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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复兴喝彩 给乡村建设搭台

2016 中国（新县）乡村复兴论坛胜利举办为谋求乡村发展开坛问道

方向：乡村复兴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
“没有农村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实

现乡村复兴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

作为全国著名、河南省唯一的将军县，新县
豫风楚韵特色浓郁，古村落、古民居星罗棋
布，境内有中国景观村落

6

处、中国传统村
落

8

处、河南省传统村落
23

处，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 唤醒乡村沉睡财富是实现群众脱
贫致富的关键。

2013

年以来，来自国内外
500

余名设计
师与专家，共同参与了“英雄梦、新县梦”规
划设计公益行活动， 免费为新县编制县域
美丽乡村试点规划和项目建设规划， 精心
打造红色历史、绿色生态、古色乡村三条精
品旅游线路（即“一城三线” 精品旅游线

路），编制完成周河乡西河村、田铺乡田铺
居委会等

26

个村（居委会）美丽乡村建设规
划和项目建设规划， 为新县美丽乡村建设
与乡村旅游发展勾画出了宏伟蓝图。

蓝图绘就，铿锵而行。为全面推动美丽
乡村建设， 新县每年拿出

1000

万元专项奖
补资金，以美丽乡村“双十双百”工程（十个
示范村、十个重点村；百村扶贫，

100%

村环
境整治）建设为抓手，扎实推进美丽乡村生
态新县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全面推进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 配套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经过三
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一大批生态宜居乡村、

特色景观旅游名村、 乡村旅游示范村实现

美丽嬗变，周河乡西河湾、田铺乡田铺大湾、

郭家河乡莲花村、八里畈镇丁李湾等独具魅
力的美丽乡村吸引着来自全国的目光。

美丽乡村建设带给群众的不仅仅是生
态宜居的环境， 更有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
惠。随着规划中的“一城三线”精品旅游线
路渐成规模，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西河湾
等魅力乡村看山、望水、访乡愁，仅

2015

年
“十一”就有

5

万余人慕名造访西河湾。随着
乡村旅游的日渐火热，“农家乐”、休闲观光
农业、民宿等旅游相关产业得到蓬勃发展。

2015

年，新县全年接待游客
254.8

万人次，旅
游综合收入达

12.18

亿元， 旅游富民正逐步
变为现实。

4

月
7

至
8

日，国内首次在“村里”召开的
乡村领域盛会———

2016

中国（新县）乡村复
兴论坛在大别山脚下的西河湾“开坛论剑，

学而论道”。

论坛邀请国内外学术界的亲历研究和
乡建实践者， 围绕当前乡村复兴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与交流， 并提出了乡
村复兴的专业解读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乡村
复兴建议。

“乡村复兴论坛”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北京绿十字、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中国

扶贫基金会、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
员会联合新县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共同主
办，来自世界各地及全国

15

个省（市、自治区）

的
600

余名从事村镇经济、乡村遗产、乡村治
理和乡村文创、建筑实践的学者、建筑师，以
及投身乡村建设工作的政府领导、 企业、公
益基金会及一线乡村带头人等出席论坛。

□

本报记者时秀敏冯康松黄宁
见习记者潘家栋

主题：“永续与共享”为乡村复兴呐喊
在全球化时代，可持续发展和资源

共享已成共识。真正的乡村复兴，一定
是在文化引领下而进行的价值挖掘、资
源整合、思想交流和行动实践。尤其是
在国内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进行的
今天，团结并联合社会各界人士，通过

国内外学术界的亲历研究和乡建实践
提出专业解读和可能的建议，妥善解决
“缘何乡建、为谁乡建、如何乡建、与谁
乡建”等新老问题，成为论坛义不容辞
的责任。

本届乡村复兴论坛主题为“永续与

共享”，旨在以公益开放的心态，搭建一
个让多方资源更广泛交流与流动的平
台。这是一个面向村镇经济、乡村遗产、

乡村治理、乡村文创、建筑实践等多领
域开放的，集知识、技术、项目、资金和
运营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盛会。

