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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双版纳勐腊河边扶贫实验

• 昆明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实验

• 临沧小农户发展驱动乡村振兴实验

• 怒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实验

• 昭通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先导型实验

• 曲靖云上花海乡村振兴示范园实验

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团队在云南多地开展的乡村实验



中国农业大学在云南多地开展的乡村振兴实验方案

• 中国农业大学在云南各地乡村建设实践的总体目标是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

轮驱动、协调推进，培育形成都市驱动力、城乡互动力、乡村内生力“三力融合”

机制，将城市动能引入到乡村，基于对乡村闲置资产的盘活发育新的经济业态，将

城市的动能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力，从而探索城乡互动、城乡融合的发展新机制。

• 乡村建设实践的基本思路是建立一个中心，坚持四个主体，发育四个机制。一个中

心是始终坚持农民为中心，四个主体是农民是决策主体、建设主体、运营主体和受

益主体，四个机制指的是要有一个新的乡村资产运营和管理的组织机制，村级以工

代赈为主体的乡村建设机制，乡村CEO为主体的经营机制以及集体与农户、外部资

本与农户的利益分配机制，从而确保投资要让乡村受益。



中国农业大学在云南多地开展的乡村振兴实验方案

• 乡村建设实践的基本路径是在村里选择一个小范围的核心示范区，反对大拆
大建，也反对铺大工程，打造山水人文融为一体的美丽乡村。乡村建设要按
照“轻介入、微改善、精提升”的原则，要注重盘活村庄集体和农户的闲置
资产。目前多数完成建设的村庄，都是采用这一模式。

• 乡村建设实践的基本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政府主导阶段、政府引导阶段、农
民主体阶段。在政府主导阶段主要是整合财政资金，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人居环境，扩大乡村的经济空间，探索可行机制。在政府引导阶段聚焦
主要梗阻，有效实施巩固、集成、融合、提升、拓展，进一步推动机制完善、
人才培养、产业提升。农民主体阶段主要不断强化造血功能，显著提升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村集体经济收入明显增加。



2015年的西双版纳州河边瑶寨











河边村村民建造的公益共享公寓





河边村农户收入变化情况 (2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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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良县麦地冲实验· 七彩梦乡



宜良县麦地冲实验· 七彩梦乡



宜良县麦地冲实验· 七彩梦乡



宜良县麦地冲实验· 七彩梦乡



麦地冲的新业态运营-趣味体验活动

稻田摸鱼 亲子游 农事体验活动

露营 篝火晚会 插秧



麦地冲的新业态运营-高校研学

“彩色水稻之父”吴殿星博士到访麦地冲 香港大学师生赴麦地冲实践 云南农业大学开展耕读教育

“智汇春城，青创未来”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麦地冲站 玉溪师范学院到麦地冲开展社会实践



从2021年6月，麦地冲休闲产业核心示范区运营以来，在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困难下，

集体资产运营公司的营业收入达到近100万元。



宜良县麦地冲实验· 七彩梦乡



国家层面有关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文本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 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节点

乡村振兴战略是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

Ø 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Ø 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Ø 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未来十五年是国家主导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阶段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环境分析

相比于过去在乡村开展工作，当下在乡村要面对更多的利益相关群体和主体：
• 能力不断加强的村委会
• 不断频繁进村的乡镇干部
• 长期驻扎的工作队
• 帮扶乡村的企业团队
• 引入乡村的社会投资主体
• 返乡创业的村民主体
• 村民成立的自组织（合作社、股份公司）
• 开展工作的社会组织同行
• 乡村内部各种的服务对象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关系分析

• 无论是北方的村庄，还是南方的村庄，村庄内部本身都存在着较为复杂的社

区关系。这样复杂的社区关系一方面来自于宗族以及亲属之间的传统关系，

另一方面来自于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 外部力量介入到村庄的发展中，尽量不要触碰甚至影响到内部关系的生成和

变化中。



•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乡村未来的十五年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乡村

最缺乏的就是具有各种能力的人才。这也就为大学生提供了参与并成才的重要舞台。

• 建议大学生可以利用在学校期间的社会实践进行乡村的短期全职工作，参与到乡村

振兴的工作。参与的形式最好是要借助一个组织的载体，可以是公司、公益组织、

或者政府的乡村人才项目进入到乡村。

• 在乡村工作，大学生首先就是融入乡村，在向乡村学习的态度中找到自己发挥作用

的切入点。乡村工作的推进要远远比城市工作推进要缓慢地多。切忌不要追求速成

或者定太高的目标。

• 大学生在乡村最重要的用武之地在于帮助乡村的农民更好地对接到现代的生活和现

代的经济中，同时能够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促进共同富裕。

当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要方向



当代大学生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 提供一个村庄发展的规划报告

• 提供一个村庄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产业、养老、组织培育）

• 完成一个村庄兼具乡愁与现代的公共空间或者民宿等设计方案

• 开展一个涉及到乡村振兴的主题性调研

• 开展一项或者多项针对农民能力提升的培训（注重现代性意识提升）

• 开展一个示范性的村庄服务项目（老人、妇女、儿童）

• 与乡政府对接参与一个政府项目的具体实施

• 与村委会对接参与一个村庄内部工作的具体实施

• 与村内相关的外部主体联动参与其工作推进

• 。。。。。



大学生如何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成长成才

• 通过亲身参与农耕活动理解农民生产的艰辛

• 通过观察交流了解村庄内部的复杂关系

• 通过开展相应的活动理解在村庄内工作中的挑战

• 通过调研、实地参与、交流等方式帮助村庄找到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案以及提

出村庄发展的相关建议

• 通过团队工作来促进自己与他人的沟通协调能力

• 通过团队与村庄内外相关主体的联络沟通培养自己的表达协调能力

• 通过完成一份实践方案、一份实践报告来锻炼自己的写作能力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