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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隆姆博恩是德国莱茵兰—普

法 尔 茨 州 一 个 只 有 1000 多 人 的 村

庄，在村庄中心的草坪上，竖立着一

块看起来不起眼的石碑，上面模糊

地刻着“1600 F”的字样。旁边的简

介牌讲述了它的来历：这是 1600 年

时弗隆姆博恩（缩写 F）与邻村的界

碑。几年前，这块界碑被村民挖掘

发现，成为弗隆姆博恩村史最早的

见证之一。在石碑旁边，一个弃用

超过半个世纪的水井同样得到良好

维护，井口搭建了精致的铁艺装饰，

成为村庄景观。

村委会成员赖因海默介绍说，

村民们非常珍视自己的历史，并以

此 为 豪 。 目 前 弗 隆 姆 博 恩 已 为 十

几 处 地 标 建 筑 和 景 观 竖 立 了 简 介

牌，向村民和游客介绍该村的历史

和文化。村子还计划增加二维码，

让 村 民 和 游 客 获 得 更 多 有 关 村 庄

的信息。

对村子历史和文化的珍视并非

弗隆姆博恩独有，在 1 公里外的埃佩

尔斯海姆，村民甚至在村公所里设

立了一个小型博物馆，展示村里挖

掘出的化石、农具及其他展品，图片

和文字详细介绍了村庄逾 1200 年的

悠久历史。

在 高 度 工 业 化 和 城 镇 化 的 德

国，数十年前，农村的硬件设施已与

城市无太大差别。亲近自然的生活

环境，甚至吸引很多城市人前来定

居。而挖掘、保护村庄历史和传统

风貌，进一步提升乡村人文居住环

境和吸引力，则是近年来德国农村

建设的重点。弗隆姆博恩和埃佩尔

斯海姆，正是由于因地制宜，打造了

独具特色的村庄文化，在德国联邦

农村竞赛中获了奖。

这样的成绩与村民广泛参与村

庄治理密不可分。在弗隆姆博恩的

村公所里，村委会成员用数十页的

PPT，向记者介绍了近年来村庄开展

的一系列美化工程：地标介绍牌、鸟

类花园步道、公共面包房、户外小剧

场……在记者眼里，这里与其说是

个村庄，更像是座微型城市。

资源来源方面，德国联邦政府

出 台 的《“ 改 善 农 业 结 构 和 海 岸 保

护”共同任务法》和州政府层面的乡

村更新计划提供了部分支持，主要

施工工作，则要靠村民义务劳动来

完成。村庄成立的各类协会在其中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弗隆姆

博恩的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上，每

个月都有各类协会的活动更新，如

村民倡议组织的景观施工、妇女协

会组织的除尘日清扫等。

每月一次的“烤面包日”是村里

的“盛事”。在历时 3 年亲手搭建起

的面包房里，自带面粉食材烤出各

家需用的面包和点心，已成为村民

生活的一部分。面包房还有一个专

门的社交账号，每月预告活动和烘

焙菜单，其中一篇这样写道：“让我

们在舒适的氛围中，用柴火烤炉一

起制作土豆面包、面包卷和美味蛋

糕，并与咖啡一起享用。”虽然村里

大型连锁超市可以买到新鲜廉价的

面包，但村民们似乎更喜欢回归传

统，在烤炉旁增进交流，讨论村庄公

共事务，提升凝聚力。

邻村埃佩尔斯海姆在村庄美化

协会的努力下，沿着源自中世纪的

护城沟，打造了一条 1.3 公里长的健

行步道。在绿植的掩映下，沿途可

以看到曾经的古城门，以及由废弃

石灰窑改造的休闲设施。副村长尼

科·齐默尔介绍说，步道的日常维护

并非一项简单工程，费时费力，但村

民 大 都 意 识 到 这 是 一 笔 宝 贵 的 财

富，愿意义务作出贡献。

不仅是保护古老步道，村民也

积极参与村庄建设。负责维护步道

的村庄美化协会，自 1880 年起就开

始了提升村庄居住环境的工作。正

是人人参与治理的悠久传统，造就

了埃佩尔斯海姆宜居的环境。

管理和服务村庄公共事务，会耗

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村委会以及协

会的骨干成员几乎都是退休人员，但

他们的工作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和支

持。赖因海默就乐在其中。在最近

的一次会议上，大家讨论了继续参加

新一届德国联邦农村竞赛的事宜。

“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并不一定都

出生于此，大家都是因为热爱乡村生

活来到了这里。”赖因海默说。

（本报柏林电）

德国弗隆姆博恩村和埃佩尔斯海姆村

提升乡村人文居住环境和吸引力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强

在乡村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村容村貌等人居环境整治，另一方面也应注重保护传

统村落和乡村特色风貌，让乡村美丽宜居，留住看得见的乡愁。许多国家的乡村建设都先后经历了基础设施现代

化和回归传统乡村特色的发展阶段，在保护和传承方面做出了努力

在荷兰东北部上艾瑟尔省的斯滕韦

克尔兰德市，有一个村庄很是特别。这

里小桥、流水、人家，如诗如画，看不到

汽 车 的 踪 影 ，只 有 舟 楫 在 河 道 上 荡 漾 。

据史料记载，这个村庄所在地区曾是一

片无人居住的沼泽，地下储藏着丰富的

泥炭资源。13 世纪早期，人们来到这里

以挖掘泥炭为生，并发现了很多野山羊

羊角，便给村庄取名为“羊角村”。

羊角村目前有居民近 3000 人，很多

家 庭 世 代 生 活 在 这 里 。 他 们 居 住 的 房

屋至今仍保留着传统建筑风格，锥形屋

顶 上 覆 盖 着 厚 厚 的 芦 苇 。“过 去 这 里 的

人们很穷，买不起砖瓦，只能就地取材，

结草为庐。”羊角村学院董事长盖比·爱

圣博格对本报记者说，虽然现在芦苇屋

顶的造价远比瓦片屋顶高得多，但当地

民众重视保留传统，依旧用本地产的芦

苇编织屋顶。“这样的茅草屋冬暖夏凉，

既节能环保，还经久耐用。”

