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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3 月 14 日电(记者方问禹)
生态环境改善、乡村旅游勃发、创新创业火
热…… 2003 年，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行动，拉开了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序幕。
十五年间，“千万工程”造就万千“美丽乡村”，

浙江率先走向乡村振兴。

“三美融合”：

生机勃勃 实现超越

沿着鹤溪河一湾碧水溯源而上，漫游依
山林立的宁静乡村，畲乡之窗、云中大漈、绿
道彩虹跑、上山头游步道、红色梅岐、吴布梯
田……一幅幅美丽图景幻现于丽水市景宁畲
族自治县。

凭借美丽乡村风貌与民族风情，“中国畲
乡”发展迎来新机遇。景宁畲族自治县标溪村
村民马志英怎么都想不到，自家庭前院后种
养的多肉植物引来游客流连忘返、频频问价，
如此一项每年带来五六万元收入。

统计显示，2010 年景宁畲族自治县旅游
总收入 7 . 3 亿元，而 2017 年这一数据突破
了 54 亿元。

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再到美丽生
活，“三美融合”下的浙江乡村，生机勃勃。

记者了解，目前浙江全省已创建美丽乡
村先进县 58 个、示范县 12 个，一大批“脏乱

差”的村庄变得“水清、路平、灯明、村美”，焕
然一新。

走进诸暨市浣东街道盛兆坞三村，但见
道路绿化、休闲长廊、亲水平台、公共厕所等
分布有序；村居庭院修葺雅致，苗木点缀。

村口一块巨石上，刻着“超越”二字。村委
会主任阮国祥说，盛兆坞三村过去以矿石开
发为生，村容脏乱，经过系列环境提升行动，
走上一二三产联动的绿色发展道路，实现了
巨大超越。

“千万工程”：

持续接力 升级美丽

浙江美丽乡村的崛起，靠政府“有为之
手”与“有力之手”十余年不懈接力助推。

针对农村人居环境与群众要求越来越不
适应的实际，2003 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
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决策，由此
开启浙江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大行动序幕。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浙江
依托“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等抓手，从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建设起步，不断拓展建设内容，形成了整
体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格局。

据介绍，浙江“千万工程”经历了三个阶
段：2003 年— 2007 年“示范引领”，1 万多个

建制村率先推进农村道路硬化、垃圾收集、卫
生改厕、河沟清淤、村庄绿化；2008 年—
2012 年“整体推进”，主抓生活污水、畜禽粪
便、化肥农药等面源污染整治和农房改造建
设；2013 年以来“深化提升”，启动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攻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试点、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2003 年以来，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把美
丽乡村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和党委政府抓
好“三农”工作的“牛鼻子”，坚持党政一把手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期间，每年召开一次全
省性现场会，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作工作部
署，表彰工作先进县、示范县。

浙江省农办介绍，截至 2017 年底，浙江
省累计约 2 . 7 万个建制村完成村庄整治建
设，占浙江省建制村总数的 97%；生活垃圾
集中收集有效处理建制村全覆盖，11475 个
村实施生活垃分类处理，占比 41%；90% 的
村实现生活污水有效治理，74% 农户的厕所
污水、厨房污水和洗涤污水得到治理。

科学规划：

融为一体 “聚美”效应

杭州市临安区农办主任陈嫩华说，把科
学编制村庄布局和建设规划放在美丽乡村建
设的首要位置，以科学规划引领建设实践，是

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经验。
丽水市副市长、景宁畲族自治县县委

书记陈重介绍，围绕“景宁就是一个景区”
的理念，当地先后编制了《景宁畲族自治县
旅游总体规划》《畲族文化总部规划》《国家
级畲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等 20 余个重
点规划以及畲乡小镇建设规划、畲文化体
验小镇概念性规划。

目前，浙江已全面形成以县域美丽乡
村建设规划为龙头，村庄布局规划、中心村
建设规划、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规划、历史文
化村落保护利用规划四项专业规划为基础
的“1+4”县域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体系。

