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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治理是运用数字化手段打破城
乡地理限制和信息壁垒，促进城乡要素顺畅
流动的重要手段。数字化建设不仅带来了农
业生产上的效益，同时也提高了乡村治理效
能和群众生活品质。

北京市密云区溪翁庄镇尖岩村是密云
水库移民村，在发展中经历多次创业转型。
在北京联通及其合作伙伴大力支持下，推动
乡村数字化建设，通过创新五方合作共建模
式，加大民俗特产、民俗餐饮、高端民宿的数
字化赋能。现在，人们走进密云印象精品民
宿区，数字乡村智慧民宿挂牌、联通看家宣
传标识、二维码和土地认领标识牌、乡村振
兴示范村文化墙、千兆宽带已覆盖、5G已覆
盖等标识随处可见。该村在印象山里露营基
地设立网红打卡点和慢直播点位，通过一键
扫码，随时可在“云上”观看印象秀美风景，
城里的客户也可通过手机APP提前查看民

宿景观，实现沉浸式入住体验。该村还将果
树认领搬上云平台，让城里的用户可随时
随地实现果树认领。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四川省成都市温
江区探索建设“乡村数字游民社区”实现乡
村人才振兴的新办法。温江区深入推进国家
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试点改革任务，以寿安
镇为“乡建合伙”创新示范试点，通过优化引
育机制、建立场景赋能，加速吸引运营型、投
资型、产业型和数字型四类人才集聚乡村，
探索乡村产业、人才与新生活方式全面融合
的生态乡村共建新模式，推动乡村产业化、
规模化发展，成功孵化全省首个“乡村数字
游民社区”。

寿安镇是成都历史文化名镇、川派盆景
发源地，农旅文创产业优势明显。该镇广泛招
引产业生态合伙人。充分运用林盘空间载体，
以“艺术家驻村”“创客林盘”等方式招引产业

人才，吸引30余名前卫艺术家、专家学者加
盟，新建子仪生活美学博物馆、文旅文创产业
人才孵化基地等产业项目5个。同时，发布未
来生态村共建计划，面向高校毕业生和“数字
游民”开展共创活动，先后吸引1300余名高
校学生、“数字游民”参与产业创新，成功招引
长驻“数字游民”30余名。

从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古村落保护到遂溪
的非遗产业化，从北京的数字乡村平台到成
都市温江区的“乡村数字游民社区”，各地实
践共同勾勒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当城
市的现代性与乡村的烟火气相遇，当数字技
术的精准性与人文关怀的温度交融，一幅“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新图景正在徐徐展
开。这既是对农耕文明的深情回望，更是对现
代文明的诗意回应。

（综合《广西日报》、《经济日报》、南通市
政府官网等）

当改革的春风吹散城乡二元壁垒，当数
字乡村建设的浪潮抹平信息鸿沟，每个普通
人都可以看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浪花翻涌。这
场演进和变革不仅是国家战略的生动实践，
更是亿万个体实现人生价值的时代机遇。在
这场双向奔赴的征程中，我们既是见证者，更
是参与者。

制度创新为个人发展开辟广阔天地。
从中央一号文件激活土地要素到县

域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下
沉；从职业技能培训覆盖千

万农民到创业担保贷款支
持返乡青年，体制机制

的突破正在托举起
城乡融合发展更

光明未来。党的
十八大以来，

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2023年达到21691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2012年的2.88下降到2023年的2.39，城乡收入
差距在逐步缩小。数字背后是政策红利的持续
释放、城乡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普通人完全
可以乘东风，在城乡融合发展之间找到属于自
己的发展坐标。

能力跃升是把握机遇的“密钥”。面对农
业现代化的迫切需求，掌握数字技术的新农
人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面对城市产
业升级的广阔空间，具备专业技能的产业工
人正在书写新的职业传奇。无论是通过直播
实现农产品出村进城，还是借助职业教育获
得一技之长，个人的知识储备和技能提升始
终是核心竞争力。在浙江安吉的“村咖”小院
里，返乡青年用创意激活乡土资源；在四川邛
崃的“周末磁场”中，城市白领用智慧反哺乡
村发展，这些生动实践印证着：持续学习、勇
于行动，每一个人能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

