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区空心村改造建设，农民有意

愿、政府有决心、社会有需求，是一项

符合民意、维护民利的好事实事。在

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把握好几个重点

环节，确保空心村改造建设不出现偏

差。

一是强化规划控制。规划管控要

到位，要防止出现“村中开花”“田中插

花”现象。要编制“多规合一”实用性

村庄规划，农房在哪里建、怎么建，乡

村特色如何体现，乡愁文化如何培育，

要一体规划、一并实施、一步到位。

二是创新发展机制。要注重在建

设主体、建设模式、社会融资等方面的

机制创新。引进发展农旅融合产业，

要适当提高准入门槛，确保引进有实

力的第三方企业。要平衡好企业、集

体和村民的利益，努力使运营企业获

利、村集体得益、全体村民增收，实现

村庄可持续发展。

三是注重见物见人。山区空心村

寄托着许多人的乡愁情感，实施过程

中要防止简单化操作，要坚持以人为

本，既要充分考虑对当地村民的实物

补偿，又要考虑他们的情感需求。要

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让村民参与

政策制定、方案设计、项目实施的全过

程，确保村民成为主要受益者，确保项

目顺利有序推进。

四是保持历史耐心。空心村整治

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要“想明白了再

干”，时间要服从质量，条件成熟一个

整治一个。项目选择上要坚持高标

准，宁缺毋滥，切不可仓促上马、生搬

硬套。

第一作者系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山区村庄“空心化”的现实之困

近年来，山区村庄“空心化”现象

呈不断加深趋势。据统计，宁波市共

有农村居民点7079个，其中约3000个

居民点有不同程度的“空心化”现象。

山区村庄“空心化”问题的出现，

对农业发展、人居环境和社会稳定等

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一是资源浪

费。很多山区空心村人去、房空、地

荒，造成资源闲置浪费。二是影响环

境。一些山区空心村的房屋年久失

修，影响村容村貌。三是存在返贫“返

薄”风险。自我经营发展能力普遍较

弱，集体经济收入来源较为单一，巩固

“消薄”成果的任务较为艰巨。同时，

山区村低收入农户增收渠道不多，山

林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开发，存在一定

的返贫风险。四是社会治理隐患多。

山区村一般自然生态环境好，城市居

民到山区村休闲居住的现象较为普

遍。随着村庄改造建设的推进，外来

户和原住民之间容易出现矛盾；一些

老宅或废弃宅基地因产权不清晰，也

是潜在的矛盾爆发点。

把握山区空心村整治建设的历史之机

山区村庄“空心化”是挑战，更是

机遇。当前，随着城乡形态、产业、要

素等加深融合，农业多种功能、农村多

元价值不断彰显，山区空心村的生态

环境红利、土地资源要素潜力正在不

断被发掘。山区空心村实施美丽乡村

改造建设的优势日益凸显。

一是有利于集聚要素集约发展。

经过几轮撤村并居，宁波市 500 人以

下行政村已基本消除，村庄平均规模

扩大，但行政村内部居住点多且分散

现象仍然突出，山区村庄平均居住点

5个以上，实施撤村并点、内聚外迁的

潜力很大。通过实施山区空心村改造

建设，可适当减少自然村和居住点的

数量，增加村庄平均人口规模，这“一

减一增”既有利于优化乡村的空间布

局，也有利于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是有利于连片改造整体提升。

相较平原村、城郊村，山区空心村形态

较为单一，“村中开花”“田中插花”现

象并不多见，违章违建等情况较少，房

屋收储补偿成本相对较低，有利于成

片推进村庄改造建设。

三是有利于盘活资源、释放潜

能。山区空心村房屋空置率高，有城

里人向往的自然生态环境，有效盘活

利用闲置农房、宅基地具备良好的条

件。按照20%—30%的增地潜力计算，

对宁波市山区空心村进行改造建设预

计可盘活闲置浪费土地10万亩以上。

四是有利于强村“消薄”促进共

富。以村庄改造建设为切入口，完善

配套设施，改善村容村貌；通过盘活村

内资源资产，腾笼换鸟招商引资，发展

美丽经济、物业经济等多种途径，可为

空心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打下坚

实基础。

五是有利于培育特色激活经济。

山区村庄有丰富的山林资源，可引导

村民发展特色种养业、乡村旅游业，打

造农业特色经济。同步提升农业基础

设施，加快数字赋能，大力发展电商直

播等新业态，打响农产品区域品牌，推

动乡村产业全面振兴。

探寻山区空心村的振兴之路

实施山区空心村改造建设正面临

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要统筹谋划，瞄准方向，找到符合山区

资源特点和发展特色的振兴之路。

路径一：城乡协同发力，促进集聚

发展。按照集聚、集约、集成发展要

求，优化县、镇、村分级协同发展体

系。城镇一级，加大新型城镇化推进

力度，提升城镇的辐射带动能力，加快

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