比如，在村庄布局规划方面，浙江提出
中心村主要建设公共服务中心，吸引人口
集聚、辐射周边村庄；一般村主要实行环境
整治、村庄梳理、有机更新，改善村容村貌；
高山偏远村、空心村主要实行异地搬迁；历
史文化村落主要实行保护修建，促进历史
古迹、自然环境与村庄融为一体。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之际，浙江美
丽乡村建设步入新阶段。目前，浙江有 40
多个市县提出全域旅游发展战略，探索促
进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不断改善，历史
文化传承与现代文明发展有机融合。浙江
省也在研究实施“大花园”建设行动纲要，
谋划在浙江全域建成美丽大花园。

“千万工程”造就万千“美丽乡村”
浙江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15 年，率先走向乡村振兴

右图：全国人大代表次仁措旦建议，进一步加强农牧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提升
农牧区办学条件，解决农牧区师资紧缺问题，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让每一个孩子
学习在学校、成长在学校。 新华社记者刘金海摄

左图：孩子们在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小学上课（2017 年 3 月 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农牧区亟待加强

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近年来，随着各地多措并举推进脱贫
攻坚工作，不少农村地区借助自身优势，创
新乡村产业发展思路，带领贫困村群众走
上脱贫致富之路，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一个个鲜活的样
本。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贵州省委副主委、中
天金融集团董事长罗玉平，在西部地区一些
乡村调研中发现，除了一些找准发展思路实
现成功脱贫的村庄外，部分农村存在“空心
化”、村集体经济“空洞化”的问题。

“一些基层乡村组织财务收支状况混乱，

缺乏有效的审计监督常态管理，村一级组织
对精准识贫、定向帮扶、产业导入以及致富引
领方面，没思路、没办法、没成效。部门农村营
商环境有待优化，不能很好地鼓励、引导中小
微企业参与到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为此，
罗玉平建议要做实做强村集体经济，“空心
村”要有“实心策”，全面优化农村地区营商环
境，引入市场化力量，鼓励企业和村集体成立
股份制经济平台公司，采取“公司+农户”等多
种合作模式，农户可以土地入股，可以承包发
展，也可以在基地劳作，增加经济收入，实现
脱贫致富。

在鼓励返乡创业方面，罗玉平建议，以乡
村为单元，成立返乡创业服务中心，配备村级
就业创业协管员，构建县乡村三级“保姆式”

创业服务体系，以返乡创业激发“三农”动力，
让“外出务工潮”转变为“返乡创业潮”，实现
乡村产业振兴。

在对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工创业的资
金支持上，罗玉平提出，在西部地区广泛开
展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开发出接地
气、低成本、可复制的土地经营权抵质押担
保贷款产品和服务，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
持续加大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力度；向农民

工返乡创业项目提供创业担保贷款，项目
建成后继续享受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建立
返乡创业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轻资产、
快周转”的扶贫车间，优先给予创业担保
贷款，最大程度、更大范围解决“空心村”
的产业、就业难题。

此外，罗玉平还建议，要秉持“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理念成
立平台公司，盘活农村资源，着力构建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形
成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发展新格局。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

“空心村”实现振兴要有“实心策”
罗玉平委员建议做实做强村集体经济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张伯
达、刘彤)初春的陕北高原，寒
风阵阵，凉气袭人。当记者来到
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陕西省
榆林市榆阳区采访时，感受到
的却是“三变”改革后乡村振兴
的活力。

古塔镇余兴庄办事处赵家
峁村是率先进行“三变”改革的
试点村，如今是远近闻名的“明
星村”。村民赵卫军的“农家小
院”，二层小楼室内干净整洁，
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他说，
夏秋旅游季节，他家可以同时
接待 3 户人家休闲住宿。“是土
地流转提高了效益，集体经济
在发展的同时，我们村民也得
到了实惠。”

