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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更多精彩
内容

“新农人”姚波：乡村振兴的新模式与新视野

在日本，除了考察拟引进到南

县的 EM 生物技术外（一种复合微

生物菌剂技术。这种菌剂在种植、

养殖、环境保护等方面能发挥多种

功能，促进动植物生长发育，抑制

病害发生，净化环境——编者注），

姚波也考察了日本新潟县“大地艺

术节”的案例。

姚波说，对于乡村产业发展来

说，设计和艺术就是它价值呈现的

金钥匙。乡村很有价值，土地、生

态、产品、生活方式都很有价值，“但

是这个价值长久以来被淹没了，需

要设计和艺术去开启它”。

日本新潟县南部有两百多个村

落，曾经是人口密集之地。上世纪

50 年代日本城市化加速后，这里

的年轻人纷纷离开。村庄空心化、

老龄化严重，民居、校舍、田园荒

废，一片衰败景象。

1996 年，日本著名策展人北

川富朗希望借助艺术设计，打造一

个以古名“越后”“妻有”来命名的

“大地艺术节”，让这里重焕生机。

2000 年，第一届越后妻有“大地

艺术节”成功举办。此后，3 年一

届的艺术节为这里的乡村留下了诸

多世界知名的艺术作品。

比如现代艺术家詹姆斯 · 特

瑞尔的《光之馆》。这个善于运用“光

与空间”的美国艺术家将传统日本

家屋与自然光线美妙融合，创作了

一个可以住宿的艺术品；比如建筑

设计师手塚贵晴、手塚由比在这里

建立了一座“森的学校”，游客们可

以参观手木工艺品，学习木工制作，

了解稻米文化；俄罗斯艺术家卡巴

科夫夫妇在这里留下了装置艺术

作品《梯田》。主办方还邀请城市

居民前来认领荒芜的梯田，参与耕

作，回报就是田里产出的大米。

迄 今为止，“ 大 地艺 术节 ”

举办了 7 届，共接待 300 多万名

游客，近 400 组艺术家在这里

创作了上千件作品，新的就业机

会也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回归，曾

经凋敝的村庄重焕生机。“大地

艺术节”也成为全球知名的艺

术振兴乡村案例。

在日本拜访了72 岁的北川富朗

后，姚波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艺术乡村化、乡村艺术化，虽然有

着不同的内涵，但都是乡村振兴的

可实践路径。北川富朗的“大地艺

术节”模式能够给我们的乡村振兴

提供新的视野，带来不少启示。

“‘大地艺术节’并不是一个简

单的艺术节，而是一项各方参与、

规划有序的系统工程。”姚波说，

从艺术节到长期长效的运营服务，

这背后是以艺术节为核心、政府部

门提供全面支撑、产业企业提供

服务、众多社会资源参与其中的共

赢组合，“这就是我们从北川富朗

先生那里得到的重要启示”。

事实上，除了日本新潟的“大地

艺术节”，台湾池上乡的秋收稻穗

艺术节也是艺术振兴乡村的典范。

十几年前，池上面临着乡镇的

普遍困境——地处偏远山区，鲜少

有观光客涉足；土地被规划为农

业用地，无法发展工商业；八千多

户籍人口，一半离乡在大城市求学

谋生，留守的孩子和老人居多——

更可怕的，是人心颓丧。

转机出现在 2004 年，台湾开始

举办稻米品质竞赛，实行有机栽培

十多年的池上米连夺三届冠军，顿

时名声大噪。随后，池上人开始思

考下一步。2009 年，他们与台湾好

基金会合作，创办池上秋收艺术节，

接连迎来云门舞集、优人神鼓、张

惠妹、伍佰……十年来，池上的大

坡池畔建起音乐馆，旧谷仓改造成

美术馆，蒋勋等名家驻村生活，明

星金城武亦来乡间公路拍摄广告。

2018 年 10 月，池上秋收稻穗

艺术节期间，三天来的观众超过

7000人次，甚至包括作家龙应台、

艺术家蒋勋、导演朱延平等文化

名人。

在姚波看来，乡村建设有各种

各样的方式和手法，各种各样的理

论和观点，“每个乡镇的长相都不

一样，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

但是，乡村建设中最大的公约数就

是文化和艺术，“乡村是有尊严、有

自信的、有价值的，并且乡村需要

通过设计艺术来实现现代化。”姚

波说，艺术和设计是一个铸魂的

手段，“这个魂不一定是乡民的魂，

这个魂是植根于国家和民族几千年

来延续的文化遗存。”