内容：构建多方合作的乡村实践平台
首届论坛落户河南新县的中国传统

村落和中国景观村落———西河湾，使得新
县又一次站在了乡村复兴的新高点。据论
坛有关负责人介绍，三年前，来自国内与
国际的

516

名设计师与专家， 共同参与了
“英雄梦、新县梦”的大型公益规划设计活
动；三年中，新县留下了国内外众多参与
者日日夜夜的殚精竭虑和人生中难以磨
灭的梦想实践；三年后，论坛邀请各界伙
伴和从事村镇经济、乡村遗产、乡村治理
和乡村文创教育、建筑实践的学者、建筑
师， 以及投身乡村建设工作的政府领导、

基层工作人员等重到新县，到西河村开大

会，看看复兴之中的“一城三线”，看看精
准扶贫的传统乡村。

据了解，“乡村复兴论坛”将围绕“永
续与共享”主题， 分“学术会议”和“实践
论坛”两大板块内容进行。其中：“学术会
议”邀请中美法意日等国遗产专家分享各
国乡村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最新经验；

“实践论坛”除了主旨报告以外，邀请国内
外知名乡村建设代表和专家学者、基层政
府部门领导、乡村创客等，就乡村建设和
乡村遗产的典型案例展开探讨交流。与此
同时， 本届论坛还新设展示洽谈环节，促
进参会各方有效对接， 帮助项目与项目、

项目与资金、项目与创客尽可能实现资源
共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乡村建设众筹
模式在本届论坛也有相应的表现。

论坛主席团认为，本届论坛实现了四
个目标：一是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精准扶贫思想，突出精准化核心、分批
分类理念及精神脱贫的战略重点；二是搭
建起国内外乡村复兴实践的交流平台；三
是展现了新县一城三线的阶段性成果，广
泛推广了人与自然和谐，宜居宜业的乡村
建设新案例； 四是与兄弟省市相互促进、

取长补短，就共同解决乡建的各类实际问
题达成了许多实质性的合作意向。

亮点：“乡村大数据”

本届论坛提出的“互联网
+

”背景下
的“乡村大数据”概念，以更高远的眼光、

更包容的态度、更开放的理念，努力打造
乡村建设的“新环境”，乡村复兴的“新生
态”。一方面着眼于留住农村的“根”，将
涉及“文化、经济、生活、交通、人口”等方
方面面的各类数据资料归纳整理； 另一

方面突出国内外优质资源的集聚， 形成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城市农村两种人才
齐头并进，相互支撑引领发展的新局面。

同时将依托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的乡
村基础数据库和论坛信息资源， 逐步打
造“乡村大数据平台”。这是一个开放共
享提供海量数据的平台， 立足乡村发展

需要，依托政府政策支持，连接投融资、

规划设计、建设与制造、运营与服务的各
方参与者， 以大数据支持精准设计和精
准投资， 以最佳解决方案支持绿色运营
和生态服务，优化资源利用方式，让乡村
的世界变平， 成为村民和新村民共享的
家园。

未来：“村里开坛”为乡村复兴喝彩
乡村复兴论坛拟每年一届， 其远景

目标是将论坛由探讨乡村复兴重要事务
的话语平台， 逐渐发展成为深度介入事
务解决进程的实体组织， 整合国内外高
端思想资源， 以向企业或区域政府提供

调查报告及可行性方案， 深度介入中国
乡村复兴全过程， 全面搭建中国乡村建
设与国际先进经验和作法的全新合作交
流平台。

根据论坛主席团商讨意见，论坛年度

会址选定范围限定于具有成功运作项目
基础的项目所在地或县（村、镇），在与会
各方交流、合作，并就论坛主体事务达成
初步共识的同时， 寻求与会址间的共赢
发展。

定位：安静、尊敬、干净、路径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谈及新县乡村

复兴发展定位时， 新县人民政府县长吕旅
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吕旅说：“近年来，新
县县委、县政府立足新县自然禀赋，致力
于古村落保护利用， 联合中国扶贫基金
会、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和
北京绿十字，倡导发起了“英雄梦、新县
梦”规划设计公益行活动，开启了多团队
参与、县乡村联合共建的古村保护发展实
践。新县围绕‘山水红城、健康新县’的发
展定位，倡导‘视山如父、视水如母、视林
如子’的生态理念，依托古村发展养老养
生、健康旅游、民宿体验、文化创意等新兴
业态，彰显古村外在美、内在美、持续美，挖
掘打造了一批具有独特文化符号的古村
落，全县共有

