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座石头房子是村里人很多年前修建的
粮仓，垒在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带有前人的体
温，蕴藏着前人的意志，以前装的是谷米，现在
装的是村史，是乡愁……”

7月4日晚上6点，在酉阳县花田乡何家
岩村史馆，墙上的介绍吸引了大家的目光，馆
里存放的生产生活老物件引发大家的乡愁。

“真是太有感觉了，想不到这么偏远的小
山村，把农耕文化保存得如此完好。”来自主城
区的游客刘先生感叹。

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宝贝差点毁了。
何家岩吊脚楼建筑群始建于明清，由于海

拔、气候优势，何家岩的稻米被作为朝廷贡米，盛
极一时。岁月变迁，村庄慢慢沉寂，吊脚楼风化
严重，“有村民把吊脚楼拆了修建砖瓦房，很多人
选择外出打工而不愿意在家种地。”花田乡副乡
长田洪波说，花田梯田一度萎缩到仅有几十亩。

2018年，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当地将
花田梯田和何家岩寨子修复纳入统一规划打

造。针对古寨修旧如旧的原则，他们从邻近周
边村子买来废旧木料对吊脚楼进行修复和加
固，另一方面，邀请川美等高校师生来绘制涂
鸦作品，打造一些乡村艺术装置；梯田保护上，
坚持传统耕作模式，利用地势起伏优势，打造
层层叠叠的稻田景观，让稻田和古寨相得益
彰，互为补充。

如今，顺着青石板路走进何家岩，粮仓变
成了村史馆、牛棚打造成了便利店、废弃房屋
变成了声音博物馆……古色古香、原汁原味的
巴渝吊脚楼风光，让人流连忘返。村民何刚开
了第一家乡村民宿，月收入上万元。现在，村
里有10多家乡村民宿，人气很旺。

今年5月，酉阳和腾讯共同推出了“何家
岩云稻米”线上认养计划，把有600年历史的
花田梯田搬上云端，仅上线后30小时，第一期
总数为3.8万平方米的稻田就被认养一空。

何家岩古寨、花田梯田是何家岩的两个人
文生态宝贝，为了推动何家岩从脱贫攻坚向共

同富裕迈进，花田乡坚持规划引领，走古寨和
花田梯田景观打造、乡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融
合发展的新路。

在规划上充分考虑产业发展的还有北碚
区三圣镇天宫村。

站在天宫村金果园山顶，郁郁葱葱的柑橘
园尽收眼底，彩色便道在林间蜿蜒，不远处的
乡村驿站热闹非凡。天宫村三社村民王建军
说：“这条4公里长的彩色便道既是产业路，也
是游客休憩游玩的幸福路、村民出村的入户便
道。大家都觉得这条路修得好！”

“在前期规划时，我们就结合村民的意愿，
通过充分论证和调研后，觉得把钱都花在刀刃
上，集中修这样一条彩色便道。”天宫村驻村第
一书记邓春华自豪地说。

市农科院凯锐乡村规划设计院设计总监毕茹：
大多数村庄在编制乡村规划时，考虑最多

的是村民出行、饮水、用电等基础设施配套，而
对乡村生产和产业发展考虑得相对较少。乡
村规划必须统筹考虑村民的生产生活，实现科
学规划，将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相
结合，实现乡村农田生态化、生态立体化与生
物多样性，做到把乡愁融进乡村建设中。

短板 规划与产业脱节
探索 把乡愁融进乡村建设

为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全国各地正如火如荼地推进乡村建
设。近几日记者调研发现，我市部
分区县在实施乡村建设过程中，存
在重复建设、资产“沉睡”、照抄照搬
城市改造经验等问题，导致好心没
办成好事，农民不买账，走了不少弯
路。

比如重复建设。由于前期规划
不到位，有些地方匆忙上项目，导致
改造不到位，后期又推翻重来，浪费
了大量资金。再比如先修了一条便
民公路，后期又要配套排水沟、管网
等，就把公路挖了又修，修了再挖，群
众意见大。

有些区县结合农民需求，很好地
避免了重复建设的问题。譬如武隆
区沧沟乡沧沟村，将乡村建设的重点
事项优先实施，安排农民需求强烈的
公路建设项目，再依次改善水、电、网
等设施，兼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
件改善的项目，并制定“负面清单”，
防止形象工程。

二是乡村建设所形成的资产处
于“沉睡”状态。一些村子路修好了，
房子改建了，公共设施完善了，但由
于缺乏有效的运营手段，美丽环境无
法变成“美丽经济”。

黔江区冯家街道寨子社区的做
法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在乡村
基础设施的建、管、用上，寨子社区通
过提前引入第三方社会化服务组织，
盘活坡地改造建设二十四节气农耕
园，成为乡村旅游景点，不仅盘活了
设施资源，也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三是乡村建设中照抄照搬城
市改造经验。在一些村子，依旧能
看到大广场、大观景台等“气派”的
公共设施，与乡村风情格格不入，
还对乡村水系等生态造成了一定
的破坏。

在记者看来，乡村建设既要塑形
还要“铸魂”。比如北碚区柳荫镇东
升村，结合当地的柳编、黄金香柳、水
渠等自然人文资源，打造了极具 IP
的“柳门竹巷”艺术院落、“稻香故园”

“童画工坊”“闻柳观渠”等微景观节
点，让乡村成为市民安放乡愁的地
方，吸引了不少人来参观体验，很接
地气，也很有人气。

尊重村民意愿
让乡村建设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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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乡村建成村民喜欢的样子
这些短板要补上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内容。

中办、国办在近日印发的《乡村

建设行动实施方案》中指出，把乡村

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位置，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7月4日—8日，重庆日报、市农

