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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弗伦村是比利时法兰德斯大区
一个有 600 多名居民的小型村庄，村中
心一栋名为“乡村点”的二层小楼，是
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闲暇时分，村民相
聚于此，一起品尝美食、下棋、做手工，
享受休闲时光。

“乡村点”是贝弗伦村的多功能
服务中心，餐厅、面包店、超市等设
施一应俱全。平时，村民可在公共活
动空间举行聚会，参加棋牌、音乐等
兴趣小组活动。此外，“乡村点”还
兼有快递寄存、信件收发、日用品配
送等服务，着力满足村民方方面面的
日常生活需求。

据了解，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
农村地区收入较低，比利时各地村庄面
临人口流失的困境。人口的减少导致很
多商店、银行、邮局等被迫撤离乡村。
生活的便利性难以保障，又使得更多人
决定离开家乡，形成了恶性循环。设立
“乡村点”是法兰德斯大区解决农村公

共服务缺失的一项有益尝试。
为增强人们对家乡的归属感，当地

政府着力拓展公益服务功能，动员村民
共同参与运营维护。目前，“乡村点”
由一支 20 人的志愿者团队运营。

为让更多人留在乡村，2019 年，
法兰德斯大区政府投入 56 万欧元，用
于改善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据统计，大
区政府批准的相关项目超过 60 个，有
近 12 万乡村居民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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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统计，2019
年，日本耕地面积减少到 439.7 万
公顷。按照目前趋势，到 2030 年，
日本耕地将减少至 392 万公顷。
为此，日本政府正采取各种措施，
确保 2030 年耕地面积保持在 414
万公顷。

据调查统计，日本农业从业者
七成在 60 岁以上，耕地撂荒主要
原因是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劳动
力不足、农产品价格低迷等，很多
耕地的继承人不愿意从事农业。

针对耕地撂荒闲置问题，
2016 年，日本修改《耕地法》，
从 2019 年开始对撂荒土地提高征
税比例，其土地税为正常耕地的1.8
倍。此外，日本各地设立了耕地中
间管理机构，其通过支付租金的方
式，把那些有意出租的土地集中起

来，转给希望从事农业的个人和企
业，进行大规模耕种。

每年，日本各级农业委员会都
会对本地区的耕地利用状况进行调
查。对于被撂荒的耕地，如可耕种，
将引导所有者把耕地租给耕地中间
管理委员会，而对于无法再利用的
耕地，农业委员会则迅速采取措施
将其转为非农业用地。

在日本，也有农民自发成立股
份公司——田切农产，通过企业化
管理，农民既可以把土地租给田切
农产，也可以在保留土地的同时加
入田切农产的体系。这种灵活的方
式，既防止了耕地被撂荒，又保留
了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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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点”破解人口流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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