伸。乡村一级，以小集镇式中心村为

重点，加快山区内聚外迁进程，适当精

减居住点，提高山区村庄集聚度，优化

资源配置效率。

路径二：放大生态红利，加快绿

色转型。结合山区资源特点，大力加

强水源地、生态湿地、森林等保护，推

进山、水、林、田、路、房整体改善提

升。按照谁保护、谁得益的原则，提

高水源保护区的生态补偿力度。加

快打通“两山”转化通道，大力发展美

丽经济，将旅游与生态山水、农业田

园、人文历史、民俗文化有机融合，发

展休闲观光、田园采摘、运动康养、研

学培训等项目。

路径三：深化集成改革，激活资产

资源。坚持用改革的思路和方法来破

解山区空心村面临的困境。鼓励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采取自营、出

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农村闲置宅

基地和房屋，激活农村闲置资源。探

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

分配机制。积极探索农村房屋财产权

抵押贷款、山区林权抵押贷款新模式，

激活山区森林“富矿”。

路径四：推进数字赋能，建设未来

乡村。推动数字化改革向山区农村延

伸，提升山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水平，

促进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以数字化手

段弥补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差距。关注山区留守妇女、儿童、老

人等重点人群，提升山区农村教育医

疗养老水平，让山区群众足不出村就

可以享受城镇优质公共服务。将资源

禀赋较好的山区村庄列入未来乡村建

设梯队，推动政策、资源、要素集成集

约配置，打造一批都市乡村、田园城市

的标杆样板。

把握山区空心村的建设之要

钟伟来稿说，近日绍兴

市柯桥区农技培训学校捐

赠2000多册农业书籍，以设

立“薪农人”读书角的方式，

帮助当地群众掌握更多的

农业知识。

“薪农人”是浙江乡村

人才培育品牌，不仅意味着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更寓

意通过教育培训，为农民增

“知”加“薪”。

阅读是提升国民素质、

促进社会进步最直接有效

的途径之一。对于渴求知

识和技能的农民来说，更需

要高质量的阅读打开视野、

提升自己。打通文化惠民

“最后一公里”，让“薪农人”

读书角走进广袤农村，惠及

广大农民，值得提倡。推进

“薪农人”读书角建设活动，

为农民群众学习新知识、掌

握新技术提供更多便利，让

广大农民既“富口袋”、又

“富脑袋”。

建设“薪农人”读书角

应突出因地制宜原则，在场

地选择、管理模式、资金来

源等方面体现多样性、特色

化。如在地址选择上，可依托现有条件、整

合现有资源，注重集聚效应；在资金投入上，

应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多

元捐建。

“薪农人”读书角建得好是基础，用得好

才是关键。在保证“薪农人”读书角按时按

质建成的前提下，跟上后续的管理服务，确

保读书角长久地运营下去，需要统筹考虑，

形成一套可复制可借鉴、行之有效的管理制

度。特别要找准农民群众阅读需求，盘活图

书资源，合理搭配政经、科技、医卫、生活、文

化、少儿等书刊，努力以优质丰富的书刊吸

引农民群众“进得来、坐得住、读得进”。

要依托“薪农人”读书角，多元化打造农

村文化阵地，让更多农民群众爱上阅读，推

动乡村文化振兴。要联合教育、农业农村、

科技、工青妇等部门，开展阅读分享、技术培

训、志愿服务等活动，进一步凝聚人气、扩大

影响。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如

邀请“领雁人才”分享新思路、新经验、新方

法，更好地带动农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

期待“薪农人”读书角这个“精神粮仓”，

走进农村、走向农民，用浓郁书香涵养乡村

文明、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共同富裕，在引领

风尚、教育农民、服务农业等方面发挥“催化

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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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山区空心村的振兴之路

□卞银江 方敏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不少村庄

出现“空心化”现象。如何破解村庄“空心化”困局、激发农业农村发展

活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本文结合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半山村等案

例，探寻山区空心村的振兴之路。

半山村村貌半山村村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