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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不断强化宏观财政

的统筹能力，结合各地文化意境、资源

特色和开发重点，不断探索乡村振兴

的路径与模式，有力促进了城乡一体

化发展进程和农村的繁荣发展，为脱

贫攻坚、同步小康夯实了持续接续的

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的“贵州模式” 

以产业为基础的“泛田园综合体”

模式。近年来，贵州以深化“三变”改

革为引领，按照农业产业区、旅游观光

功能的文化景观区、休闲体验教育功

能的休闲聚集区、城镇化支撑功能的

综合服务区以及城镇化功能的生活区

来进行功能定位和功能划分，按照“现

代农业+休闲乡村旅游+田园社区”模

式，以“农耕文化+民族文化”为内核，

以共享农庄、生态观光、现代观光体验

农业、文化旅游于一体，重点以农业观

光与体验于一体的乡村发展模式，加

快推进田园综合体建设，涌现出了六

枝特区“郎岱特色果业”模式、仁怀市

“卢荣坝园区”模式、三穗县“颇洞立

体农业”模式、平坝区“塘约产业崛起”

模式等一系列现代田园综合体模式，

成为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创新区

和示范区。

以生态为基础的“绿色梦幻乡村”

模式。近年来，贵州“绿色梦幻乡村”

模式发展的重点体现在以“创意农业、

民族文化体验与生态旅游”集于一体

的乡村发展走向，涌现了播州区“花茂

村农文旅一体”模式、桐梓县娄山关

“万亩花海”模式、岑巩县天马镇“园

林生态综合种养”模式、习水县友谊村

“生态避暑+林下经济”模式等“绿色

梦幻乡村”模式，初步创造了“梦想田

园+文化体验+休闲旅游”的“绿色梦

幻乡村”供给。各地充分运用生态资源

优势和传统文化村落等资源，以“共享

资源、共享利益、共享发展”为核心，

通过“乡村资源+社会资本”，集体经

济组织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房

屋与社会资本合作，通过出租或联营

等形式，将创意农业、民族文化体验与

生态旅游有机融于一体，因地制宜植

入休闲旅游、特色民宿、文化创意等多

种业态，建设了一批产业特色鲜明、要

素高度聚集、生产方式绿色、文化体验

丰富的共享村落。

以文化为基础的“特色民俗村镇”

模式。贵州充分发挥民族文化优势，放

大民间民俗文化风情深厚底蕴，根据

传统村落布局加快乡村特色小镇和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一是历史文化

小镇。如西秀区旧州镇依托保存完整

的屯堡居民古建筑群，以“明代屯军文

化+西南第一州著称的历史建制+闻

名悠久的旧州八景+古城墙+恬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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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源

幽的自然山水”为主要载体，打造“屯

堡文化小镇”；盘州市丹霞镇以“儒释

道文化+三线建设文化+传统古村落

旅游+水塘晒面”等地方特色产品为

主要载体，融入红军过境留下的革命

故事，重点打造“文化旅游小镇”。二

是民族风情小镇。如乌当区偏坡乡的

布依文化村落，以“百年布依老屋等民

族文化+观光农业+糯米酒”为主要载

体，重点发展乡村旅游，“醉美偏坡”

已然名声在外；黎平县肇兴镇以“独

具风情的侗族演艺文化+侗族钟鼓楼+

民族工艺制品”为主要载体，放大春晚

分会场掀起的乡村文化气息效应，重

点打造“中国侗乡”旅游小镇。三是特

色产业小镇。如贞丰县者相镇依托自

然生态、人文或田园乡村文化基础较

好的区域，以“布依山水文化+花卉苗

圃果园+脆李”产业为主要载体，融入

诸葛亮在此操练兵马的“三国故事”，

重点打造观光体验型“花卉小镇”；水

城县龙场镇以远近闻名的“水城春茶

叶+茶禅一味”的原生态“禅修文化”

及观光、休闲、采摘、品茶等休闲体验

农业为主要载体，重点打造“茶禅小

镇”品牌。四是生态旅游小镇。如赤水

市两河口镇依托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

和超过90%的高森林覆盖率，以“赤

水大瀑布+燕子岩森林公园+西南最

大的汽车露营基地+水果基地+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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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木资源+天然溪水资源”等原生态绿

色资源为主体，打造“天然生态旅游小

镇”；钟山区边缘结合部的梅花山片区

以“喀斯特地貌公园+清凉一夏的凉都

气候+山地观光休闲度假+梅花文化+

冬季滑雪”等山体运动为主要载体，重

点打造“梅雪小镇”。

乡村振兴“贵州模式”的实践探索

以“互联网+”促进特色农业发展。

贵州把“来一场深刻的农村产业革命”

作为当前脱贫攻坚的主抓手，以打产

业牌奠定乡村振兴长远的基础保障。

充分利用大数据优势和信息化时代基

础条件，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一

是以电子商务推动“互联网+”与现代

农业深度融合。全省农村地区互联网

基础设施取得显著成效，行政村通电

话通宽带全覆盖，“互联网+”促进了

农业产业化的提升。“互联网+”使农

业生产信息传递更通畅，加快形成规

范科学的农业经营组织体系,促进农产

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储运等规模发

展,避免各环节之间相互分割,增强农

业发展活力。“互联网+”也促进了农

业技术成熟发展和应用,增强农业发展

的科技含量，有效解决小农分散生产

经营格局与高度智能化和市场化的“互

联网+”模式的对接。二是“互联网+

农业”加快了农产品品牌的形成。贵州

依托日臻完善的交通路网和现代物流，

大力推进“黔货出山”行动，省政府出

台系列优惠政策在各县普遍建立了电

商平台，激励区域特色农业商品化、品

牌化，促进了大量特色农产品品牌的

形成。三是“互联网+农业”增强了小

农经营的互利合作。家庭经营通过“互

联网+”提高组织化程度，促成了互利

共享，形成了特色优势农产品最经济、

最方便、最有效的营销渠道，提高了农

业经济效益，对解

决农民增收、推动

农村产业振兴起到

了积极助推作用。

以环境整治建

设生态宜居乡村。

贵州高度重视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把

历时十余年的“整

脏治乱”专项行动

延伸至城乡每一个

角落。大力实施农

村清洁行动，不断

加大投入推进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力

抓“三改三化”，提

升村容村貌，保护

乡情美景，农村人

居环境建设取得初

步成效。推动乡村

生态振兴，加强农

村突出环境问题综

合治理，把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当作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场硬仗来打，

通过环境整治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建

设美丽乡村。

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优化制度供

给。结合脱贫攻坚倒计时阶段的乡村

发展实际，充分发挥省级选派的村党

组织第一书记的引领作用，发挥村党

组织在乡村治理中领导地位，不断完

善和创新村民自治制度。坚持乡村社

会治理结构新模式，村级党组织、村委

会、村监委会、村妇联、村共青团、村

民小组以及合作社组织、村办企业管

理组织等，共同为推进乡村发展贡献

力量。积极探索以产业联合、资源共

享、利益联结、共同发展的联村党委建

设，整合同类资源，搭建资源共享平

台，实现规模效应和抱团发展。大力培

育和发展以村级组织、专业合作社、农

业经营企业、村民自治组织等多元化

的农村基层社会自治组织，提高农民

组织化程度，提升村民自治能力。加强

农村基本自治单元体系建立，构建村

民小组或“十户一体”的合作互助模式

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把

制定完善的村规民约作为乡村自治制

度发展的主要形式，在全省范围广泛

开展村规民约示范村评选活动，建立

起了符合广大村民意愿且能够自觉遵

守的村民自治制度。

（作者单位：贵州省理论与当代

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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