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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乡村振兴的途径与政策研究 

魏珊 方冰 童梦思
1
 

（武汉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为实现湖北省乡村振兴，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北省 5个典型村进行了访谈，分析了从村民视野

下湖北省乡村振兴的困局。结果表明，湖北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在经济、文化和生态三个方面入手，三者缺一不可，

其中经济振兴是基础，生态振兴和文化振兴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精神文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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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的 40 多年间，湖北省的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湖北省农村地区出现了相对大城市的衰弱状态[1]，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随着整个社会财富向城市集聚，城乡发展不平衡性开始显现。在城市规模效应的作用下，大量社会财富在城镇集聚并吸

引了众多农村人口到城市寻求工作机会，农民开始向城市转移。农业从业人口减少，引致了农村地区经济停滞不前。 

二是农村领域的各项社会事业出现退步。由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农村出现了许多空巢村、老人村、留守儿童村。农业

生产活动依赖于老人和妇女进行，这种资源配置导致农村地区产出下降。传统农村各种文化活动由于人口减少而出现断层。一些

传统文化由于年轻人不愿意在农村生活而缺乏传承人，开始被时代遗弃。 

三是农村社会生活问题增多。表现在：①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迁出，导致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表现为老龄化和妇幼化，

这种弱势社会特征，让很多犯罪分子有机可乘；②儿童情感教育缺失。由于大人外出务工，儿童大多是由爷爷奶奶照看，缺乏父

母亲情构成了儿童健康成长的重大挑战；③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丢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敬父母是一种美德。随着家庭人口分

离，年轻人在外打工，他们无法照顾自己的父母。 

在此背景之下，进行湖北省乡村振兴政策方面的研究尤为必要，它在理论上，可以丰富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实践上，可以为

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研究方法 

为了掌握湖北省乡村振兴过程中普通老百姓对乡村振兴的态度、看法和想法，实施农村振兴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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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田野调查地点选择 

湖北省处于中国的中部，西部和秦巴山脉相连，中部是江汉平原，南部是丘陵地带，北部是大别山地区，湖北南部是江河纵

横的河流地带。这种地形地貌造就了湖北省农村地区的多元化特点，既有位于山区的分散式的小村落，也有位于平原地带集群而

居的农村；有分散式经营的农村村落，也有几种集约式机械耕作的农村村落；既有以水田为主导的种植区域，也有主要生产经营

旱地作物的区域，还有以山地作物为主要经济作物的区域。这就要求在田野调查中必须兼顾农村的各种状态，尽量让田野调查地

点选择具有代表性。 

为此，在地图上由西往东大致确立了一个调查的区域带，然后在这个区域带中挑选所属的县市，最后在这个县市里挑选一个

村庄作为该地区的代表。在这一过程中，没有选择武汉市，原因在于武汉市从总体上来看，城市化水平已经比较高了，尽管在武

汉市也存在农村地带，但它的乡村特征已经不典型了，所以忽略了武汉市。由此确立了调查的地点。它们的含义见表 1，在地理

上的分布状态见图 1。 

表 1调查地点选择及其样本类型 

序号 地点 代表样本含义 

1 十堰市竹溪县龙坝乡龙家坝村 山区 

2 襄阳市枣阳市杨垱乡官亭村 山区平原结合部 

3 天门市小坂乡罗黄村 平原地带 

4 孝感市汉川县马鞍乡陡山村 平原丘陵结合部 

5 黄石市大冶县灵乡长萍村 丘陵地带 

 

1.2田野调查内容确定 

作为调查的方案，本研究采用目标导向的方法，确立了调查过程中需要征询的核心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要求调查人员以这

些核心问题为主要线索，探寻农村振兴过程中当前农民碰到的各种问题，以及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2]
。详细调查方案的情况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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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调查地点分布 

2 田野调查的发现 

2.1乡村振兴过程的困境 

在经济上，当前农村生活基本上只解决了温饱问题，距离富裕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在访谈中，各个小组普遍发现当前农村的

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一个襄阳访谈者说全家现在都靠他一个在广州打工寄钱回来，但现在孩子上学越来越花钱，去年他爷爷又不