“我们要的乡村不是回到过去，

而是在现代意义的乡村，虽然保留

了魂，但是一定是升级，是往前走

的乡村。那么设计带来的就是给发

展赋能。”姚波说，对于乡村产业

发展来说，设计和艺术就是它价

值呈现的金钥匙。乡村很有价值，

土地、生态、产品、生活方式都很

有价值，但是这个价值被淹没了，

需要设计和艺术去开启它。

在乡建领域深耕十余年，农创投控及其资源团队做

过海南博鳌南强村、海口石山镇、湖南怀化市会同县高

椅古村、河南省信阳市郝堂村等一批乡村建设示范项目，

但姚波坦言：“失败的项目也不少。”

在姚波看来，产业集群的培育发展难题，以及金融和

资本如何进入乡村的问题，是乡村建设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2018 年，姚波来得最多的项目点，是益阳南县。

在这个洞庭湖边的鱼米之乡，姚波想要做一个大型

的乡村建设项目试点——用土地整治的方式，把 5 个村，

面积大约一万亩的旱地改造成水田，再在这片区域上布

局稻虾养殖、艺术民宿、乡村体验、乡村艺术、EM 示范

农场等多种主题业态，“打造为洞庭湖区后花园”。

1月26日，为了帮助南县项目考察到更为适宜的技术

和产业，刚刚从日本、泰国两地奔波回来的姚波马不停

蹄地赶往南县。从车上的广播里，姚波一字不漏地听完

了许达哲省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坚持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培育农村特色千亿

产业。建设以精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

“一县一特”“一片一特”等报告中涉及乡村振兴领域的

关键词句，被他快速誊抄在笔记本上。

“省长报告里提到的这些关键词，对我们这个项目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姚波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一万亩旱地改造成水田后，能产生近万亩的“补充耕

地指标”。而这类耕地指标在国家统筹管理下交易后所

产生的效益，又将投回项目所在地现代农业产业和美

丽乡村建设。

姚波说，土地整治通过理念导入和产业配套、补齐

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加速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

能够再生发出一些新兴投资项目，“通过土地整治等做好

‘田、水、路、林、村’等农村纹理和底色，再通过‘土

地整治 +’战略，为乡村注入产业、生态、文教、旅游等

功能。”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土地整治不仅保障了耕地

质量、数量与生态平衡，“还可以更好地建设具有乡土风

情的村镇，打造特色产业，统筹解决美丽乡村及新型农

村社区建设等问题”。

集农业产业、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文化旅游、乡村金

融于一体的乡村振兴重点示范项目。这是南县县委、县

政府及农创公司对于这片广袤田野和乡村的共同期待。

南县方面希望，项目能为整个洞庭湖区农村用地空间

治理、农用地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树立标杆，成为保障南县乡村振兴战略高速、高效

发展的重要抓手。

姚波则憧憬，这个项目能让农创公司思索和构建了很

久的“一体化乡村建设模式”的理论和实践落地完成。

文：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通讯员 袁树勋

1 月 26 日上午，湖南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省长许达
哲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拓展
高质量发展空间。2019 年，
湖南将着力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坚持乡村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
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大
力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站在益阳市南县洞庭
湖生态经济创新示范区育
才村的田埂上，农创投资
控股（深圳）有限公司总裁、
农顺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姚波感受
颇深。在他看来，
推进乡村振兴既是
补齐高质量发展短
板的战略举措，也
是拓展高质量发展
空间的机遇所在。
此前，农创投控及
其资源体系在海南
博鳌建设了“乡村
振兴的海南样本，
博鳌论坛的田园名
片”——南强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
振兴重点在产业”著名论
断的石山镇等知名乡村建
设案例之后，姚波一直在
思考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视
野、新理念与新模式。

回到家乡湖南，操盘
全省首个“土地综合整治
助力乡村振兴”试点，姚
波希望，通过对益阳南县
洞庭湖生态经济创新示范
区这片土地的整治，能为
整个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
提供一种新的模式——基
于土地整治助力乡村振兴
的新路径。

一片新视野：艺术振兴美丽乡村

一种新模式：土地整治助力乡村振兴

站在益阳市南县洞庭湖生态经济创新示范区育才村的田埂
上，姚波说，他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探索出基于土地整治助力乡
村振兴的新路径。

在日本，姚波（左一）考察了新
潟县“大地艺术节”的艺术振兴乡村
的案例，并拜访了“大地艺术节”的
创始者、日本著名策展人北川富朗先
生（右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