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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基于六盘水“三变”创新改革模式

推动农村生态景观建设
1

范贤坤，余 婷，肖 波

（六盘水师范学院，贵州六 盘水 553000）

【摘 要】：我国是农业文明的古老国家之一，在漫长的农业生产生活中，早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三农——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一直是国民生计的根本，在十九大会议以及相关中央文件中都将全

面深化农村改革作为一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任务。当前贵州六盘水的“三变”改革就是在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部署中，一个经过实践验证，有效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的有效模式。本文以六盘水“三

变”改革促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成果为研究对象，展示和分析了在改革过程中村落景观建设的成效，为我国其他地

区在实施乡村振兴的道路探索中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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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盘水市“三变”改革形成环境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虽然近几十年来我国整体经济向着高速、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但是要实现经济强国的目标，农村、

农业、农民问题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城镇化建设作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途，也是解决三

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2012 年，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一新战略在党的十八大中被明确提出。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文件中，将打造城乡统筹、城乡一体、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城镇化，城市、农村相互促进，

城市带动农村协调发展作为同家的重要战略之一。2013年 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

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提出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城

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

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017年 10月 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

九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 2月 4日，公布了中

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 3月 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在工作报告中说要大

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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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 2015年在贵州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切实做到精准扶贫。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

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

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中央对贫闲山区发展指明了方向。贵州西部六盘水市的大部分乡村，因长期的地域和传统

文化思想的限制，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进一步造成耕地流失，使得农村经济十分落后。在重重困难面前，在国家、地市

等各层面指导下，六盘水市乡村建设通过改变产业结构，改善就业结构及就业形式等，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胆探

索和创新，探索出了一条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即三变改革为主要路径的山区村镇改革发展新思路。

新型城镇化一直是国家的顶层设计和一种战略思考。在改革和探索中总结出新型城镇化应该具有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地

域生产力有效分工的体系、区域特色文化动力要素的彰显、传统特质与乡土文化的留存和传统农民转化为市民等特征。在国家

大力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环境下，六盘水市的乡村虽然没有浓厚的传统历史文化，但有着布依族、苗族、彝族等区域民族

特色文化，如何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浪潮中将本土文化创新并凸显特色，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特色魅力乡

村，这是六盘水市的村规划设计站在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必须思考的核心内容。三变改革成为振兴六盘水乡村发展的特色战略方

针，其中“资源变资产”即“坚持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前提下，开展改革探索促进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通过结合当前农村实

际情况进一步对农村体制机制改革。把全村集体用地，如：山林、土地、水域等自然资源要素通过入股等方式进行盘活，使“绿

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实现土地等资源变为资产；“资金变股金”即在资金的使用性质和用途不改变的前提下，把政府

的各级财政投入到农村的扶贫类及发展类资金量化为村集体或者村民持有的股金，投入到各项经营主体，使农民享受股份权利，

形成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则是农民自愿将个人的资金、资产、资源、技术等入股到经验主体中，参与分红成为股东。

六盘水从 2014年以股权利益带动村民进行改革建设，通过村民及政府结合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平台，结合各村落的自然山体、文

化特色等资源优势、传统农业转化为生态产业化优势、经济组合优势，推动生态农业的产业规模化并形成具有独特的生态农业

景观基地，推动农业与区域文化特色的有机融合，形成优美宜居村庄景观，推动农村山地自然景观的发展形成旅游休憩地，有

效地促进了农村农业生产的增收、村集体经济的增强、农村生态环境的提升和农民生活的提升。

2、“三变”改革下农村景观建设成效

2.1农村景观的构成

农村生态景观是农村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与农业景观的有机和谐共存。我国 5000年的农耕文明，农村是农耕文化的主要

载体，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采用生态农村及有机农业和绿色农业等。其生产技术、模式等也在紧跟时代的发展时衍生出符合

时代的资源整合模式，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资源持续利用，呈现农业生态景观与乡村景观的有机结合，形成良性生态

循环系统。

农村地区的植被、山脉、河流、森林、岩壁、荒漠等构成了农村自然景观，各地海拔、气温、地质等环境因子的不同致使

农村呈现出不同的自然景观一些地区的农村远离城市，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较小，所以很多的自然景观在农村景观中独树一

帜；长期的农耕文化的演变也凝结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这是由人类活动所产生出来具有文明特征的事物，如古建、古迹、

传统风俗、民族区域语言、特色文化、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文景观可以说是人类反正进程中的文化积淀。在漫长的

人类文明进程中，农村的各角落都留下了人类文明的烙印，体现出我国历史文化进程独特的乡村文化景观特别是人类根据自然

界的地形地貌、气候、地质等进行生产活动时形成的生产性景观是最直接地体现人类通过改造自然而获得的成果，并能长期持

续发展而形成的独特景观，如人类改造自然形成的梯田、农业生产基地、经济林、观赏及体验式现代农业基地等等。

2.2 “三变”改革促进六盘水农村生态文化景观建设成效

六盘水作为国家重点扶贫的对象，贫闲人口 41.65 万人，占总人口的 15.67%。为改变困境，六盘水乡村建设过程中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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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探索出“三变”改革创新思路。在践行“三变”改革模式下，六盘水市辖区内的 87个乡（镇、街道）中的 881个行政村，通