在了，家里农活没得人干，现在自己也愁。 

在文化上，存在很多不健康的活动。农村地区很多人在一起基本都是通过打牌打麻将来娱乐，最后发展到赌博的状态。一个

汉川访谈者说这边没有什么娱乐方式，健身场地没有，老年人活动中心也没有。 

在环境保护上，乡村地区缺乏可靠的环境治理机制。乡村治理的薄弱导致了一些不法分子有可趁之机，他们在乡村地区开展

各种小型污染产业的生产活动，引发了土地和水源污染的现象。与此同时，在乡村地区由于环境保护机制的欠缺，各种生活垃圾

随意处理。一个襄阳访谈者说村里的垃圾没地方处理，现在尤其是过年每家都喜欢用一次性的碗和筷子，也没地方甩，就随便埋

到地里。过年家家都放鞭，放完了也没人管了，就堆在路边，也不好看。 

在基础设施上，建设有欠缺。基础设施欠缺包括水利设施欠缺、生活设施欠缺、文化设施欠缺三个方面。一个襄阳的访谈者

说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也不怎么看书。平时就上网看一些剪头发的视频，看现在流行的发型，学着剪。村里的信号不好，有时候

没有网络信号。 

2.2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带来的问题 

一是婚姻问题。由于大量年轻人口流入城市，特别是女性人口流入城市，导致了当前在农村较多适龄男青年没有合适对象配

对的问题。一个天门访谈者说，像一个村如果有二三十户的话，至少有 10～20个人找不到姑娘。一旦到了 40岁再找不到爱人，

都会不安分。 

二是土地荒芜问题。由于大量年轻人口外出务工，导致农村地区剩下的多是一些老弱病残。这些人口无法耕种所有的土地，

形成了土地大面积的抛荒。一个襄阳访谈者说两个小孩子要上学，镇上学费又贵，孩子父亲就只能跑到广东打工，平常都是自己

和孩子的爷爷奶奶干农活，土地种不了那么多，有些就不管了。 

三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农村的孩子在知识文化和信息的获取上与城里孩子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引发调查对象感慨“寒门

再难出贵子”。一个黄石访谈者说，城市孩子有机会参加各种课外培训，学游泳、象棋，农村没办法，综合素质也提不高，寒门

再难出贵子。 

2.3农民视野下解决农村振兴问题的措施 

为征集普通民众对农村振兴问题解决的看法，调查收集了村民视野下乡村振兴问题的解决思路。这些措施是一些具体的事

务级别的措施，但是真实地反映了村民的感受。 

表 2调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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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目的 核心问题 

1.造成农村振兴环境

困扰的主要类型和对

农民形成振兴困扰的

现象分析 

了解农民对

于农村振兴

的需求 

*当前造成农民经济、文化、生态困扰的种类是什么?其利益受影响的程度怎样?*这些经

济、文化、生态困扰对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了那些影响?*乡村地区的经济、

文化、生态困境的变化有那些?*乡村地区经济、文化、生态困难造成的个人感受是什

么? 

2.乡村地区振兴问题

的引发因素分析 

评估影响当

前农村地区

振兴的核心

因素 

*经济、文化、生态因素困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受影响人口面对这些经济、文化、生

态困境时面临的风险是什么?*这些经济、文化、生态困境因素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序列

是怎样的?*农民为了避免这些经济、文化、生态困境因素，采取了哪些规避措施?*这些

规避措施的效果如何? 

3.对农村地区振兴因

素的改进和评估 

评价和改进

因素的对策

和措施 

*国家和乡镇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进经济、文化、生态环境?*这些经济、文化、生态振

兴措施的效果如何?*受影响群众认为应该采取的对策和措施是什么?*受影响群众提出的

对策和措施的有效性如何，怎样保证这些效果可以实现让所有人都受益的目标?*对于措

施没有覆盖的部分，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 

 

2.3.1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 

城镇老年人口一般被各种养老保障制度所覆盖，在农村养老要依靠土地和家庭。调查小组在征集村民对农村振兴的看法时，

各小组的访谈对象都希望能够获得政府的转移支付，以解决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 

“六十岁以上的每年发点钱，也没有多少”——汉川的一个访谈对象。 

2.3.2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 

这些基础设施包括：①道路户户通，村村通公路的维护等；②设立农村文化娱乐设施，例如健身场地或者广场建设等；③各

种生产和再生产设施，例如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④生活设施的建设，例如生活用水水塔和水网的建设；⑤老年人口活动中心

建设，农村老年人口众多，有一个活动中心，老年人口可以老有所乐；⑥垃圾场所的建立，农村生活垃圾中包含了很多无法降解

的物质，随便丢弃污染环境，需要建立垃圾收集制度，并进行各种软硬件的设施建设，保护好农村的青山绿水。 

“如果文艺活动搞得好，大家就不会去打麻将了，赌博什么的自然就没有了”——汉川的一个访谈对象。 

2.2.3加强学校的师资力量 

村民们已经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未来过上好日子，因此希望农村

中小学能够吸引人才，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 

“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大，越穷的地方越多。我没有切肤之痛，但我作为村里老师看着也无奈。”——黄石的一个访谈