得益于土地集中连片带来
的机械化、集约化、规模化，村
民刘开富承包了 22 亩流转土
地，种植果树和蔬菜，曾经荒秃
秃的黄土地，如今变成绿树成
荫、果香四溢的“花果山”。2017
年他家的毛收入有 2 . 3 万元，
随着果树即将进入盛果期，他
家的“花果山”将有更大的收
益。

赵家峁村党支部书记张春
平说：“全村共有 171 户 575
人，之前大部分青壮年劳力外
出务工，是远近闻名的省级贫
困村。大家住房都是老旧窑洞，
做饭靠烧柴，吃水也只能是地
下水，耕地全部是不到一亩的
‘绺绺地’。”

张春平说，以土地折股流
转、村民自筹资金发展村集体
经济的“三变”改革是赵家峁由
穷到富的根本，其核心是“确权
确股不确地”：土地“确权”，即
明确土地产权归属，让老百姓
吃下“定心丸”；村民“确股”，即
科学设置股权种类和持股比
例，保证了农民基本权益和未
来发展；“不确地”，就是确权之
后，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集中
进行流转经营，实现了自然人
经营向法人经营的根本转变。

今年 1 月 18 日，赵家峁村
村民凭股权证首次领到了合作
社分红共计 100 万元，人均分红 1580 元，户均分红 4504
元。

榆林市政协副主席、榆阳区委书记苗丰说，“三变”改
革，唤醒了沉睡的资源性资产，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激发
了乡村振兴的活力，一大批贫困落后村庄的面貌彻底改变。

鱼河峁镇柏盖梁村是典型的陕北贫困村。村党支部书
记高治宏说，这个村在改革中设置了人口股、耕地股、资金
股，合作社提取净收益的 25% 为公积金，75% 用于股东分
红。村集体组建股份合作社后，利用新修的 500 亩高标准梯
田建设现代农业基地，种植冬小麦和春小麦，利用石磨进行
传统面粉加工，曾经无人问津的农村“土面粉”身价倍增。

苗丰说，目前榆阳区已经完成了 107 万亩耕地确权登
记颁证，向 7 万多户农民颁发了《承包经营权证》，全区 317
个村中有 100 多个顺利推进“三变”改革，其中 74 个行政村
注册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累计颁发股权证 27201 本，
“三变”改革正成为陕北实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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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王靖、姜琳)全
国人大代表、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市长张晓
兵 11 日表示，进入新
时代，乘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东风，农业、农
村迎来发展的春天。
他认为，农村应围绕
把品牌“树起来”、把
科技“强起来”、把产
业“融起来”等工作，
抓住机遇，聚焦发力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

张晓兵表示，农
村应首先将品牌“树
起来”，将优质农畜产
品纳入商标注册和
“三品一标”认证，同
时还要有支撑品牌的
“两大金刚”，即进行
标准化生产和搭建质
量可追溯体系。这样
才能走出农畜产品出
产不出名、优质不优
价的困境。

科技“强起来”也
至关重要。他建议，基
层应加大科研力度，
提高农畜产品的科技
附加值，拓展产品的
利润空间。此外，也要
注 重 将 产 业“融 起
来”，一方面要将乡村
旅游与农牧业相融
合，另一方面要将电
子商务与农牧业融

合。在融合的过程中，要深化农企利益联结机
制，让农牧民分享全产业链收益。

张晓兵说，还要把农村的资源“用起来”。

“现在农村秸秆资源量巨大，牲畜禽粪便又多
又让人反感。我们可以通过秸秆粉碎还田、过
腹还田、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等方式，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减少畜禽粪
污污染。”

“发展生产的同时也要让农村‘美起来’。”

