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魏董华

　　老台门里的咖啡馆、村屋改造的书
屋，老式的手扶拖拉机，路边播放的“绍
兴莲花落”……行走在江南水乡绍兴市
越城区鉴湖街道坡塘云松村，潺潺小溪、
秀竹、古道搭配着种种艺术文化元素，吸
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我们希望用艺术的表现手法来赋
能乡村振兴。”坡塘村党委书记罗国海
说，据史料记载，坡塘村村名出自范蠡的

《养鱼经》，村里有两处范蠡筑坝遗址“断
塘水坝”和“黄庙水坝”。
　　“如果千村一面，很快会使游客索然
无味，村子就不可能持续发展，只有独特
的文化资源，找到差异化、个性化市场定
位，才能吸引游客。”罗国海说。
　　村民沈菊英结合村里的历史文化研
究出几道特色菜，她经营的“云上小馆”
节假日日均营业额可达 3000 元左右，
和她一样开农家乐的还有 5 家，生意都
很不错。
　　“因为村里环境改善，近两年有 80
余名村民回村居住或创业，占全村人口
15% 左右。”从国外回乡创业的陈军在
村里经营一家迷你儿童游乐园，他说，每
天游乐园的收入已经超出了自己的预
期，接下来准备做民宿。
　　罗国海说，现在坡塘村已成为近郊
游热门目的地，假日客流大增，吸纳农村
闲置劳动力 220 余人，2021 年村集体
经营性收入突破 200 万元，同比增长
25%。
　　“鉴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名气越来越
大，加上我们街道还有邵力子故居、陶成
章故居、秋官里进士牌坊等人文景点，慕
名而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我们抓住机
会开了一家特色餐馆。”越城区陶堰街道
浔阳村党总支副书记李建祥介绍，这家
餐馆以当地优质河鲜为特色菜品，由村
集体负责经营，现已解决了 8 名闲置在
家的村民就业。
　　“目前，辖区印染、养殖等污染企业
已经全部搬出。”浙江绍兴鉴湖省级湿
地公园管委会专职副主任、陶堰街道党
工委委员傅良亮介绍，通过几年的努
力，包括鉴湖湿地在内的全域环境得到
保护和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来，我们今后将在文
旅融合发展上做文章，拉动当地村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
提升。
　　记者了解到，绍兴各地围绕乡村振兴，唱“文旅融合”大
戏的已不在少数，并且还闯出一片天地。如柯桥区稽东镇利
用红色研学之路等人文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实现村民
家门口就业，带动村集体经济消薄增收；新昌县外婆坑村通
过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光卖玉米饼一年
销售额就达 2000 多万元。
　　截至目前，绍兴全市共有景区村 1146 个，“文旅融合”
下的乡村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由此带来的经济
效应也不断显现。2021 年，绍兴市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达
285.9 万人次，占全市总游客接待数 10.3%，实现旅游经营
总收入 29.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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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宁都县小布
镇大土楼村 72 岁的烈士
后代吴传寿家珍藏着两
张照片。一张是 10 年前
他在自家土坯房前拍的，
身后是裸露的土墙、逼仄
的木板门；另一张是他和
现在住的二层半小楼的
合影，身后是贴着瓷砖的
外 墙 、双 开 的 铝 合 金
大门。
　　“过去全家 5 口人挤
在不到 50 平方米的土坯
房里，每逢雨天就睡不踏
实，怕屋倒了。现在家里
楼上楼下共 8 个房间，多
敞亮！”吴传寿说。
　　“ 10 年前，大土楼
村如其名，全村 195 栋
房中有 185 栋是土坯
房，其中不少还是 20 世