对象。 

2.3.4政府要对各种生态违规违法行为进行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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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地区，很多人抱着天高皇帝远，法律管不着的侥幸心理，在乡村忽视生产的外部性，从事各种高污染行业的生产经营

活动，造成了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需要对乡村出现的这些环境污染现象依法打击，保护好农村的生态环境。 

“村里有个车轮厂，一直偷偷地往河里排工业废水，搞得好好的河现在都黑了臭了，他们往河里排废水也不知道有没有人

管，政府一定要管一下，要严厉地处罚他们，就是特别担心孩子们的健康，家里人天天呆在这种环境里，害怕会出问题”——襄

阳的一个访谈对象。 

2.3.5完整地落实惠农政策 

国家给与农民的各项政策需要落实到位，避免出现各级克扣现象。中央政策到最基层间存在很多环节，有些人就在这些环节

上动歪心思，雁过拔毛，造成了中央给与农民的各项政策不能落实到位，出现农民受损的现象。以至于有些访谈对象说什么都是

假的，从而对政府失去信心。 

“国家政策确实好，虽然落实到我们这里打了折扣，比如说农业补贴，前两年还给很大补贴，今年就没有发了。”——襄阳

的一个访谈对象。 

2.3.6政府部门需要规范自己的行为 

农村土地的流转应该按照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增长的标准，让市场主体在法律规

范的范围内自主决定生产经营的形式和方式，政府部门需要好好呵护市场，让农民能够愉快地经营下去。 

“荒地确实太多了，这也是个实情，那边有人承包土地，然后大队里(村里)只让种粮食，不让种树，就没人搞了”——汉川

的一个访谈对象。 

3 湖北省乡村振兴行动的潜力分析 

尽管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衰弱的迹象，但同时越来越多的积极因素也开始展现出来。 

一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改革开放 40多年，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使得中国政府在解决农村地区包括基础设施乃至社会文

化生活方面有了经济上的保证。 

二是随着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计划的实施，中国东部的传统加工业开始向中国中西部转移。中西部的劳动力在家门

口就可以实现就业，家庭分离的趋势开始逆转。 

三是中国农业机械工业的发展为农业领域大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当前中国的农业机械工业基本完成，各种农业机械和高

效率的农业器具都可以实现生产，这为农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装备和技术基础。 

四是人的素质和能力开始提高。务工人员在流入地多年的就业和打拼，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在“干中学”的过程中，

务工人员的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更好在农村发展提供了智力和技能保障。 

五是科技的进步使得传统的劳动力就业所必须具备的要素——产供销必须严格处于一地的状态发生了改变。柔性生产、网

络销售等灵活就业的工作模式已经成为了可能。很多的工作场景可以转移到本地进行，从而让家庭分离的局面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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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须进行的一项社会发展事业。以此为契机，实现乡村振兴

势在必行，也一定会成功。 

4 湖北省乡村振兴的途径和政策分析 

湖北省乡村振兴包括经济振兴，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三个大要素，它们相互促进和耦合，共同构成了湖北省乡村振兴的完整

内涵。其中经济振兴是基础，生态振兴和文化振兴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精神文明的自由发展和提升[3]。 

经济振兴包括：①政府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对农村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对乡村进行大规模

投资，对于缓解他们的贫困是非常有帮助的。②继续实施各种财政支持政策。过去政府对种田有一些补助，但是这些政策扶持是

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致中国经济必须依赖内需的状态下，政府更需要在政策上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

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 

生态振兴包括：①农村地区的公厕革命。对农村地区的老旧厕所进行改造，并给与一定的资金扶持，可以迅速改变农村地区

厕所污染的现状和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②对农村地区的生产经营活动，各级环保机构需要保证连续性的长期监测和执法

行动，对于污染当地环境的生产经营活动，绝不姑息和纵容。③在农村地区建立垃圾运转制度。在农村地区设立垃圾运转制度，

定期对农村地区的垃圾进行清理。垃圾运转制度的建立还可以吸纳一定的农村从业人员，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④在农村地区广

泛推广和使用新能源。太阳能、沼气、生物质能这些清洁能源的广泛采用，对于减少农村地区的各种生物废弃物有重要作用的。 

文化振兴包括：①文化特色小镇建设。挖掘本地的历史背景，进行文化小镇建设，可以进一步丰富湖北省的旅游资源，改善

旅游资源稀缺的局面。②建设乡村地区文化娱乐广场和老年人活动场所。在农村地区建设文化广场可以让当地居民组织起来在

工作之余参加各种文体活动。③村里需要对文化活动有组织制度保证。农村文化活动如果能够在政府组织的保证下定期进行，比

如丰富多彩的秧歌队、广场舞队、打鼓队、太极拳队等这些积极养生的活动，让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在农村地区流行，让农村居民

能够从心底培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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