爱 圣 博 格 就 出 生 在 羊 角 村 ，其 家

族 已 有 10 代 人 在 这 里 生 活 。 今 年 40
出 头 的 她 创 办 了 羊 角 村 学 院 ，并 与 荷

兰 皇 家 酒 店 协 会 、瓦 赫 宁 根 大 学 等 合

作 ，进 行 乡 村 旅 游 、食 品 安 全 和 农 业 发

展 等 领 域 的 研 究 和 培 训 。“到 我 曾 祖 父

那 一 代 ，这 里 的 人 们 还 是 以 挖 掘 泥 炭

为生。”爱圣博格说，为了运输泥炭，挖

矿 者 开 凿 沟 渠 和 运 河 ，最 终 形 成 了 河

道 交 错 的 水 上 村 落 。 手 工 木 制 平 底 船

是 当 时 唯 一 的 交 通 工 具 ，这 种 使 用 木

桨 的 传 统 船 只 今 天 依 然 在 使 用 。 羊 角

村 很 多 人 家 的 门 前 停 靠 着 这 样 的 小

船 ，邮 递 员 也 是 划 着 平 底 船 投 递 邮 件

和包裹。

羊 角 村 博 物 馆 坐 落 于 村 子 中 心 地

带，由废弃农场改造而成。该博物馆集

中展示了羊角村的乡土文化，每天都有

志 愿 者 为 游 客 讲 解 该 村 的 发 展 历 史 。

据介绍，羊角村的规划者主要从环境友

好和宜居两个出发点来建设该村：疏通

河道，治理水污染，兴建木拱桥，保留茅

草屋和平底船，尽最大努力保持宁静和

古朴的乡村自然景观和特色风貌。

羊角村中心区域没有修建公路，外

来 车 辆 只 能 停 放 在 村 口 的 停 车 场 。 为

了减少环境污染和噪音污染，中心区域

河道除了传统人力平底船之外，只允许

由 平 底 船 改 造 而 成 的“ 耳 语 船 ”通 行 。

这种船小巧轻便，船尾配备一个无声电

动 马 达 ，因 行 船 无 声 而 得 名 。 弃 舟 登

岸，沿着岸边的羊肠小道步行或骑自行

车，通过 180 多座木拱桥，可以到达村里

的任何地方。

漫步羊角村，犹如画中游。一幢幢

传 统 民 居 被 碧 绿 的 草 坪 和 姹 紫 嫣 红 的

花卉包围，与蓝天白云一同倒映在波光

粼 粼 的 水 面 ，大 白 鹅 悠 闲 地 游 来 游 去 。

除了鸟鸣，耳畔最大的声音就是水中嬉

戏的鸭子的叫声。置身其中，没有都市

的喧嚣，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宁静。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羊角村并不为

外 界 所 知 ，也 从 不 刻 意 让 外 界 知 晓 。

1958 年 ，荷 兰 知 名 导 演 伯 特·哈 安 斯 特

若 在 这 里 拍 摄 电 影《吹 奏》。 随 着 这 部

音乐喜剧电影的传播，国际游客纷至沓

来，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羊角村早期的规划者们应该不会

想到村庄有一天会如此有名，他们只是

想保留传统文化，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宜居环境。”爱圣博格感叹道，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展 现 出 强 烈 的 怀 乡 情