纪 30 年代建的。”大土楼村村支书刘星星说。
　　大土楼村是赣南乡村的缩影。这里处处
浸润着红色的记忆，也曾深陷贫困的泥淖。
2011 年，赣南 171 万农户中 40% 以上仍住在
土坯房里。
　　 2012 年 6 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
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不到
1 个月后，大土楼村就启动土坯房改造。
　　“村庄怎么规划”“户型怎么设计”“外墙用
什么颜色”“每户补助多少钱”……镇村干部、
赣州市建筑设计院派来的专家和村民们一起，
先后开了 10 多次会，一一商议，还征求了在外
务工村民的意见，最终确定方案、启动改造。
　　 10 年一瞬，山乡巨变。
　　一栋栋土楼被推倒，一栋栋新楼拔地而
起。如今，包括大土楼村在内，赣南 69.52 万
户近 300 万群众的危旧土坯房早已完成改
造，一个个村庄焕然一新、一排排新房鳞次栉
比、一户户家庭圆了安居梦。
　　记者来到大土楼村，眼前是一栋栋黄色
外墙、黑灰屋檐的楼房，水泥路通到村民家的
门口，路两旁栽种着金桂、香樟等花木。村口
的一座牌楼上，“大土楼新村”5 个大字遒劲
有力。“在村口牌楼上题写村名时，大伙提出
加上一个‘新’字。我想，这既是和过去的告
别，也预示着新生活的开启。”刘星星说。
　　如今的大土楼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
旅游村，村里开起 20 多家农家乐和民宿，山里
的茶叶、蜂蜜、笋干等土特产被销往全国各地。
　　“最多时这里一天接待了上万名游客，当天
镇上农家乐的青菜都卖光了。”小布镇党委书记
许德洋说，村民人均年收入 10 年来翻了 3 倍。
　　大土楼村中央，一座新建的公园中，今年
栽下的 18 亩荷花已吐新绿，不久后朵朵花蕊
将盛放。
　　吴传寿说：“未来，我们的日子将如荷花
一样美好！”  （记者李兴文、郭强、黄浩然）
         新华社南昌 6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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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昆明 6 月 23 日电（记者杨静）辞
去城市工作的赵全康，走在花香满巷的雁塔
村，似乎找到了自己的“诗与远方”。作为一名
乡村职业经理人，他喜欢上了在家乡与土地
和人打交道的日子。
　　乡村职业经理人是指懂乡村产业管理和
经营服务的人，他们要系统谋划村民增收、乡
村发展等工作。26 岁的赵全康大学毕业后，
在丽江古城工作。然而，他不时想到家乡———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县街街道雁塔村。
　　 2019 年，中国农业大学与昆明市政府
签订协议，实施“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实验”，
雁塔村成为首批试点村之一：狭窄逼仄的老
屋被翻修，泥泞的土路被水泥路、石板路取
代，村容村貌开始改变。
　　一次偶然的机会，赵全康接触到中国农
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
小云的团队，深入沟通后，他于 2021 年 3 月

回村竞聘乡村职业经理人，凭借对村子
的热爱和对未来发展的深入思考，成功
应聘。
　　李小云表示，要培养农民自己的职
业经理人，把产业链和利润留在村里。
　　实验区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多是外出
又回村的年轻人，他们熟悉村庄文化与
环境，对乡村运转规则却比较陌生。中国
农业大学“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实验”团
队发挥高校的“智力”优势，将学校对村
庄的摸底调研结果分享给乡村职业经理
人，并安排导师对其进行政策、项目实施
等培训指导。
　　如今，赵全康对村子发展的方向更加
明晰：组建文旅公司，盘活专家工作站、乡
村大舞台等，并招募专业运营团队，制定
实施村民增收、产业增效的措施。
　　“核心是要做好招商、运营、管理等

工作。”赵全康说，在各界合力之下，已引入
11 家商户进驻，部分村民也加入创业队
伍。端午假期，3000 多名游客来到花巷雁
塔，体验包粽子等文化活动，带动雁塔村收
入超过 5.8 万元。
　　“我们将村民自主创业和商家经营纳
入集体经济发展规划中，通盘谋划。”赵全
康说，村里的文旅公司 2021 年 6 月成立
以来，集体经济收入超 69 万元。
　　据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唐丽霞介绍，中
国农业大学已在云南培养了约 20 名乡村
职业经理人，通过他们的带动作用，当地村
子初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距离昆明市九乡风景区几公里外的
宜良县九乡乡麦地冲村，特色民宿引人注
目，彩色水稻长势正旺。曾经污水横流、禽
粪遍地的村子，现在是“网红打卡村”。从云
南农业大学毕业的田玥，2022 年成为麦

地冲村乡村职业经理人。
　　田玥说，过去村民并未享受到旅游红
利，加之耕地少，大家多靠外出务工增收。
在李小云等专家的建议下，他们把村内居
民家的烤烟房等闲置设施进行流转或折算
入股，将其改造成民宿、会议室、餐饮店，形
成与彩稻观光相配套的新业态。
　　“2022 年初开始分红，群众每股分到
500 元，最多一户分到 5000 元。”中国农
业大学教授、乡村职业经理人指导老师董
强说，2021 年麦地冲核心实验区的民宿
半年营业额达 25 万元，餐厅、农家乐、土
特产等销售收入接近 50 万元。
　　李小云认为，乡村要振兴必须依靠人
才，营造好吸引人才的环境也很重要。可
喜的是，不断有大学毕业生加入团队，社
会力量也参与到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养
中来。