6

个村入选中国景观村落、

8

个
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

23

个村入选河南省
传统村落。”

在实践中， 通过对乡村复兴深入思考
和研究，新县对乡村复兴制定出了“安静、

尊敬、干净、路径”的发展定位和方向。

“安静，是指乡村复兴‘热话题’下要有
‘冷思考’。”吕旅说，从

1931

年梁漱溟先生
倡导实施乡村建设到现在，将近一百年，乡
村建设一直是个时髦的话题， 特别是党中

央提出要让村庄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以后， 在全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乡
村复兴热潮，但在喧嚣热闹的背后，应该冷
静地面对。如何看待“乡愁”和“愁乡”、“被
复兴”和“自复兴”、“保护”和“开发”，对这
些问题必须有清醒而客观的认识。

“尊敬，是指乡村复兴的底线思维与红
线意识。底线思维，就是要保护文化遗产，

留住历史文脉
;

红线意识，就是要敬畏自然、

顺应自然。”吕旅认为，乡村的建设、规划、

设计，要尊敬历史风貌，植根于乡村、植根
于历史

;

要尊敬自然生态，敬畏自然生态，坚
决不让村庄成为孤零零的村庄， 坚决不让
村庄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和土壤， 要让乡
村之美， 不仅仅体现于村落之美、 民居之
美，还要体现环境之美、生态之美，实现天
人合一的自然融合

;

要尊敬村民意愿，政府
不能当“独裁者”，专家不能当“呼喊派”，社
会资本不能唱“独角戏”，群众才是乡村复
兴的真正主角。

“干净， 是指乡村复兴的‘硬环境’和
‘软实力’。”吕旅认为，在乡村复兴中，既要
打造乡村的美丽颜值， 又要提升乡村的内
在气质。 要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村庄的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上下工夫，做到环

境洁净。 要重视传统的民风民俗和乡风文
明，留住乡村的根和魂，让民风民俗正本清
源，乡风文明弘扬传承，让大家在美丽乡村
里，不仅能看得见乡愁，更能通过村民的质
朴、厚道、热情，体会到看不见的乡愁。

关于乡村复兴的路径， 吕旅同样有着
深思熟虑。他认为，乡村复兴没有一个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办法、机制和模式，不管是在
规划建设上， 还是在产业发展、 资本运作
上，都应该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在规划建设
上， 乡村之美要体现乡村文化的特色之美
和乡村建设的差异之美。而在产业发展上，

新县有着成功的探索经验， 其特色产业带
动、景点景区依托、乡村休闲度假、生态旅
游观光、 民俗风情体验等多种模式渐成气
候，且相互开放融合，很好地促进了乡村复
兴。在资本运作的多元化上，要处理好工商
资本下乡和内置金融发展的问题、 工商资
本与村民利益关系处理的问题， 最终实现
乡村复兴的永续和共享。

“乡村复兴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
一劳永逸。只要我们坚持做到‘安静、尊敬、

干净、路径’，就一定能够实现更多乡村的
复兴之梦，实现‘英雄梦、新县梦’也就指日
可待

!

”采访结束时，吕旅信心满满地说。

静谧、古朴的新县周河乡毛铺古民居村落

来宾们簇拥在极具新县乡村特色的农副产品展柜
边，纷纷用手机扫码领取纪念品

来宾们在休息区愉快地沟通、交流

来自世界各地共
600

余名嘉宾齐聚一堂， 共襄乡村经
济复苏盛事。

美丽的西河，成为观光客流连往返的旅游胜地

如诗如画的郭家河乡十里枫杨湿地

世外桃源般的新县八里畈镇丁李湾

雄伟壮观的将军山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县县委书记杨明忠陪同来宾
在新县特色产品展柜边聆听工作人员作产品介绍。

庄严肃穆的将帅馆

新县人民政府县长吕旅致欢迎辞并作题为《乡村复
兴—安静、尊敬、干净、路径》的专题演讲

法国城市建筑遗产创始人
Yves Steff

应邀作题为《法国
乡土遗产保护的实践经验》的精彩演讲

本版摄影冯康松潘家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