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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江西省浮梁县是全国县域

旅游发展潜力百强县，该县采用

“宅改 + 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用好用活退出的宅基地和闲置

农房，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

民宿经济、文创基地等。 2023 年

以来，浮梁县按照“管改统筹、点

面结合、梯度推进”的思路，努力

在“退”上下功夫、在“整”上出成

效、在“用”上见收益，走出了一

条“环境优美、邻里和谐、资源聚

集、集体增效、农民增收”的宅改

之路，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

劲动力。

2022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

确提出“实施拯救老屋行动”，按

照“政府主导、镇村组织、市场运

作、群众主体”的总体思路，以点

带面、梯次推进，多途径盘活利

用老屋， 因地制宜发展民宿餐

饮、文化创意、农村电商、艺术家

工作室等新产业新业态；或利用

老屋建设养老院、 屋场党建场

所、村民服务中心、民俗博物馆

等设施， 最大限度发挥老屋作

用，激发乡村活力，带动兴村富

民，让闲置的农房唤醒记忆深处

的乡愁与美好。

在有效激活闲置农房的过

程中， 注重为旧时光注入新生

机，在四季田野写下新希望，以

“唤醒老屋”为媒介 ，让城里人

沉浸式体验“田园牧歌 ”的诗意

舒畅 ， 村里人走向文旅休闲旅

游深度融合的致富新路， 城乡

在向往的生活上实现“双向奔

赴 ”。 实际操作中，首先要保障

农民及村集体相关权益， 确保

流转公平正义 ， 建立健全老屋

使用权价值市场化形成机制与

评估机制，严禁出现行政干预 、

低估贱租等损害农民利益的情

形 ； 禁止违法违规买卖或变相

买卖老屋的行为； 老屋流转租

赁期限不得超过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期限。

闲置农房激活， 不仅仅是几

幢农房的事儿，它最终指向的是

乡村和人的全面发展振兴，是丰

富百姓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源头活

水， 还可以让村民通过宅改，感

受到村容村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 使村民们的归属感、 幸福感

满满。 通过农房闲置资源， 改善

村庄居住环境， 大力发展休闲、

度假、 养老等服务产业， 促进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激

励村民主动提升、 适应发展，加

快从传统种地务农向乡村旅游服

务人员蜕变， 为进一步做强旅居

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注入更大

力量。

有效激活闲置农房， 赋能乡

村全面振兴。 各地要结合县域村

庄布局规划 ， 把农村闲置农房

（宅基地） 盘活利用作为贯彻新

发展理念、 探索用地新机制、加

强生态保护、 改善人居环境、推

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积极探

索宅基地使用权租赁、 流转、入

股制度， 进一步鼓励市场主体利

用闲置宅基地及农房发展休闲观

光等产业。 还必须切实巩固农村

房地一体确权登记成果， 持续做

好房地一体宅基地常态化登记，

为维护农民权益、 深化农村产权

制度改革、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赋

能续航。

有效激活闲置农房

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

游德福

乡村民宿应挖掘本土文化

□

李彦臻

近年来，民宿产业发展迅猛，成为发展乡村旅游、助

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然而， 在民宿建设过程中，一

些地方出现过度跟风、缺乏特色等问题，导致民宿建设

同质化严重，影响了产业健康长远发展。

一些民宿在设计和建造上盲目照搬国外模式，本地

特色不足。 中式建筑却大量使用罗马柱、欧式拱门等元

素。 有的室内装饰堆砌舶来品， 与当地文化毫无关联。

一些民宿的服务模式也缺乏当地特色，如千篇一律地提

供西式早餐、下午茶等，无法让游客体验到独特的地域

文化。

民宿建设追求不同风格未尝不可。 学习和借鉴外来

文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本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但若一

味推崇外来文化，不仅会让入住的客人感到违和，还可

能带来文化消费领域的功利主义。

民宿是展示地域文化的窗口， 如果缺乏本土特色，

就无法发挥其传承和弘扬文化的作用，甚至可能会对乡

村文化造成负面影响。 同质化也无法形成竞争优势，难

以吸引游客。

从民宿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应积极鼓

励民宿建设融入地域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引

导设计人员采用直接保护、修旧如旧、新旧共存以及民

宿文化符号衍变的方法进行民宿建筑设计；另一方面通

过不断完善各种形式的引导， 规范民宿建设和运营行

为，提升民宿建设质量和服务水平。

民宿产业要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对乡村生活环境

的各个组成要素精心设计，对本土文化深入挖掘，才能

真正打造出乡村的、 本土的、 特色的民宿体验服务，带

动乡村经济进一步发展。

贵州“村超” 有更多新玩法

□

罗羽

3 月 6 日，贵州“村超”组委会发布消息，2024 年“村

超” 总决赛阶段的比赛将于 3 月 16 日在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开赛，持续至 5 月 25 日，并将有