云南多地联手高校培养乡村职业经理人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赵鸿宇）“今年我
种的小麦平均亩产 1200 多斤，每斤卖出的
价格是 1.6 元，一亩地收入近 2000 元，种植
了 500 亩，有近 100 万元呢。”职业农民梁立
峰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贾宋镇武庄村种植
基地掰着手指头说。
　　梁立峰今年 42 岁，对农业机械情有独
钟，在他的基地内，植保无人机、自走式喷药
机、自动喷灌设备等有序摆放。“从种到收，有
的找专业农机组织，有的使用自己的设备，全
程都是高标准机械化。”梁立峰说。
　　这些设备不便宜，种地要投入很多，为什
么不用人工呢？原来，梁立峰有记账的习惯，
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从后往
前打开，上面写着植保无人机价格 4.5 万元，
性价比高。
　　梁立峰说，用植保无人机打药，每天能作

业 500 亩，至少是人工效率的 20 倍，流
转的耕地当天就能完成作业，利于农作
物生长，省钱省力省心，综合算下来很快
就能“回本”。
　　记者看到植保无人机价格后面，还
写有自走式喷药机，上面标着一台 5 万
元、补贴 1.5 万元。他说，这个属于植保
机械，政府有补贴，现在只要是对提升农
作物品质有帮助的机械，都会有计划、有
步骤地购买。
　　南和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办公
室负责人刘斐说，为满足广大农民机械
化生产的需要，相关部门对从事农业生
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买的部
分农机设备，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这在
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购买农机的
热情。

　　在笔记本中间，梁立峰记录着从冬小
麦种植时到收获前后的各项支出：深翻耕
地 30 元，玉米秸秆粉碎 12 元、旋耕两遍
65 元、小麦底肥 160 元……“记录好什么
日期进行什么田间管理，花费有多少，每一
步都心中有数，也能对每年的情况进行比
较，适度调整田间管理策略。”梁立峰说。
　　南和区部分种粮大户称，今年尿素价
格上涨较快，比 2021 年每吨价格高 1000
多元，但因为相关部门给予了补贴，对部分
药物等也进行了免费发放，加上今年粮价
较高，种粮效益依然不错。
　　梁立峰说，相较于分散种植，他可以直
接联系厂家，种子、农资、技术服务等方面
能享有折扣，比如小麦种子，他每公斤 4
元可以买到，而市场上需要 5 元，小麦收
割可以 40 元一亩，而普通农户需要 60 元

左右。“集中耕种后，各项投入成本能降低
10% ，之前的田间小路也成了耕地，粮食
亩产平均增加了近 100 公斤。”
　　从梁立峰账本中，记者一项项算下来，
减去地租、农资、田间管理、人工成本，每亩净
利润有 300 多元。“怎么样，不比城里人赚得
少吧。”梁立峰说，这还只是种植小麦的。按照
惯例，种玉米的纯收入每亩要比小麦多 100
元左右，全年预计收入 40 万元问题不大。
　　南和区区长张守锋说，南和区农民合
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较快，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朝着规模化、组织
化、专业化方向转变。当地一方面加大对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训力度，提升他们各
种技能，一方面组织农业、科技、金融等部
门为农户提供“上门服务”，真正实现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河北，一位职业农民的“种粮账本”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向定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场硬仗。记者近日在贵州省贵阳市采访
了解到，当地正以治房、治水、治垃圾、治厕所、治风“五治”
工作为抓手，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实现新变化。
　　一段时间来，在贵阳市修文县龙场街道放马坪村，村党
支部书记李国文对“治房”工作中的宜居农房建设，一度心
存异议。
　　“要是请代建单位，推进速度可能大不一样。”一遇上街
道党工委委员徐雷，他就抛出自己的见解。
　　“老李，现在我们做工作，不能大包大揽，不能以项目形
式发包建设就完了，一定要把老百姓的主动性调动起来。”
徐雷耐心地解释道。
　　在随后一同走村串户的过程中，一处处乡村建设的火
热场面，一个个群众投工投劳的身影，让李国文的认识逐渐
有了转变。
　　来到村民周芳敏家中，用水泥修建的院坝中间晒着麦
子，周边用红砖砌筑的围墙内，栽种着蔬菜。
　　“听说政府有补助，我们就自己动手改造了。”周芳敏笑
着说，现在村里到处整治得漂漂亮亮，就像公园一样。
　　“她家院坝原来是牛圈，粪污横流。”村党支部副书记徐
柏万告诉记者，在宜居农房建设中，当地给予农户砖、沙、水
泥等原材料一定补助，待后期改造完成验收后，还会分级奖
励，群众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激发出来了。
　　记者漫步时看到，一栋栋亮丽的房屋掩映在小果园、小
菜园和小花园之中，有的人家还把石磨等老物件用于庭院
改造，脏乱差的居住环境不复存在。
　　“想改成什么样，全看群众个人意愿。”徐雷说，在整个建设过
程中，他们杜绝“穿衣戴帽”、流于形式，而是因地制宜“梳妆打扮”。
　　在村医方仲玉家，他请的三名工匠正按照设计砌围墙。
干了十多年泥水匠的王彬说，今年自己尤其忙碌，简单的装
修活，村民自己可以干，但涉及一些创意造型，还得找他们
这些有经验的师傅。
　　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的效果明显。据现阶段建设预算，修
文县有 1566 户在进行宜居农房建设，以户均 9000 元建设
成本计算，如果群众投工投劳，在确保施工质量和标准前提
下，户均可节约成本约 20% ，因此当地可节约资金约
281.88 万元。
　　数据显示，今年贵阳市在宜居农房建设中，仅农房风貌
整治就要完成 10000 户。贵阳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此过程中，将把“群众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满意
不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

