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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可以选择共享汽车，在外手机没电随手借一个共享

充电宝，下雨没带伞可以使用共享雨伞，遛娃嫌累有共享童

车，行动不便可享受共享轮椅等医疗器械服务……近年来，

共享经济已渗入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在农村，共享经济的“存在感”也越来越强，不仅带

来了乡村生活新气象，还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门路。

广东省大埔县北塘村利用共享农庄方式，不但解决了因

劳动力外出造成的资源闲置问题，还吸引了大批游人。作为

中国传统村落，北塘村有着上千年历史，古建筑众多。当地

充分挖掘资源优势，在土地权属不变的前提下，将闲置资源

经营权有偿让渡给企业，企业再出资打造为共享民宿、共享

菜园等。游客来到这里，不仅可以游览古迹，还可以体验农事。

而参与的农户除了每月获得分红外，还有销售农副产品等额

外收入。

河北省张家口市果子沟村积极对接爱心企业，争取帮扶

资金用于购买柴鸡，创新建设共享鸡舍，由村民代为喂养柴

鸡，消费者可通过线上线下方式“认养”。在共享鸡舍务工

的村民，人均年增收 6000 元，每月还可获赠生态鸡蛋。

四川省彭州市芭蕉苑小区把目光聚焦在群众生活的细节

上。为解决群众农具摆放、洗衣等难题，小区建设了共享工

具房、共享洗衣房；而共享文化空间——“同在屋檐下”，

则成为群众打发闲暇时光的好去处。

随着共享经济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更多村庄因地制宜，

加入到共享经济行列。共享蔬菜大棚、共享杂粮基地、共享

稻田……五花八门的共享经营模式让人倍感新奇之余，也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

在共享经济的时代风口，要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实现群

众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各级政府要抓住机遇，提供思路，

主动宣传引导，在政策、技术、人才、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

并想方设法带领群众避开误区。而农民朋友则要开动脑筋，

找到更加精准有效的“共享”方式，为农村发展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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