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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用建城的思维搞乡村建设

乡村是中华文明基因的携带者，乡村兴则中

国兴。乡村因满足生计而生、依赖农耕而长、因

士农工商而兴。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有生

命、有温度的文明体。

我们要读懂祖先留下的乡村，没有读懂之前

不要乱改造，不要轻易搞乡村拆迁。我建议不要

用建设城市的思维搞乡村建设。

中国古代社会的乡村功能首先满足的是生

活，然后才是生产。随着千年的发展，源于道法

自然、天人合一的乡土生活，是一种有信仰、有

文化、有亲情、低碳健康的生活样式。乡村产业

的最大竞争力，就是乡村特有的生活方式。

当今，我们都在讲建设美丽乡村。其实按照

美学的等级，美丽是美的等级中最低等的，所谓

的美丽是强调外表美，不等于内在一定美。第二

个等级的美是美好。美而好，源于内在的美。第

三个等级的美是美雅。所谓美雅，是内在美与外

在美融为一体的美。第四个等级的美是诗意美。

中华民族追求的诗意之美在哪里表现出来？我认

为是在乡村。

我给乡村功能的定位是智慧农业、六艺农

耕、生态生活、诗意栖居。给乡村的一副对联是

“藏万世文明之码，解千年兴衰之谜”，横批是

“乡村有乾坤”。

越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村寨，其诗意之美的价

值越高。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城市化取得巨

大成就，但城市建筑美的等级很低。从文化传承

和美学的角度看，我们的城市建设是失败的。再

用建设城市的思维去建设乡村，就会付出更大的

代价。承载中国千年文明的古村落是中国乃至世

界文明的遗产，不要大拆大建，而是要先保护修

复、再活化开发。

不要以搞工业的思维发展乡村产业

乡村振兴，发展产业很重要。但需要我们警

觉的是，不要以搞工业的思维发展乡村产业。

城市的工业产业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好。

而具有艺术与文化特性的乡村产业发展，是基于

个性、独特性、多样化共生式发展，应追求更

美、更巧、更雅的有限发展、自足发展、多样化

发展。

每一个乡村要寻找自己的独特性，而不是像

工业化生产那样，按照一个标准进行生产。乡村

产业发展最需要“文化创意+技术创新”。

乡村最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是乡村特有的低

碳、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由乡村独特的

资源优势决定的。一是乡村有利用与发展可再生

能源的优势。二是乡村有青山绿水的自然资本。

这是乡村未来发展无污染绿色产业的最大优势。

三是乡村有城市没有的独特乡土文化。四是乡村

有城市没有的以亲情为纽带的互助社会资本。

让乡村生活实现与市场对接的产业业态，就

是目前中国农村正在生机勃勃发展的农家乐。可

以说，农家乐是20世纪80年代继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实践创新。因为以家

庭为单位的农家乐，是一种组织成本低、将家庭

生活与生产融为一体，既保留了乡村文化传承的

家庭组织，也使乡土文化通过农家乐这种方式变

成具有市场价值的财富。农民创造的农家乐，是

承载中央提出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最佳

载体。

但是在工业化思维的作用下，对于快速发展

的农家乐，有人并不看好。他们认为农家乐不具

备现代企业的特性，不能做大做强。我认为，这

种认识是错误的。融生产和生活、文化与饮食、

农业与服务业、家庭与企业等方式为一体的农家

乐，是适应中国乡村发展需要的新型业态，我们

不能按照搞工业经济的思维看待农家乐。适应乡

村产业规律要求的，应是小而美、小而多样化

的生态群落产业。农家乐就是这样的产业。

以农家乐为主要业态的乡村产业发展空间很

大，可以容纳多元化的乡村产业，我认为有10种

乡村产业可以发展：一是生态有机农业；二是乡

村旅游业；三是乡村手工业；四是乡村农副产品

加工业；五是乡村新能源产业；六是乡村养老服

务业；七是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八是乡村总部会

展经济；九是乡村互联网产业；十是乡村教育

产业。

乡村产业是一个系统产业，是一棵生命大

树，乡村产业发展不要搞单一化。这10类产业的

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有机农业是根基，自然资源

是资本，生态环境是资源，生活方式是财富，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