之河中“取一瓢饮”。
双向流动重构人生选择坐标系。当“归雁

经济”渐成气候，当“数字游民”成为常态，城
乡之间的物理距离正在转化为个人发展空间
的无限可能。在东部沿海，产业工人既可以在
城市工厂积累经验，也能回乡创办小微企业；
在中西部乡村，创业者既能依托电商平台链
接全国市场，又能借助城市资源实现品牌升
级。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发展模式，打破
了传统的路径依赖，让个人价值实现有了更
多维度。

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经济命题，更是时
代馈赠给每个奋斗者的礼物。当下，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缩短时空距离，公共服务均等为生
活品质提供了保障，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有
条件在城乡之间自由驰骋。让我们以开放包
容的心态拥抱变革，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开拓
未来，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进程中书写属于我
们的精彩章节。

当春风掠过长江口，南

通濠河畔的青砖黛瓦正焕发

新生；在湛江遂溪，非遗醒狮

踩着鼓点跃动；借助“传统村落+”，广西灵山

县三产联动推动特色文化交流……这些让

人心生欢喜的故事，正是眼下城乡融合发展

生动而温暖的注脚。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

要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完善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作出部署，提出，“坚持城乡融合

发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城乡规划、

建设、治理融合水平”。

长风浩荡满目新，扬帆奋进正当时。当我

们放眼神州大地，从治理范式的更新迭代到

农旅融合的加油助力，从生产要素的双向流

动到一二三产业的创新融合，以城带乡、以乡

促城、城乡共生的壮美画卷越描绘越精彩。

当人们来到广西三江
侗族自治县林溪镇高友村，
侗族特色的寨门、鼓楼、风
雨桥、吊脚楼尽收眼底。高
友村先后入选“第一批中国
传统村落”“中国首批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这也是广
西推进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广西通过活化利用传统
建筑和“传统村落+”整合城
乡资源联动发展。

2024年，在成功入选国
家级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
护利用示范县后，钦州市灵
山县设立了传统村落保护
中心。中心主要职能为传统
村落保护研究、传统村落活
化利用、传统村落设计、传
统维修工程实施方案设计、
传统村落价值评估等。灵山
县组建专业团队，深入各个

传统村落，对历史建筑、民俗文化、自然生态
等诸多方面展开全面的资源勘查与精细评
估，全方位梳理“传统村落+”的内在脉络。该
县编制了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规划，
统筹“一核四区十要点”工作蓝图，建设涵盖

“荔枝+岭南文化展示体验区”“茶叶+镬耳
建筑文化研学区”“运河+生态休闲旅游融合
区”“民俗+传统技艺传承体验区”4个特色
功能区，致力于打造特色文化交流与城乡融
合发展的区域样本。

而在濠河畔的江苏南通市，2024年5月
印发出台主城区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工作要点。通过加大城乡历史文化遗产资
源挖掘保护力度，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
传统村落、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文化
遗产、交通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等遗产
主管部门结合各自职能，开展遗产资源挖掘
和普查，全面系统地构建南通市主城区城乡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名录体系。同时，该
要点从健全政策机制、强化规划引领、融入
城市更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明确了
具体的工作任务。通过各类遗产保护利用，
延续城市文脉记忆，为加快文化强市建设、
推进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未来，攀枝花将实施康养产业建圈强链
行动，加快迭代催生康养产业2.0版本，加快
建设高颜值康养名城、阳光康养旅游目的
地。”2月5日，在“万千气象看四川·文旅融合
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攀枝花专场，攀枝
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刘亚玲，围
绕“全域、全时、全龄、全民”，对攀枝花康养产
业的未来发展格局进行了介绍。历经十几年
的发展，攀枝花的康养产业从无到有、由小变
大，影响力日益增强，在助力城市转型、绿色
发展、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方面探索了路径。

攀枝花依托得天独厚的“六度”禀赋，探索
“康养+”发展模式，推动康养与文旅、运动、医
疗、工业、农业等融合发展，统筹打造了以普达
阳光、红格温泉、金杯半山为代表的康养产业
聚集区，以及以贤家村、昔格达、迤沙拉等为代
表的农文旅康融合发展特色村，一批康养旅居
地、医养结合点相继落成。建设西区“苏铁谷”、
仁和区“仁和谷”、米易县“迷昜谷”，全面推动
康养进社区、进乡村，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协