过“三变”创新改革建了 29个省级农业园，“三变”创新改革涉及覆盖所有园区。形成集体土地 40.66万亩，集体林地 14.31

万亩，水域 42.44万平米，其中有 161.17万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整合财政资金 7.49亿元，村集体、农户社会资本 60亿元

参与入股，48.74万户农户（其中贫闲户 13.97万户）成为股东，入股受益农民达 160.28万人（其中贫困人口 40.16万人）。

在改革发展中六盘水农村生态文化景观产生了连带作用，山地村庄景观、山地农业景观、山地村落中的人文景观等的建设也在

大力建设，且取得良好的效果。

2.2.1山地村庄景观。“三变”改革促进了六盘水地区山地村庄景观建设。“三变”改革与乡村景观建设发展相互促进、相

互融合。运用“三变”改革思路在山地村庄景观建设得到改善及取得良好效果的有水城县海坪的千户彝寨、盘州市的妥乐村、

六枝特区落别乡的布依族特色小镇、百车河以及舍烹村等。其中六盘水的舍烹村，2012 年改造共 410 户村民，贫困户多达 254

户，占该村 61.95%，涉闲人口 414 人。全村集体资产为 0，村民的收入靠种植传统农业（玉米、土豆、水稻）等农作物，全村

人口的人均年收入约 700元，该村 80%的劳动力外出谋生。在实施“三变”措施后，到 2016年全村共有 486户村民，贫闲户仅

52户，人均年收入达到 12800元，集体资产包括 60万现金和部分股权，无外出务工群体，出现返村迁移现象，村中现有劳动力

就业率达 100%。全村的收入来源由 2012年传统种植（玉米、水稻）与外出务工转变为 2016年的土地固定分红+股权分红+工资

的收入；村庄的基础建设状况也大为改善；2012-2016年全村范围内，从 4.5米宽 1.6公里长的硬化路面提升到 6.5米宽 14公

里长，路灯从 48盏增加到 500余盏现代化节能（太阳能）路灯，停车场从 0增设至 8个，同时建设有各种标准的饭店及宾馆若

干；产业类型由传统种植转为山地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全村资产从 2012年的无资产到 2016年的 60万资金+部分股权，同时建

有地标性标签——国家 4A级旅游景区“三变”改革发源地；村里通过合作社的方式组织农民从 2012年到 2016年创办了普古银

湖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及贵州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引导农民入股，把村庄的林地、山地、工资

资源构建山地特色农业及乡村旅游。该村现已经建成投产的娘娘山国家 4A及农业生态旅游区该村的农业生态旅游区的建成，让

村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使村里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

2.2.2山地农业景观。六盘水市“三变”改革中农旅一体化发展促进了山地农业景观的建设六盘水长期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力

量薄弱，为了发展壮大农村经济，通过将村庄中集体的资源和闲置的资产以及财政筹集的资金，把资金量化为村集体或农民持

有股份等入股到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经营主体中，按股份的方式进行收益分红。利用资源与资金集聚开发茶叶、

红心猕猴桃、刺梨、核桃、杨梅、樱花、商品蔬菜等种植基地，把长满杂草和裸露的喀斯特地貌盖上绿色的植被，各种基地的

开发改变了村庄周围环境，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农业景观。六枝特区落别乡抵耳村将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100 万元，以入股的方式

投资到朝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用于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以投资前三年每年 8 万元保底分红给抵耳村，第四年往后逐年递增 1

万元，递增最高分红点为 15万元，得到的收益村集体占股份 30%、60%用于扶助本村贫闲家庭；六枝特区的郎岱镇将扶贫产业园

种植猕猴桃产业化的 3000 万元的专项扶贫资金，以股份的方式入股到贵州天地人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共建 6000 亩的猕猴

桃种植基地，项 S涉及四个村 2919户、10577人和全镇贫苦户 1755户、4986人，项目覆盖的村集体占股 2%，土地入股农户占

股 10%，贫困户占股 8%，预计项目见效后，土地入股农户户均增收 2055 元，贫困户户均增收 2735元；水塘寨依托“万亩车厘

子基地”及民族工艺，建设特色突出的牛角浪哨文化、滴水剑茶叶主题创意园等多个特色农业观光体验园；落别乡勇祥农民种

养殖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樱桃（车厘子）500余亩，挂果后收益的 70%为农民以土地入股的分红，合作社占 10%，20%为联村党丁委

