 25.8

万人次。

“除了承办赛事活动，我们还把‘雪

如意’婚庆列入冬奥场馆赛后利用业态，

明确了以‘雪如意’草坪区、‘雪如意’顶

峰俱乐部、如意广场为主的高端婚庆场

景，吸引适婚青年到这个具有中国传统

元 素 的 场 地 体 验 独 特 的 浪 漫 。”王 剑

坤说。

“冬奥场馆是丰厚遗产，赛后利用

一直广受国内外关注，我们目前的探索

虽然富有成效，但还面临建设资金压力

大、维护成本高等难题，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张家口市发改委后奥运经济发

展科科长刘爱民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围

绕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充分发挥冬奥会

带动作用，为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活力。

冰雪装备大发展

2 月 9 日，农历除夕，位于张家口市

万全区冰雪产业园区的张家口科万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依然一派繁忙。

棒 球 帽 、帆 布 鞋 、阔 腿 裤 、黑 框 眼

镜 ⋯⋯科万公司创始人王珏正在与员

工商讨春节期间冰雪装备的销售策略。

“我原本在北京工作，平时酷爱滑雪。一

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滑雪装备制造行业，3 年前辞掉工作，

来到张家口创业。”王珏告诉记者。

科万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9 月并入驻张家口冰雪运动

装 备 产 业 园 ，拥 有 自 主 滑 雪 运 动 品 牌 ，主 营 产 品 涵 盖 雪

板 、雪 服 、雪 鞋 、碳 纤 维 头 盔 等 滑 雪 装 备 及 冬 雪 夏 训

产品。

采访过程中，王珏多次谈到“热爱”。“因为自己热爱这项

运动，所以想坚持做下去。不少用户喜欢我们公司的产品，

这个春节我们安排专人值班，商品不停发，直播、仓库、物流

等工作人员也坚守岗位。”王珏说。

当被问到为何选择落户张家口，王珏给出了自己的答

案：“首先是因为冬奥会，张家口的冰雪场馆在圈内有名

气，来滑雪的游客多，市场十分广阔；其次是这边的产业

园区产业链比较完善，成本也低，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初创

公司。”

张家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政办副主任申春梅介绍，

张家口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首期开发示范区占地 435 亩，总

建筑面积 24.7 万平方米，总投资 11.42 亿元，主要分为轻型装

备生产区、重型装备制造区、办公研发综合服务区、冰雪运动

展览中心四大板块。 （下转第二版）

后冬奥经济谱新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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