同、联动发展。形成了以康养地产带动多产业
链条发展、“企业+村集体经济”盘活乡村闲置
资源、“家家搞康养、人人能赚钱”农民群众主
导、引入专业康养机构和政府兜底建设区域性
养老服务中心发展5种模式。

在“中国醒狮之乡”广东省湛江市遂溪
县，非遗正经历着创造性转化。遂溪县近年来
致力于守护与传承醒狮文化，积极探索“非
遗+旅游+体育+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
打造遂溪醒狮县域文化品牌。遂溪县通过“遂
溪醒狮”IP形象设计征集大赛、2024年广东
省龙狮锦标赛暨遂溪醒狮文化季系列活动等
方式，丰富当地非遗内涵，吸引游客前来观
赛，带动遂溪醒狮“出圈”。

首个“非遗”版春节为遂溪带来前所未有
的机遇，但遂溪的味道，并不止步于春节。醒
狮、游鱼等民俗文化从年例、节日中诞生，展
现当地群众朴素的生活愿望，承载着深厚的
历史底蕴，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引擎。

2月中旬举办的2025第二届广东（遂溪）

北坡游鱼文化周中，非遗“唱主角”，带动全域
消费火热。

北坡游鱼“火出圈”，是遂溪县探索非遗
与旅游深度融合的生动体现。遂溪县创新发
展“非遗+”经济，串联文旅消费、乡村振兴等
方面，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新抓手。

靠海吃海，遂溪非遗美食以其独特的传统
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无数食客。2024
年，遂溪新增多项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海
产干货制作技艺、岭北烧腊制作技艺等皆在
列，会吃的遂溪人在技艺熏陶下，推出各类非
遗美食，吸引食客前来品味，从细节处认识遂
溪。遂溪县非遗海产干货晒制技艺的传承人
韩如兰创立了“咸鱼妹”品牌，在周边村庄招聘
工人，并定时开展电商基础知识等技能培训，
助力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文
脉
传
承

让
历
史
肌
理
成
为
文
明
基
因

A

产业融合
打造打造““农文旅农文旅++康养康养””全链条生态全链条生态

催桃李春风激荡春风激荡

数字赋能
科技重塑城乡治理范式C

B

张开臂膀，拥抱城乡融合发展新机遇
◎ 杨阳

●人大代表话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涉及城乡要素融合、
实体融合、制度融合和政策融合。其中，
城乡要素融合是基础和前提，以产业为
载体的实体融合是关键所在，而相关制
度和政策融合则是根本保障。以“人”为
例，既要让广大外来务工人员“留得住”

“融得进”，也要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就
业，还要进一步引入驻村帮扶、大学生
村官、科技特派员、教师轮岗、派驻医师
等方式，推动城市各类人才参与乡村振
兴，让“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共
同发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
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魏后凯

市县两级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县城
是龙头、产业是支撑、绿色是底色、治理
是基础、作风是保障。我们将坚持以城带
乡、做强县城，持续增加学位供给，提升
医疗、养老、托幼能力，建设宜居、韧性、
智慧城市，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坚持
工农互促、做特产业，大力开展“土特产”
龙头企业培育行动，今年每个县培育和
引进 1 个过 10 亿元的“土特产”龙头企
业，三年内实现亿元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乡镇全覆盖；坚持生态优先、做美乡村，
分层分类、沿线连片建设1000个美丽村
湾，实施“万树村”建设三年行动；坚持大
胆探索、做实基层，完成县乡两级综治中
心规范化建设，以“户户走访到位、户户
建档立卡、户户有干部包联”为抓手，把
风险隐患发现在早、化解在小，巩固提升

“一村一辅警”、中小学法治副校长、“游
泳进校园”、小微型消防站进社区进村湾

“四个全覆盖”成效。
——全国人大代表、孝感市委书记

胡玖明

近年来，汕尾聚焦环境提质、城乡
提能，围绕“全域镇村典型示范”目标，
统筹抓好绿美生态建设和新型城镇化
建设，让整体风貌“美起来”；聚焦塑强
筋骨、增强动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文旅产业和富民产业，让产业体系“强
起来”；聚焦惠及群众、福及老区，着力
补短板、惠民生，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
源均衡配置，让公共服务“优起来”。汕
尾将继续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
全力推动“百千万工程”，实现城乡融合
发展整体性跃升。

——全国人大代表、汕尾市市长
郑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