尊重民意好“梳妆”
贵阳推进宜居农房建设见闻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齐雷杰、刘桃
熊）“我们今年购买了 200 多头奶牛，还新
建了 3 个养殖大棚。”今年，交通银行
1000 万元的“奶牛贷”，让河北省石家庄
市藁城区奶牛养殖户底荣刚扩大养殖规模
的梦想变为现实。
　　河北是乳业大省，奶牛养殖在石家庄、
张家口、衡水等地形成了集群优势。奶牛养
殖牧场面临着母牛购置、饲料季节性批量
采购等资金需求，但牧场缺少实物资产抵
押，融资渠道受限。
　　“‘奶牛贷’无需抵押物，贷款年利率
4.1%，贷款期限长达 3 年，跟养殖场生产
周期匹配，中间不需要再倒贷，能极大缓解
资金压力。”底荣刚说。
　　“奶牛贷”是河北省金融机构创新金融

服务、赋能乡村振兴的一个产品。交通银行
河北省分行营业部总经理金德凯介绍，银
行跟君乐宝、蒙牛等企业合作，由企业推荐
牧场清单、提供牧场真实经营数据，银行据
此为牧场提供贷款，并通过企业对牧场的
日常管理协助控制经营风险，牧场的奶款
作为还款来源。
　　按照这一模式，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
为唐山和衡水蒙牛项目分别审批授信额度
8000 万元、5000 万元，为石家庄君乐宝
项目审批授信额度 1.5 亿元。一批养殖大
户通过“奶牛贷”获得贷款，增加了流动
资金。
　　遵化市朱山庄村是华北重要的蒜黄生
产基地，全村从事蒜黄种植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有 80 多户，年产蒜黄 9000 多万

斤，产品畅销京、津、冀等地区。
　　针对蒜农普遍无有效抵押物、大蒜
采购季节性强等特点，交通银行推出“蒜
黄贷”产品，通过“整村授信”模式，为蒜
农提供资金支持。蒜农在家通过手机，即
可完成贷款申请、提款、还款等操作。
　　去年，“蒜黄贷”项目投放普惠涉农
贷款 2939 万元，支持了 46 户蒜农。今
年，“蒜黄贷”项目授信额度增加 到
8000 万元，预计可投放贷款 5000 多万
元，为 60 多户蒜农提供支持。
　　据介绍，为服务乡村振兴，交通银行
强化考核引导、加快产品创新，推出“奶
牛贷”“蒜黄贷”“甜菜贷”等一系列“兴农
E 贷”产品，为特色产业提供金融支持，
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奶牛贷”“蒜黄贷”：惠农金融活水赋能乡村振兴

  ▲ 6 月 23 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新媒体产业园一直播间，女主播吴家美通过直播方式推销蜡染制
品。贵州榕江县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21 年被列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近年来，榕江实施新媒体助力乡村
振兴行动，征集本土非遗传承人、返乡创业青年、易地搬迁群众、村寨留守妇女等 1.2 万人，提供技能培训、流量扶持等赋能服
务。计划到 2023 年，榕江县将培育本地网络直播营销团队 2000 个以上，带动就业 1 万人以上，新媒体“流量赋能”，实现“新媒
体+产业”，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贵州榕江：新媒体“流量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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