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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定资料

资料 1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三要三必

须”深刻揭示了重农固本的全局意义。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淡漠农村、忘记农民。“十

一五”以来，国家提出并扎实推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农村的人居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农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也存在着各种不平衡，其中

较为普遍的一种不平衡，就是与新农村的硬件建设相比，对人的关怀及建设尚有不足。

2014年 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改善人居环境，

提高农民素质，推动“物的新农村”和“人的新农村”建设齐头并进。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

次明确提出“人的新农村”概念，表明未来国家对农村的建设方向与过去相比要进行调整，

从更多地重视“物的建设”过渡到“物的建设”与“人的建设”同步推进，从单条腿走路过

渡到两条腿并行。有专家指出，“人的新农村”这一概念的提出，代表着中央的新思考、新

认识，也凸显着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更高要求。

“人的新农村”建设赋予了新农村建设新的内涵和意义、希望和活力。新农村的本质是

“人的新农村”。“人的新农村”将是农民的最美归宿。

资料 2

我国是一个 13亿多人口的农业大国，一直以来，乡村都是人们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域，

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业人口流失严重，越来越多的村庄成了“空心村”。

“外面像个村、进村不是村，老屋没人住，荒地杂草生。”不少农村的家庭只剩下了老

小，那些曾经人丁兴旺的村庄，如今成了老人村、空心村。老人、小孩与狗……走在阡陌小

巷里，看到最多的就是他们。因为“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妈妈呢？”“妈妈出去打工

了。”“那爸爸呢？”“爸爸也是。”“等我长大了，就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城里了。”与父母

一周通个电话，一年团聚一次，对农村的很多孩子来说，早已成为习惯。记者询问一位 60

多岁的农民：“您现在还能下地，那十年、二十年以后谁来种？怎么办？”老人略带伤感地

说：“那么好的地没人种，实在可惜！我也不知道将来谁来种，只希望有人种！”

“主要是不同的生活方式。长期在外打工，生活习惯已和农村格格不入。看着从小蹲惯

了的旱厕觉得‘有点恶心’。”26岁的林大海常年在广东打工，形容农村已是“回不去的家”

了。“家里没有网络，没有电脑，没有电影院，只能守着电视机耗日子。即使现在回家种地，

我也早已失去了务农的手艺。农村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林大海在家待了几个月，他的

生活主题，大致变成了看电视、打麻将、睡觉三部曲。林大海很不喜欢这个在白天也看不见

几个人影的山村。类似于父辈的生活，他一点也接纳不了。他表示还是想出去，希望能在大

城市里找到规范的企业，签订正规劳动合同，为自己也缴纳社会保险，过上不一样的生活。

村民离开村庄，必然导致“地图有此村，进村不见人”。“空心村”除了对延续千年的“老

有所养、幼有所依”传统家庭伦理构成巨大冲击外，还衍生出了土地荒芜、村舍闲置、穷村

脱贫致富困难等弊端，给精准扶贫也带来困难。“空心村”大多地理位置不佳，资源优势不

明显，招商引资难度大，发展也只能是在种植、养殖这些传统产业上做文章。记者问一些村

干部：“为什么不大规模搞种植、养殖？”一些村干部认为，种植、养殖都需要大面积的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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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宜养土地，我们这些村，山高路远，耕地不成片，而且种植、养殖靠天吃饭，风险很大。

村里年轻人宁愿背井离乡吃“汗水饭”，也不愿回村吃“刨土饭”。在广东中山打拼多年的农

民周复耕说：“我们也不想背井离乡，把孩子老人留家里我们也很担心，但是村里没小学，

孩子上学要走几十里的山路到镇里。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医疗费太贵，新农村合作社医疗

报销手续也很烦琐，老人看个病也很难。而且留在村里赚不到钱，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不

出来挣钱不行啊。”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传统村落因人口外流形成的“空心村”外，一些新型农村社区也出

现了“空心化”现象。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有一些新型聚居点，虽然楼房建得很漂亮，

村庄设施环境变好了，但生计解决不了，仍然留不住人，农民不愿意“上楼”。

“因为没别的挣钱门路，集中居住后很多村民继续外出务工，而留守的村民不少仍从事

农业生产，却要走出社区很远种田，没地方饲养牲畜、存放农机和晾晒粮食，地下室储粮抬

上抬下很麻烦。住在社区花销也很大，水啊，电啊，菜啊，哪样不得花钱？自己在村里，房

前屋后撒把菜籽，一年的青菜就不用花钱了。村民宁可空着新楼房，而回去住自己的破旧老

屋。所以看起来新的社区依然是空心的。”江西黎川县熊村镇村民万增云告诉记者。

在河南新乡市红旗区，记者发现，一些新社区建成多年，可愿意上楼的农民少之又少，

形成老村拆不掉、新村无人住的局面。一到晚上，空旷、黑灯瞎火的新社区宛如乡村的“鬼

楼”。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郭晓鸣认为，目前农村面临的是双重“空心化”现象，尤其是新型