结。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尊重，按照自

然的肌理和生态规律设计发展思路，羊

角 村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为 人 们 呈 现 了 一 个

看得见的精神家园。

（本报阿姆斯特丹电）

荷兰羊角村

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宜居环境
本报赴荷兰特派记者 任 彦

从 东 京 出 发 向 西 北 方 向 开 车

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长野县松

川 村 。 山 麓 下 狭 长 的 盆 地 南 北 延

伸 ，高 濑 川 、乳 川 、芦 间 川 、穗 高 川

等 4 条河流缓缓流过，这个绿意盎

然的美丽乡村已有 132 年的历史。

近年来，随着少子老龄化问题

加剧，日本人口持续减少。松川村

也不例外，此前人口曾连续 8 年减

少。然而，2020 年该村人口却实现

正增长，增加 45 人，至 9705 人。究

其原因，松川村工作人员青沼宏和

告 诉 记 者 ，这 些 年 来 ，村 里 一 直 积

极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美丽乡村宣

传 ，吸 引 了 很 多 外 地 人 来 此 定 居 ，

其 中 不 乏 来 自 东 京 等 大 城 市 的 居

民 。“ 这 里 有 恬 静 的 田 园 风 光 、新

鲜 的 时 令 蔬 果 、清 新 的 空 气 和 甘

甜 的 泉 水 ，还 有 丝 毫 不 逊 于 大 城

市 的 基 础 生 活 设 施 。”言 语 间 ，青

沼 对 自 己 是 一 名 松 川 村 民 充 满 了

幸福感和自豪感。

今 年 47 岁 的 青 沼 过 去 在 松 川

村北部相邻的大町市长大，学生时

代他被松川村的秀美所吸引，毕业

之后便来到这里，迄今已工作生活

了 28 年 。 据 他 介 绍 ，松 川 村 的 道

路 很 早 之 前 就 实 现 硬 化 ，干 净 整

洁，一尘不染。这与当地居民坚持

把室外垃圾带回家的做法有关，也

离 不 开 村 政 府 实 施 的 垃 圾 集 中 处

理政策。而在半个多世纪前，松川

村民还或在家中，或在田地里焚烧

生 活 垃 圾 。 尽 管 当 时 生 活 垃 圾 量

并 不 大 ，但 是 焚 烧 时 ，空 气 中 还 是

弥漫着刺鼻的味道。

自 1969 年 起 ，松 川 村 推 行 政

策 ，将 居 民 垃 圾 集 中 收 集 ，委 托 临

近 地 方 政 府 的 垃 圾 焚 烧 厂 来 处

理。之后，松川村与附近几个地方

合 作 ，建 立 起 现 代 化 垃 圾 处 理 设

施。如今，松川村民与大城市居民

一 样 ，免 费 处 理 一 般 生 活 垃 圾 ，但

丢 弃 旧 家 电 和 家 具 等“ 粗 大 垃 圾 ”