业农村委、市乡村振兴局、北碚区人

民政府共同举办“看重庆乡村建设如

何补短板”理论调研活动，专家学者

深入黔江、酉阳、武隆、北碚、荣昌、梁

平等地，调研我市在乡村建设行动中

补短板的成绩和经验，并对存在的问

题进行梳理和分析，为今后的工作提

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记者手记】

▲7月6日，北碚区柳荫镇东升村通过人居环境整治打造
的微景观，成为村里靓丽的风景。

▲7月4日，酉阳花田乡何家岩村，村民在院坝前缝制衣物。

7月8日，梁平区合兴镇龙滩村，扫描
墙上的二维码就可了解村民积分情况。

（本版稿件由记者赵伟平采写，图片由见

习记者刘旖旎摄/视觉重庆）

仲夏时节，荣昌区万灵镇玉鼎村唐家院
子，碧空如洗。干净整洁的农村公路蜿蜒盘
桓，走到三组村民罗明基家，墙上的“智村”二
维码吸引大家的注意。“扫码就知道自己通过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多少积分，能换哪些生活
用品，大家都积极得很。”罗明基说。

“这是镇里开发的善治乡村数字化平台，
积分制效果不错。”万灵镇党委书记皮荣刚介
绍，在整治之初，罗明基等许多村民都闹过情
绪：“住久了的老房子，怎么弄也比不过那些新
修的房子。”

“山上到处都是花花草草，哪里需要专门
修个花台来种，还要浇水施肥，多的事都来
了！”

……

村民有意见，不愿干，不想干，成了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行动中的“拦路虎”。

为充分调动积极性，2020年万灵镇通过
购买社会服务，探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
度。室内环境整洁卫生、门前院坝干净、鸡鸭
圈养等都能获得积分，积分能兑换生活用品。

通过召开村民院坝会、村干部入户宣讲等
方式，村民慢慢开始养成清洁卫生习惯。同时
针对村民思想接受慢等实际情况，村里还总结
了朗朗上口的扫、洗、摆、擦、捡“五字诀”，倡导
大家坚持搞好环境卫生。

罗明基的房子虽然老旧，但收拾得规规整
整清清爽爽，他还有一个新身份——唐家院子
清洁家园志愿服务队成员，负责对周边的清洁
卫生进行清理。

现在，很多村民主动关心村里的环境卫
生，只要道路边、广场上、公共区域有人乱扔
果皮纸屑，他们都会上前提醒，劝诫不文明行
为。

与唐家院子探索积分制不同，荣昌区昌元
街道虹桥社区蔡家坝则利用社区党总支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1+N”模式带动
村民清理庭院垃圾、整理硬化阳沟、定点圈养
畜禽等。同时，围绕“庭院美、居室美、厨厕美、
身心美、小院美”定期开展评比，让群众在“比、
学、赶、超”中自觉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以小家
美推进全村美，让村民的事村民自己说了算。

重庆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处处长卢向虎：
乡村建设必须坚持为民而建，为民而兴，

但一些村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存在政府大包大
揽，出现“政府干，群众看”的情况，这就必须发
挥村民的主人翁意识，调动他们参与乡村建设
的积极性。要因地制宜，充分尊重老百姓的意
愿，变“要我干”为“我要干”。

短板 农民参与度不高
探索 变“要我干”为“我要干”

在厕所改造这件事上，梁平区合兴镇龙滩
村民吴政万遇到了烦心事。

去年10月，通过农村户厕改造，吴政万家
告别了一块门板两块砖的旱厕，用上了干净卫
生的水冲式厕所。但没用几个月，厕所下水道
堵塞了。吴政万说，他尝试自己疏通，但搞了
几次没解决，无奈之下只好找到村党委书记何
耀春求助。何耀春把问题向镇里反映，镇里又
把问题反馈给改厕施工队，前后花了三天时间
才解决了问题。

今年3月，何耀春将一张印有“‘码’上办
—重庆市农村户厕改造数字化管理服务平
台”（以下简称“码”上办）字样的二维码门
牌，贴在了吴政万家的大门旁，说只要扫码

报备，村里就会安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
维修。

“码”上办是市农业农村委针对农村户厕
管护难专门开发的一款软件，里面有村民改厕
前后的基本信息，还可以将下单信息第一时间
推送给辖区内的镇村干部。

半个月前，吴政万家的厕所出现了漏水情
况，他扫了墙上的二维码，填报了报修信息，当
天上午村干部、维修人员就上门来检查维修，
仅半小时厕所漏水的问题就解决了。

乡村设施设备的建管并重，资金不足也是
一个老大难。

这一点梁平区星桥镇两路村党支部书
记杜江东感触很深。他坦言，村子在实施

环境改造时，由于前期资金投入有保障，工
程建得很快。但项目完工后，由于不再有资
金补助，后期公共基础设施设备的管护成了
问题。

杜江东也在积极寻找办法。村里将2000
多亩稻田流转给4个大户耕种，按照60元/亩
的标准交纳村级设施设备管理费。这样一来，
后期管护除了村民实行“门前三包”、村集体出
一部分资金外，再加上这4个种粮大户交纳的
费用，村上的公共环境卫生有了专人管理，稻
田沟渠、便道也纳入了管理。

西南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高静：
重建轻管是乡村建设的一大难题。由于

没有形成长效的建管机制，导致设施设备破损
严重，浪费资源，浪费资金。这就需要我们解
放思想，结合实际，创新途径和方式方法，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从前端、末端等多角度解决后
期管护问题。

短板 重建轻管
探索 扫码报备“码”上办

7 月 7 日，荣昌区昌元街道虹桥社区
广场上，游人正在参观“小院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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