更多新玩法。

由于参赛球队从去年的 20 支增至 62 支 ，2024 年

“村超”赛事分为 1 月 6 日至 2 月 24 日举行的预选赛阶

段和 3 月至 5 月举行的总决赛阶段。

参加预选赛的 62 支球队分成 10 组，每组取前两名

出线，20 强已全部诞生。 总决赛阶段的比赛将沿用 2023

年赛制，将 20 强分成 A、B 两组，先后进行循环赛和淘

汰赛，直至决出总冠军。

贵州“村超”组委会介绍，2024 年榕江将在办好“村

超” 赛事的同时， 重点办好全国美食非遗足球友谊赛、

贵州———粤港澳大湾区足球友谊赛等赛事。 榕江将合理

安排各类赛事 ， 创新更多新玩法 ，把赛事办到民众

心坎上。

同时，榕江将通过提供“超好吃”美食、提升“超好

住”条件、优化“超好行”服务、推出“超好游”路线等举

措，做好游客、球迷的接待工作，让“村超”新赛季继续

活力四射、精彩不断。

试验田测产 不容弄虚作假

□王少华

据《半月谈》报道，当前，农业试验田测产“一测就

破纪录” 怪象泛起。 一些地方及企业采取种种作弊手

段，以便“测”出对其有利的数据。 科研攻关追求高产当

然没错，但前提是数据真实。 测产弄虚作假，甚至成了

“吹牛大赛”，结果必然是自欺欺人。 试验田测产不容弄

虚作假。 摒弃浮躁之风， 以规范测产回归科研本真，才

能真正发挥试验田的应有作用。

漫谈

把好事实事办到农民心坎上

□

邹翔

全国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

酝酿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

言献策、出谋划策；会场外，各地

网友结合返乡见闻话变化、聊感

受， 畅谈对家乡建设的新期待。

议案提案的高频词和人民群众

的关心事合拍共鸣。

乡村建设是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重要任务，与农民的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 近年来，农村公

共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乡村面貌

焕然一新。 2023 年，全国新改建

农村公路超 16 万公里， 开展清

洁行动的村庄超过 95%，生活垃

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例

保持在 90%以上……一个个数

据，成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有力有效的生动写照。

乡村建设也是国家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既有基础设施

等“硬件”的升级，也有公共服务

等“软件”的完善。 从村级卫生室

实现行政村全覆盖，到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城

乡统一，再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供给日益充足，不断提高的公共

服务水平，让亿万农民生活的获

得感成色更足、 幸福感更可持

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瞄准乡亲

们的急难愁盼问题， 夯基础、补

短板 、强弱项 ，必将进一步提升

乡村宜居宜业水平。

我国地域辽阔 ， 各地农村

的资源禀赋 、功能定位不同 ，决

定了乡村建设要突出特色。 因

地制宜、久久为功 ，推动万千乡

村各展其长 、各美其美，才能打

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

居图 ”。 判断乡村建设好不好 ，

关键要看农民满意不满意 。 从

各地实际出发 ， 从农民最迫切

的需要入手 ， 谋划推动普及普

惠的事，办实事、讲实效，干一

件、成一件，把好事实事办到农

民心坎上， 就能调动广大农民

参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积极性 、

主动性、创造性。

广袤原野上孕育着勃勃生

机。 期待会场内外的“两会好声

音 ”，不断转化为绘就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新画卷的强大动能。

熙熙攘攘的乡村集市里，乡

亲们携幼伴老来赶集，“赶”出一

种热闹欢腾；锣鼓喧天的古老戏

台上， 演员们婉转吟唱好戏连

连，“唱”出一腔乡土情怀 ；觥筹

交错的长桌宴席间，亲朋们欢聚

一堂共享佳肴，“品”出一味烟火

家常。 春节期间，各种形式的乡

村文化产品琳琅满目，唤起人们

的乡土乡情。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

民文化权益，是推动我国文化发

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随着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推进，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不断增

加 ，但高水平 、高品质的公共文

化供给仍相对缺乏。 近年来，各

地在繁荣乡村文化生活上持续

发力，努力以高品质文化产品丰

富群众精神生活，提升乡亲们的

文化获得感。 在浙江，古色古香、

气韵独特的文化礼堂为村民学

文化、树新风提供便利；在安徽，

功能齐备、设计新颖的农家书屋

成为当地村民长知识、闯市场的

“加油站”。 随着各种文化惠民工

程的实施，乡村公共文化设施与

服务不断完善，为村民带来丰富

多彩的文化体验，也让乡土乡情

有了更多切实可感的安放空间。

当前，农村群众文化需求日

趋多样、品位不断提升。 有效解

决乡村文化供给“好不好”“准不

准 ”的问题 ，要进一步挖掘文化

特色，注入饱含乡土味的精神文

化养分，在引发共鸣和共情上下

更大功夫。 比如，一些拥有别样

文化体验的传统村落，吸引了不

少人前去旅游。 今年春节期间，

一些人来到云南深山的直苴村

体验当地彝族民俗。 这里每逢春

节都会举行盛大的“赛装节”。 衣

袂飞扬 、色彩斑斓 ，融合彝族传

统刺绣与现代时尚元素的“赛装

节” 走进越来越多人的视线，频

频登上国际大舞台。 不论是云南

的“赛装节”， 还是贵州的“村

BA”、内蒙古的冰雪“那达慕 ”，

这些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特色

的乡村品牌活动，都找到了传统

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连接点，

让乡土文化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吸引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沉

醉其中。

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

是通过文化惠民，将精神食粮送

到田间地头， 还是鼓励创新，挖

掘乡土文化的发展潜力，都有助

于丰富乡村高品质文化供给。 放

眼未来， 要持续提升软件硬件、

创新内容形式，更好回应广大人

民群众饱满的文化热情，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让乡土文化之美滋养更多人的

心灵。

让乡土文化之美滋养更多人

□

曹怡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