聚居点的“空心化”以新的形式表现的“空心村”，虽然数量还不多，但是造成的公共财政

资源和农民有限资金的浪费损失更大，应当给予高度关注。

资料 3

Q县梅岭村，原来也是典型的“空心村”。村民说，夜里路过“瘆得慌”、垃圾遍地“脏

得慌”、房屋摇摇欲坠“怕得慌”。去年，村里开始治理，实施了清杂物、清残垣、清空闲宅

基地，拆违章建筑工程，在清拆中建起了农家菜园、林荫果园、休闲游园，使破乱空闲地变

成了“景区”，不仅治理了脏乱差、美化了环境，还发展了产业、富了农民。

村党支部书记秦玉东是第一个带头拆除自家上世纪 50年代建造的 7间老房子的人。“我

那老房子十几年没人住，半边的屋子都塌了。虽然舍不得，但也觉得这老房子真是不拆不行

了，不仅影响环境，还特别的危险，不知道啥时候就倒塌砸着人了。”秦玉东说，虽然房子

拆了，但宅基地的使用权还是自己的，并且县里还给买了 60棵国槐苗种上，这房子拆得心

甘情愿。

利用清拆后形成的大量闲散土地，梅岭村成立了农宅合作社。合作社收储回租空闲宅基

地，建设了菊花、果蔬种植体验大棚等，把闲散宅基地变成了财富田园。村民通过自家闲散

着的宅基地入股，成了有收益的股民。

村东有一片占地几十亩的坑塘，是以前盖房挖土形成的，后来成了垃圾坑。村里将垃圾

清除后，通过市场化运作，找来了投资者，平整道路、种树种草、修建观水平台，形成了一

个集淡水养殖和休闲垂钓为一体的休闲场所。

村里有一处老房子曾是冀南银行第三印钞所的所在地，村里对房屋进行了修缮，恢复了

部分地道，并建立了纪念馆，成了红色文化旅游景点；有一棵 1600多年的古槐树，当地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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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着很多与古槐树有关的美丽传说，为此，村里修建了古槐树广场，又栽植了许多国槐，

摆放了石桌、石凳，周围墙壁上张贴了许多与古槐有关的传说漫画……通过挖掘村里的历史

人文资源，提升了村子的文化内涵，传承了历史文脉。

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梅岭村共接待了游客 3万多人次。

村民崔军胜说：“可别小看这一清一拆，给村里带来的变化太大了。村里现在道路不再

坑坑洼洼，胡同也干净利落，绿油油的小菜园，走不多远就有一个，空气好得很。村民现在

也有活干，心里踏实，忙忙活活的，钱比以前挣得多。村里现在是越来越好，出去打工的也

陆续回来了，村里又热闹起来了。”

资料 4

“三农”学者李昌平认为，“没有生产方式的转变，而一厢情愿地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

很容易导致农民‘被上楼’，埋下诸多隐患”。

江西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志说，“尊重农民的意愿”经常被挂在嘴

边，但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让这一说法落到实处，不妨换个角度看问题。“无论

撤村并点还是兴建新社区，领导干部都不要站在马路上由外往里看，而是要深入农家，从内

而外看，耐心了解老乡家里有没有自来水，生活方便不方便，收入来源如何，这样做决策时

才能实事求是。”他说。

《半月谈》记者在河南夏邑县曹集乡冉庄村采访时感到，这里的新型社区很受农民欢迎。

这几年因为县城产业集聚区扩建，土地征用加上土地流转，村里很多农村都不再种地，有的

自己做生意，有的在产业集聚区打工。“既然不种地了，收入也有保障，农民谁不愿意住新

型社区？”村民冉庆桥说，“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是农民的梦想。”

和冉庄村村民一样，河南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村民也对新型社区表示出欢迎态度。“以

前的老村脏乱差不说，邻里之间还经常闹矛盾。现在大家不走泥巴路了，看个病啊，买个菜

啊，不用出社区，生活真是方便。”干河陈村的村民闫小颂说。

资料 5

人是现代农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发展现代农业就要发展新兴职业农民，让愿意务农

的农民从土地获得收益，让农村的生活更美好。

邓斌来自 P县石洞乡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在食品行业工作 8 年。这份工作

经历让邓斌对农业有了更深的理解：“粮食安全是食品安全的前提，没有农业，何谈发展？”

随着国家的强农惠民富农政策力度加大，邓斌看到了农业转型的巨大机会，决心回乡创业。

“农村有广袤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邓斌说。回乡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后，2015年，

邓斌联合 6家农户、18个种粮能人成立新种田地种植专业合作社，并在 P县的 50个村建立

了“农业生产要素车间”，为农民提供农资、农技、农机等粮食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同时，

与 30多家面粉厂、20多家饲料厂等合作，保证粮食的按时收购，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今年 34岁的王强是 J县板江乡小水村村民，18岁高中毕业后他就一直在深圳工业园区

打工。在多年的城市打工生活中，他发现城里人对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特别青睐，这让他相

信生产绿色食品有无限商机。于是 2013年他带着自己多年在外打拼积累的资金返乡创业，

创办了小水村生态农场。为把企业做大做强，王强积极参加了县农业局举办的“农村实用技

术人才专题培训班和县委组织的青年创业系统知识”培训班，并到周边先进农业基地参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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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先进农业技术，2015年，在畜禽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通过多次优种组合孵化试验结合中

