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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空心村治理的目标和对象与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基本一致,虽然二者提出的背景和时间节点不

同,但二者在本质上相通｡特别是美丽乡村建设对于空心村治理有重要的意义｡黄石市美丽乡村建设在村庄规划､生态

农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益事业及土地流转方面有一些好的经验｡其中一些有特色的做法,对于湖北省空

心村治理有启示作用,即治理主体的合力､农民主位的重视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要素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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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最先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出现了中国特殊的农民群体即农民工｡随着 90

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化,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多,民工潮是 21 世纪初中国的热点社会现象｡截止 2012 年,农村土地抛荒十分严重,三

农问题也日益成为我国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掣肘｡虽然自 2005 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新农村”的概念,并连续每年出台中

央对农村的一号文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在较大程度上阻止了三农问题的进一步恶化｡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遗留的三农问

题十分突出,尤其是“空心村”问题突出｡当前,学者们从地缘学､经济学等视域对“空心村”作不同的界定,姜绍静､罗泮认为“空

心村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变迁的阶段性外在表现,‘空心’并不一定是一种空间形态,而是土地､人口､经济､社会､文化

等各要素偏离和谐‘运行轨道’的结果,是农村多要素‘空心’的综合,是农村社会‘生态失衡’的体现,是未来新型农村的孕育

者｡”
[1]
在笔者看来,空心村的实质表现是人员空心化､产业空心化､基础设施空心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空心村问题的形成,总体上

是改革开放中国城市化进程衍生的,具体是我国早期的二元经济结构､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三农捆绑

催生的结果｡解决三农问题重点是空心村的治理｡

党的十八大召开,习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美丽中国”的概念,“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而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建设是美丽中国的应有之义｡至 2013 年,中央对农村的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美丽乡村”的概念,并明确其

奋斗目标｡随之而来的美丽乡村建设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王卫星分析“美丽乡村建设重在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

综合整治工作｡”
[2]
空心村治理和美丽乡村建设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虽然空心村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时间节点不同,且美丽乡村

是官方解释而空心村治理是学理解释,但二者在治理与建设的目标和内容上基本一致｡空心村治理的目标也是实现美丽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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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人员空心化､产业空心化､基础设施空心化及公共服务空心化等是实现美丽乡村的基本路径；美丽乡村建设是对空心村治理的

进一步深化,并且在时间上与新农村建设对接,向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迈进｡

一､空心村治理对美丽乡村建设的意义

(一)通过空心村的综合治理,对于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的新水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涉及农村､农业､农民,更重要的是让农民对农村新居有认同感,对农业收入有满足感,对农村的生活有幸

福感｡因此,在“十三五”的攻坚阶段,加大对空心村的治理力度,努力建成生态高效农业,并贯彻绿色､共享的理念,完善农业供给

侧结构改革,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努力做好农村宅基地的有偿使用和土地流转工作,促进农业规模效益的转化；努力建成“洁､绿

､亮､美”的美丽乡村,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切实让农民依恋“山清水秀”的幸福家园｡

(二)通过空心村的综合治理,对于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的新水平,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乡一体化反映了城乡差别的逐渐缩小｡按照城市化发展规律,如果我国城市化率达到70%,将有5亿农民还生活在农村｡因此,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要特别重视“三农”的现代化发展｡针对一些农村公共产品服务(燃气､管网､通讯､文化等)及基础设施建设

(路､水库､农田等)的空心化现象,努力做到城乡统筹,让农民切实感受到出行和生活的方便与舒适,能享受到城市化的成果,体现

农民的生活不比城市人差的获得感｡

(三)通过空心村的综合治理,对于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的新水平,还原农村“绿水青山”实现农民美好的生活愿望具有重要的

意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要顺应自然规律,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生态破坏,让人们

对宜居家园产生恐惧｡通过空心村综合治理,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努力种树､栽花､种草､清理垃圾､洁净水,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农业

园､农家乐､蔬菜园､果园､及休闲旅游村等,使美丽乡村成为农民宜居宜业的家园和城市人休闲旅游的乐园｡

二､黄石市美丽乡村建设的特色和经验

黄石市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特色:其一,美丽乡村及美丽乡村示范带的建设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截止 2016 年,黄石市共创建

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34 个､省级宜居村庄 27 个,省级生态村 17 个,市级美丽乡村 50 个及美丽乡村示范带 1 个(父子山美丽乡

村示范带)｡

其二,美丽乡村建设模式有多样化特点｡从美丽乡村建设的历程中,逐步探索形成了几种有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东角

山模式”(企业领村)；“八角亭模式”(合作社领村)；“姜福模式”(政府引导村民自治)；“上冯模式”(社会共建)；“沼山模式”

(乡村旅游)等｡

其三,因地制宜拓展美丽乡村的生态农业､休闲､观光｡依托龙凤山度假村建成 1 个国家级休闲农业示范点；依托龙凤山､秀水

湾建成 2 个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四星级单位；把大冶陈贵镇打造成湖北旅游名镇；把阳新县阳辛村､大冶市坳头村建成旅游