时，需要交钱。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问 题 曾 困 扰 松

川村民。过去，各家各户不得不首

先 将 粪 便 等 储 存 于 自 家 的 粪 便 罐

中，等待专门公司定期回收。其他

生活用水，如厨房用水与洗浴用水

等则直接排入河流中。这样，一是

造成村民生活十分不便利，二是会

导致河流污染。

2000 年，日本中央政府联合松

川 村 和 当 地 村 民 ，共 同 出 资 107 亿

日 元（100 日 元 约 合 6 元 人 民 币），

建成了现代化下水道系统，得到了

松川村民的普遍支持。自此，松川

村 民 可 以 直 接 将 生 活 污 水 排 放 到

下水道中，“我们的生活更方便了”

“松川村的河流更清澈了”。

“ 自 从 有 了 下 水 道 系 统 ，我 们

的居住环境逐步完善，甚至超过了

大城市。”青沼自豪地说道，松川村

还加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除了教

育 机 构 、诊 所 、银 行 、邮 局 、大 型 超

市外，美术馆、图书馆、温泉旅馆等

设施也一应俱全。

为应对人口减少问题，日本各

地 不 断 开 展 行 政 区 划 调 整 ，不 少

农 村 地 区 被 合 并 至 其 他 行 政 单 位

中 ，而 松 川 村 得 以 保 留 了 下 来 ，成

为 日 本 最 悠 久 的 乡 村 之 一 。 青 沼

说，在延续乡村自然特色优势的同

时，因地制宜引入各类现代化基础

设施，这些努力让村民有了更多的

幸福感。

（本报东京电）

日本松川村

因地制宜引入现代化基础设施
本报驻日本记者 刘军国

在德国的一些乡村，人们常

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曾经的水泥

柏油路被重建成沙石路面，在上面

走一会儿，鞋里还可能进沙子。

为什么一些水泥路被改为了

沙石路？是因为，雨水经由沙石过

滤渗透，滋润绿植，涵养水源，相比

过去排往下水道，更加绿色环保。

沙石路固然不及水泥路干净整洁，

但利于植物生长，节省养护费用，

成为健身散步的好去处，受到村民

们普遍欢迎。

几十年前，在乡村建设中，硬

化道路、PVC 建材与彩色电视一

起风行德国乡村，乡村和城市一样

变得整洁现代。经过改造的乡村，

生活品质有了显著提升，但也出现

了过度强调现代功能的趋向，诸如

在乡村普遍建设宽直的道路、城市

风格的建筑，导致具有乡村特色的

文化形态和自然风貌受到破坏。

随着环保和生态意识的觉

醒，“宜居村庄”不仅意味着城市水

准的基础设施，而且是更加亲近自

然的绿色生活。经历了过度“城市

化”的时期，德国乡村开启了园林

绿植培育、道路农地恢复、旧屋生

态改造等进程，以期留住更多具有

特色的乡村文化和风貌。而历数

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国

家，都有类似的理念回归：以绿色

环保理念打造生态宜居家园，代表

了当下农村建设的一种思路。

这些国家乡村发展经验表明，

在城市化上升期，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供给，整洁

道路、抽水马桶、垃圾分类、超市以及停车场，是村民迫

切的需求；而当城市化趋于完成，回归传统生态，提倡

绿色生活，挖掘本土文化，就成为美丽乡村的新意涵。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尤需重视的，是基于

乡情实际而采取不同举措。几年前，一位德国村庄的

村长曾批评农村竞赛标准与时代脱节，且有些单一，

“村子里放养着马和羊，再加几头牛和很多花卉装饰，

不应该是评委会认可的理想村庄状态。我们并不是

居住在露天博物馆里”。

每个村庄都有属于自己的传统和审美，精准施

策，才能绽放独有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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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荷兰羊角村，一只“耳语船”

静静驶过一幢茅草屋。

本报记者 任 彦摄

图②：在德国弗隆姆博恩村，当地儿

童正在面包房体验制作面点。

德国弗隆姆博恩村供图

图③：日本长野县松川村恬静自然

风光一瞥。 日本松川村政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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