张晓兵认为，农村宜全面开展“控肥增效、控
药减害、控水降耗、控膜提效”四大行动，减少
土壤污染，节约地下水资源；启动农村牧区人
居环境整治行动，建污水处理厂、设垃圾回收
点、进行旱厕改造、加大绿化美化力度；推进
家风建设，树立文明乡风，让农村山美、水美、
人更美。

品
牌
﹃
树
起
来

﹄
农
村
﹃
美
起
来

﹄

代
表
聚
焦
质
量
兴
农
绿
色
兴
农

右图：全国人大代表向伟艺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乡亲们的期盼和心愿，扶贫
工作是当前的重点工作。基层非常需要愿意扎根在农村的人才，扎扎实实帮助大家脱
贫，让农村发展得更好。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左图：张文妮（右一）在榆树村和乘凉的村民聊天（ 2017 年 6 月 22 日摄）。1990
年出生的张文妮大学毕业后因工作出色，于 2015 年 6 月被选派至陕西延安富县张村
驿镇榆树村任“第一书记”兼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新华社记者邵瑞摄

基层非常需要

愿意扎根农村的人才

3 月 11 日一大早，返乡创业大学生王浩便驱车 40 余
公里前往山东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聂家峪村，忙活起了新
旅游项目的规划。而在过去 1 年多来，这已成为这个“90
后”新农人的日常工作状态。

1990 年出生的王浩，是地地道道的博山人。2013 年从
中国石油大学毕业后，便把目光瞄准了乡村，2015 年创办淄
博奇遇农业有限公司，专为乡村提供规划发展、技术培训、电
商经营、活动策划等服务，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新农人。

“前两年，村里的农家乐发展不顺利，主要还是村民的
意识跟不上，经营有困难。后来村里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
理，让王浩和他的搭档们来帮忙，没想到这伙年轻人真折腾
出了名堂。”聂家峪村村主任黄元才告诉记者，这个 140 多
户的小村庄开发乡村旅游近 3 年时间，发展速度一直低于
预期，经过王浩的奇遇农业一番规划，聂家峪村看到了村民
致富的希望。

“根据聂家峪村的情况，我们在网上建设了一个与之相
同的虚拟村落‘奇遇村’，游客成为奇遇村村民后，就能享有
免费体验新项目、定期参与活动等村民待遇。”王浩说，通过
这一集社交、旅游于一体的规划，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受到
不少年轻人的喜欢，聂家峪的乡村旅游也开始变了模样。

2016 年，村里迎来了第一批“奇遇村村民”，在一场“拯
救地球大作战”的实景游戏中，游客们玩得不亦乐乎。一年
下来，聂家峪的旅游收入就由之前的 60 万元增长至 100 万
元，之前闲置的宾馆常常供不应求。

说起村子这两年的变化，聂家峪村 76 岁的村民阚金生
深有感触：“都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以前根本不知
道怎么发展。王浩说这里空气好、环境好，只要保护好、利用
好，村里就能吃上‘生态饭’。”阚金生说，如今村里的农家乐
升级了，游客来玩的花样变多了，村里杂粮、板栗、樱桃等产
品，还能通过电商销售，“金山银山”已经近在眼前。

口耳相传，附近还有不少村庄主动找王浩合作。目前，王
浩的公司已和博山区 8 个村庄签订合同，十几个村庄正在具
体对接。陶艺讲堂、篝火晚会、山谷音乐会…… 2017 年，王浩
和他的奇遇农业在博山区各村庄里共举办了 40 多场活动。

这一年，年轻的创业团队也在经历成长，团队成员由两
人增至 12 人，其中 4 人还是归国留学生。“这两年返乡创业
的经历对我来说也算是一次‘奇遇’，乡村振兴需要更多新农
人带来新的活力，这是我回来创业最大的动力。”王浩告诉
记者，他创办的奇遇农业有限公司，“奇遇”的含义，就是希
望通过创业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到乡村，为农村发展带来新
的机遇。 (记者邵鲁文)新华社济南 3 月 14 日电

“90 后”新农人的

乡村振兴“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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