名村；重点投入建设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9 个；在大冶､阳新美丽乡村建有农业观光旅游的 33 家星级农家乐｡

其四,突出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统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农村蓄水和饮水及污水工程；公路村村通工程及客车通

运行；农村电网改造工程等,通过城乡统筹,落实了 59.5 万农村居民和 25.9 万农村师生安全饮用水的问题；通过城乡统筹,改造

升级县､乡镇公路 177 公里,建成村级公路 1708 公里,实现公路村村通､客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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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依托各地文化特色打造文明村镇,提升农民文明素养｡利用大冶刘仁八镇的红色文化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利用阳

新的剪纸､布贴艺术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利用大冶的传统文化赛龙舟活动提高农民的精神文明素养｡在乡镇政府党组织领导下,

组织开展“文明村镇”､“平安乡村”的评选活动,评选文明村镇 200 多个,评选文明户 3 万多户,美丽乡村农民素质不断提高｡

黄石市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经验:其一,突出示范带的功能,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突出示范带动､典型导向,着力抓好两大片区

的建设,建好美丽乡村｡一是重点抓“两镇一区”示范带建设｡从 2011 年至今,结合“四化同步”试点镇建设,整合涉农项目资金

10亿多元,集中连片建设市开发区大王镇､太子镇和金海管理区70个美丽乡村,分别实施了父子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一期､河金省

道改造､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建设､农村电网改造､学校危房改建等一系列项目,培育了马家湖千亩蔬菜基地､下堰湖千亩苗木基地､

金海万亩白茶基地和太子万亩油茶基地,逐步将“两镇一区”打造成精准扶贫样板带和美丽乡村体验带｡二是突出“两区两带”

建设｡2015 年,我市印发了《关于建设老区库区精准扶贫示范带和美丽乡村展示带的指导意见》(黄办发〔2015〕46 号),围绕以

316 国道为连接的 4个贫困的老区库区乡镇———阳新县王英镇､三溪镇和大冶市刘仁八镇､殷祖镇(“两区两带”),积极打造精

准扶贫示范带和美丽乡村展示带,带动 1.2 万名贫困户脱贫｡截止目前,“两区两带”公路建设累计建成 316 国道 16.86 公里,完

成 68%；建成三王线 11.15 公里,完成 86%；村庄整治完成平改坡 2.18 万平方米,完成 88%；“三改”工作完成 4111 户,完成 77%；

村庄绿化完成 1000 亩；殷祖镇北山生态旅游登山步道项目已建成；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建成万亩油茶基地 1 个,千亩蔬菜基地 2

个,千亩吊瓜基地 1个,千亩特色林果基地 1 个｡

其二,坚持生态立市,积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保护农村生态环境,解决农村脏乱差的问题,我市按照生态立市的要求,以农

村生态建设,来带动美丽乡村建设｡一是以“三万”活动为抓手,推进乡村保洁｡2013 年我市开展了以“整治村庄环境､建设美丽家

园､促进生态文明”为主题的第三轮“三万”活动｡全市投入资金 2.96 亿元,清理垃圾 9.4 万吨,新建垃圾中转站 33个､垃圾填埋

场37个,配置垃圾箱(桶)､手推垃圾清运车,落实保洁员4340人,评选出文明乡村235个､十星级文明户2.3万户｡二是以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为抓手,推进乡村保洁｡按照“五年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总体要求,我们积极开展植树造林､绿化乡村｡2014 年至今全市

新增造林面积40多万亩,创建绿色示范乡村70个｡森林覆盖率由26.8%提升至33.2%｡三是以完善长效机制为抓手,推进乡村保洁｡

截止目前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0%,实现行政村保洁全覆盖｡大冶市､阳新县财政每年分别预算 2000 万元,黄石经

济技术开发区每年投入 500 万元用于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集中处置和长效保洁｡现在,村民感慨:湾子水清了､树多了､灯亮了､

村美了｡

其三,注重农村文化设施改造和建设,提高新型农民精神文明水平｡按照“物的新农村”与“人的新农村”齐头并进的要求,

大力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据统计,2014 年至今我市已将 300 个农村祠堂改建

成文化礼堂｡一是明确建设标准｡以有一个礼堂､一个阅览室､一套文化展版､一支广场舞队伍､一套文化牌匾､一个文化活动广场､

一套体育器材为基本建设标准,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二是加大政策扶持｡按照市､县两级分级负责的原则,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

整合涉农项目资金1000万元,对每个考核验收合格的农村文化礼堂给予不低于1万元的奖补资金｡三是注重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农

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引导以群众为主体自愿自建､自管自用,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全市组织开展座谈会､报告会,

举办学童开蒙礼､敬老礼､成人礼等活动,推动核心价值观传播入脑入心｡

其四,加大社会共建力度,化解美丽乡村建设资金制约瓶颈｡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投入多,战线长,