入股的土地收益，增加到村集体经济中和用于帮扶困难群众；盘县嘎啦生态农庄，以发展生态休闲农业观光为主，分区种植辣

椒等蔬菜以及草莓、杨梅、人参果、葡萄、蓝莓等水果，并在农庄内建有休闲山庄、农家旅馆、农家乐，当地村民及游客能参

与和体验乡村的农事生产生活；水城县 19个乡镇 3万多农户种植有红心猕猴桃，仅水城县米箩镇的润永恒农业基地所种植的红

心猕猴桃每年产量：8000 吨，其收益十分可观，水城县米箩镇俄夏村的村民李如明，将自营承包的三四亩耕地以入股的方式加

入到贵州永悒农业发展冇限公司，该公司在米箩镇建设大型种植猕猴桃基地，其本人投入到猕猴桃基地的种植与管理中，除每

月固定的 3000元工资外，在企业发展初期的前五年，他每年还可以拿到每亩 600元的土地入股红利六盘水结合当前发展定位，

主抓住现代生态旅游综合产业发展全市坚持安全、发展及生态三条底线以生态产业化及产业生态化为发展前进方向，以发展特

色农业为抓手，全市范围内大力发展山地特色猕猴桃、核桃及茶叶等产业。种植各类蔬果及中草药，在境内各乡村继续深化和

优化“三变”创新改革，全力推进脱贫攻坚，优化乡村产业结构。近年来六盘水全市践行“三变”改革，积极有效地推动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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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产业走上规模化及市场化，在此驱动下培育出种养殖业、加工产业、物流等以农业为基础的企业和特色农产品，促进了六盘

水第一、二、三产业的相互兼容发展，并积极带动了该区域经济发展。就农业发展的增加值 2013-2016 年收益的从 58.26 亿元

提升至 125.49亿元，增速连续三年居贵州前列，粮经比则由 2013年的 51：49发展到 2016年的 32：68，农业发展实现了由传

统种养业向特色农业、由产品农业向旅游农业、由规模农业向精品农业的跨越转变。六盘水地区通过“三变”改革，改善水土

流失，改善区域小气候，增加负氧离子，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使贫瘠的山地形成独特富饶的山地农业景观。

2.2.3山地村落中的人文景观。“三变”改革促进了六盘水地区山地村落的人文景观建设。在村集体经营主体建设中，发展

乡村旅游与农业观光与体验新模式，在发展过程中乡村的各种资源相互配合，铸造特色美丽乡村。水城县的米箩布依族特色小

镇及落别乡依托区域民族文化特色，建设文化旅游特色村，以布依族文化元素已建成牛角广场、农事体验馆、民俗博物馆、风

情小镇；水城县玉舍海坪小镇以彝族文化为研发主导，建设有休闲、度假、康体等为一体的彝族文化特色小镇，建有“彝王宫”

“土司庄园”“彝族火把广场”“圣火台”“彝族步行街”“彝族展览馆”以及易地搬迁建成的 23 万平方米 1006 户的彝族村

寨，海坪村主要居住彝族同胞，该村将本民族文化及村里 351 亩集体贫瘠山地及水域以股份形式投入野玉海旅游度假区彝族风

情街，现已经建成 38个院落面积约 19000平方米。海坪村以 30%的比例进行分红（村民及村集体进行共同平分收益），景区占

70%的股份，2015年村集体和村民公分收益 150万元。现六盘水市形成了“乡乡有产业、村村有实体、户户有门路”的格局。在

经营主体开发建设中，把山地村落中的民族文化资源、山体自然资源进行相互融合，形成山地特色的人文景观，让民族文化得

以传承及传播，使闲置资源有效利用，把山地乡村的资源整合创新建设出山体特色的人文景观。

3、“三变”创新改革对农村生态景观发展建设的启示及其价值

六盘水市作为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通过“三变”创新改革，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破解了三农中农村农民、资产及

资源的核心问题。通过创新型建立产业发展平台及多种股权形式，整合了农村分散的各类资源，激起农民自主的积极性，让农

村综合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实施“三变”改革使零散的资源集中化，以企业、合作社及家庭农村等主体经营化，使得经营主体

在经营时对村庄景观建设能从全村整体出发，更加科学合理地结合该村实际情况进行建设。形成促进农民的收入稳定增收、土

地资源的集中助推现代特色农业的持续发展、资金集中及管理主体化助推农村各类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变”改革模式下对现代农业的开发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喀斯特地貌的地理环境，树立了特色乡村形象，促

进当地农业景观建设及旅游村寨的快速发展，有效地激活了农村储存资源，带动农民的增收，有效快速地推动了农村生产生活

以及生态景观建设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三变”改革在践行中也在不断地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也推动了山地村庄基础建设和

景观建设的不断完善，促使村庄成为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增加了当地的农民收入、减少劳动力的流失，也营造出了留守儿童

减少、家庭健康和睦的良好社会氛围。“三变”改革在遵循国家大方针大策略的环境下，依托区域文化特色有效地构建起宜居、

宜游、具有特色乡村生活环境，真正做到了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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