草药喂养，综合培育出了小水村农场生态鸡，年纯收入 40多万元。如今由于生态鸡场的示

范效应，小水村家家户户养鸡，村民的人均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二、作答要求

（一）请结合“给定资料 2”，概括总结农村出现双重“空心化”现象的原因。（4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洁；不超过 300字。

（二）请结合“给定资料 3”分析 Q县梅岭村破解农村“空心化”问题的路径是否具有

可推广价值。（8分）

（三）请结合对全部给定资料的理解与思考，围绕“新农村的本质是‘人的新农村’”

这一主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28分）

要求：主题突出，逻辑清晰，符合体例，语言流畅；总字数 800-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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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

【参考答案】

双重“空心化”是指传统农村和新型农村社区均出现人口外流严重的现象，原因如下：

一、传统农村：1.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青壮年外出务工。2.生活方式不同。外出务工的生

活习惯与农村差距大，失去务农手艺，娱乐项目少，生活单调，缺少吸引力。3.自身缺乏优

势。地理位置不佳，资源优势不明显，招商引资难度大，产业结构单一，种植、养殖等传统

产业受自然环境约束大，难以大规模发展，风险大。4.保障体系落后。乡村教育、医疗条件

差，费用高；缺少规范企业，劳动保障、社会保险不足。二、新型农村社区：1.收入低。留

守村民以务农为生，赚钱途径单一。2.花销大。从事农业生产不方便，生活成本高，村民宁

愿选择回老村居住。

（二）

【参考答案】

该村的路径能够治理脏乱差，美化乡村环境，发展农村产业，增加农民收益，充实农民

生活，有效的解决了农村“空心化”问题，具有可推广价值。

1.能够美化环境。乡村道路更加平整，胡同干净卫生，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改变了从

前脏乱差的村容村貌。

2.能够发展产业。通过市场化运作、引入投资等方式，完善基础设施，将垃圾坑改造为

休闲场所，发展了乡村产业；通过挖掘村里的历史人文资源，提升了村子的文化内涵，传承

了历史文脉。修缮老房子，建立纪念馆，利用传说，发展文化旅游业。

3.实现生活富裕。老房子拆迁后村民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县里拨款种植国槐为村民创

收；村民通过自家闲散宅基地入股农宅合作社，增加了村民收益。

（三）

【参考例文】

以人为本打造新农村

2014年 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新农村建设，推动“物的新农村”

和“人的新农村”建设齐头并进。“人的新农村”意味着要更加注重对人的关怀和建设，农

民不再是身处于这个进程之外，而要成为建设的重要主体和内生力量。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与新农村的硬件建设相比，对

人的关怀及建设还远远不够。垃圾遍地，土地荒废，房屋摇摇欲坠，人居环境仍有待改善；

缺少技术和区位优势，大部分的农民仍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青壮年被迫背井离乡，越来越

多的村庄成了“空心村”……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人文关怀，才能确保新农村的建

设之路越走越好。

要实现“人的新农村”，关键是要让农村有“人”。这就需要大力发展产业经济，鼓励更

多的农民利用闲置土地创造价值，吸引更多的农民回归家乡。传统的农业经济，种地是农民

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谋生方式，然而这种靠天吃饭的营生却很难支撑全家人的开支，这

就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不得不抛下家庭，去城市打工，家乡成了越来越回不去的“远方”。

要想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当务之急是要把现有的人留住，把外流的人吸引回来。从成立农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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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利用闲散的宅基地建设种植体验大棚，到开展清拆工程，将垃圾坑改造为休闲娱乐

场所；从修缮老房子，发展旅游产业，到修建古槐树广场，提升乡村文化内涵……都切切实

实的充实了农民的生活，增加了农民的收益，让农村重新热闹起来。

要实现“人的新农村”，转变生活方式的同时更要转变生产方式。这就需要深入基层了

解农民想法，尊重农民意愿，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新型农村社区的建立改善了以往脏乱

差的生活环境，然而对于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下地干活不方便，生活成本高，再漂亮的

楼房只能成为摆设。“物的建设”必须要与“人的建设”同步推进，一味地投入“物”的同

时，不妨问问“人”的想法，用生产方式的转变带动生活方式的转变，当新型社区有了更宽

广的挣钱门路，更现代的产业经济，更完善的就业保障，自然就会被农民视为真正的“家”。

要实现“人的新农村”，就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人是现代农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

发展新型农民就要借力富民政策鼓励农民回乡创业，引进先进技术带动农民转型。越来越多

从农村走出去的高素质人才渴望回家乡寻求到一个发展的平台，我们正应该抓住这样的需求，

借助富民政策为他们打造一个舞台。有机蔬菜，富硒小米，生态雏鸡……当创业机遇不断被

把握，无限商机接连被挖掘，他们的回归不仅是自我的发展，更是父老乡亲的蜕变，整个农

村的转型。

新农村的本质是“人的新农村”，农民好，农村才能更好，随着农民回归土地，生活充

实富足，农村会越来越有具有魅力和活力，成为农民最美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