仅仅靠政府的投入是有限的｡在工作中,一方面加大对上争取和本级财政投入力度,另一方面注重引导社会力量出资､出物､出智参

与美丽乡村建设｡通过组织召开回乡创业座谈会､评选全市返乡创业标兵等措施,引导和发动在外发展的社会成功人士回乡创业,

为家乡建设作贡献,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一大批在外创业的成功人士主动返回家乡,积极建言献策,踊跃捐款捐物｡有的无偿

捐资家乡基础设施建设,建学校､修路渠､筑塘堰；有的主动帮扶家乡贫困家庭,为他们送钱物､改危房､解难事；还有的回乡办企业

建基地带领乡亲致富,为家乡劳力提供就业岗位｡如大冶市金湖街办上冯村冯声波捐资 2000 多万元将家乡打造成生态旅游村,大

箕铺镇顶枥垴村曹祥金无偿捐出 800 万为村庄修桥补路､改水改厕､建楼修阁｡

其五,坚持农旅产业融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当前,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已从农民的副业变成了农村的新产业态,从市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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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安排变成经常性的生活方式,从农业部门的一般性工作变成了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

遇｡近年来,我市以生态农业为基,以农耕文化为魂,以“相约美丽乡村品味四季乡韵”为主题,先后举办了保安桃花节､铁山槐花节

､白沙金银花节､枫林油菜花节､茗山玫瑰花节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推动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产品变商品,带动农

民就业增收｡去年全市农家乐共接待游客 50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 20 亿元,实现了旅游和农业的深度融合｡

三､黄石市美丽乡村建设对湖北省空心村治理的启示

(一)因地制宜科学制定美丽乡村规划,强化湖北省空心村治理

为了防止“摊大饼”式的农村建房而浪费农村土地,因地制宜规划美丽乡村,黄石市有一些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值得借鉴｡如以

企带村的“东角山模式”､通过合作社带动的“八角亭模式”､突出农民自治的“姜福模式”､发动社会力量共建的“上冯模式”､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堰畈桥模式”､发展乡村旅游的“沼山模式”等｡湖北所辖市县有平原､山地､丘陵等,美丽乡村建设要依托

各地地形环境特点建设规划,既不浪费资源又能彰显各地特色｡宜居的美房､环境,能吸引返乡农民就业､创业,弥补农村人员的空

心化｡

（二）以绿色发展为理念促进一二三产业为重点,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强化湖北省空心村治理

绿色农业及农业现代化是解决农村产业空心化及湖北空心村治理的关键｡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发展农村清洁能源,把农业“三废”(秸杆､粪便､垃圾)变成“三料”(燃料､肥料､饲料),达到“三净”(家居净､庭院净､生产净)的

目标｡通过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完善市､县､乡镇三级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信息平台｡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打造畜禽､水产､食品饮料等“产业链”｡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支持农民发展

农家乐,鼓励发展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核心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聚集村；大力推广大冶“八角亭模式”,鼓励在适宜区域发

展以拓展农业功能､传承农耕文化为核心,兼顾度假体验､科普教育的休闲农庄｡建立农业产业链与农民利益联合机制｡美丽乡村建

设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发展｡一是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加强 12316 三农综合信息服务｡二是加快推进“互联网+农业”发展,大力

扶持湖北盛丰､落落菜篮网､湖北鑫东､大冶汉商､食真田园等农产品电商企业｡三是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扩大合作社､家庭

农场､龙头公司+基地的规模和数量｡

(三)以城乡统筹为重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强化湖北省空心村治理

以城乡一体化政策为导向,落实城乡基础设施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统筹,建设好美丽乡村,从而解决湖北空心村治理的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空心化问题｡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实施农村路网改造升级工程,巩固和提升“村村通客车”活

动成果｡同时,统筹城乡用水､蓄水及排污的建设改造工程｡二是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普及农村学前教育,突出抓好幼儿园

建设｡深入推进“四化”乡镇卫生院和“五化”村卫生室创建活动｡全面实现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全覆盖｡三是深入推进精准

扶贫｡确保 2017 年湖北省率先实现全面脱贫｡四是全面整治农村环境,建设美丽宜居家园｡

(四)美丽乡村建设要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强化湖北空心村治理的主体作用

农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内生性动力,政府服务和社会帮扶是外生性力量,内在力量起决定性作用｡一

方面,农民要承担主体责任,另一方面,政府管理和服务要调动农民主位的积极性,发挥其主体地位的作用｡一是发挥农村基层党

组织的作用,做好先富农民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担负主体责任,捐钱修路､盖房或建养老院等｡如黄石大冶有一些先富农民捐资 1千

万用于美丽乡村建设有很多｡二是政府要用好惠农的激励政策｡特别是加强惠农资金的整合,把大部分惠农资金要整合到美丽乡村

建设的大事上｡三是政府要引导社会资本对美丽乡村的建设｡通过农民主位及政府支持和社会力量帮扶,形成美丽乡村建设合力,

有效促进湖北空心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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