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利的生活设
施、良好的就医条
件、宜人的居住环
境、完善的教育机
会，吸引更多人来
到 乡 村 、留 在 乡
村。不少国家在乡
村建设中，积极拓
展多元化的公共服
务项目，不断提升
农村居民的生活质
量，让乡村生活更
有魅力

莫莱夫里耶位于巴黎西南部，是法国曼

恩—卢瓦尔省的一个小镇。镇上的尼利耶

农场已有 40 年历史，是法国较早一批有机

农场之一，也是该国现代有机农场的示范

点。走进尼利耶农场，广阔葱郁的草场和悠

闲漫步的牛羊首先映入眼帘。不远处，牲畜

棚和奶制品加工工坊整齐排列。在农场入

口处的自主经营商店，新鲜生产的乳酪产品

吸引了大量访客，人们穿梭在货架间品尝选

购，极为热闹。

尼利耶农场的成功经营离不开一批农

业专业人才的努力。27 岁的夏朗是土生土

长的当地人，也是尼利耶农场的销售业务负

责人。夏朗中学毕业后选择攻读农业专业

技师文凭，毕业后入职尼利耶农场。现在，

夏朗正在网上学习法国农业协会和兽医联

合会提供的免费课程，补充有机农业生产领

域的知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为每一位农民提供便利的农业职业技

能学习渠道，是法国政府长期的工作重点之

一。法国的农业职业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

早在 1848 年，该国就在图卢兹市建立了第

一所农业技术学校。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法国政府对农业职业教育进行了多次改革

和调整，并将这一领域的教育培训逐步划归

农业部管理。1960 年，法国出台《农业教育

和农业职业培训法》，规定各地应加强先进

农业科学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服务，帮助农民

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

如今，法国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农

业职业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中等农业职业教

育、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和短期农业职业培训

三大部分。有志于从事农业工作的民众从

初中毕业后就可以选择去农业专科学校学

习，或在全国各地的农民技术培训中心接受

技能培训，还可在相关高校进一步深造，学

习从本科到博士的课程。

此外，该国还形成了一套分类细致的

农业职业文凭认证机制，既包括对高校农

业技术科研人员的认证，也包括对农业工

人、技师等一线工作人员的认证。法国农

民可通过参加培训考试不断取得更高级别

的文凭，从而享受国家不同等级的补贴和

优惠政策。

法国政府鼓励地方政府或个人同高校

展开合作，在农村地区创办农业科学研究机

构、开展合作研究项目等。例如，法国政府

于 2003 年推出了“伙伴关系项目负责人”项

目，推动专业院校的农业工程师深入乡村进

行教学。各地相关机构也可根据当地特色，

参与课程设置、制定教学方式，因地制宜培

养人才。

2020 年，法国农业部拨款 13 亿欧元（1
欧元约合 7.8 元人民币）用于农业职业教育，

占其年度总预算的近三成。多层次的农业

职业教育体系为人们提供了覆盖各个阶段

的学习培训机会，在有效提升农民技术素养

的同时，也促进了法国农村的发展。“在法

国，只要想从事农业领域的工作，总能找到

合适的学习机会。”夏朗告诉记者，如今，法

国年轻一代农民普遍重视贯穿终身的农业

职业教育培训，政府的大力投入也让更多青

年人看到了农业领域良好的就业前景，让越

来越多的青年人愿意留在农村。

法国

提供便利的农业职业技能学习渠道
本报记者 刘玲玲

贝弗伦村地处比利时北部法兰德斯大

区的韦斯霍克地区，是一个只有 600 多名居

民的小型村庄。村中心一栋名为“乡村点”

的二层小楼，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闲暇时

分，村民们喜欢相聚于此，一起品尝美食、下

棋、做手工，享受休闲时光。

“乡村点”是贝弗伦村的多功能服务中

心。据韦斯霍克地区市政联合会协调人迪

特·霍特介绍，该中心于 2017 年向民众开

放，为当地居民提供便民、交通、社交等领

域的服务。作为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的

资助项目之一，欧盟为“乡村点”提供了 1.3
万 欧 元（1 欧 元 约 合 7.8 元 人 民 币）的 建 设

资金。

在贝弗伦村的“乡村点”，餐厅、面包店、

超市等设施一应俱全。平时，村民可在一层

的公共活动空间举行聚会，也可参加中心组

织的棋牌、音乐等兴趣小组活动，或参加电

脑培训班等免费课程。为方便村民出行，公

交车站就设在“乡村点”楼下，中心还在门口

设置了共享自行车固定停放点，提供自行车

租赁服务。此外，“乡村点”还兼有快递寄

存、信件收发、日用品配送等服务，着力满足

村民方方面面的日常生活需求。

为加强人们对家乡的归属感，在贝弗

伦村的“乡村点”建设过程中，当地政府着

力拓展公益服务功能，动员村民共同参与

运营维护。目前，“乡村点”由一支 20 人的

志愿者团队运营。团队主管乔利安·马休

表示，除了在“乡村点”组织公共活动、提供

日常服务外，志愿者的职责还包括定期上

门回收玻璃瓶、为村里的小学准备午餐、为

外出村民帮忙整理庭院等。此外，团队还

密切关注困难群体，为村里的残疾人士提

供工作机会。

霍特表示，自启动以来，“乡村点”丰富

了贝弗伦村村民的生活，也增进了人们的情

感连接。中心提供的各项服务不仅弥补了

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缺口，也缓解了当地人

口流失、交通不便等问题。

设立“乡村点”是法兰德斯大区解决农

村公共服务缺失的一项有益尝试。农业是

比利时的重要支柱产业。然而，半个多世纪

以来，由于农村地区收入较低，比利时各地

村庄面临着人口流失的困境。人口的减少

导 致 很 多 商 店 、银 行 、邮 局 等 被 迫 撤 离 乡

村。生活的便利性难以保障，又使得更多人

决定离开家乡，形成了恶性循环。

比利时的各地方政府有权自主制定乡

村政策。为让更多人愿意留在乡村，2019
年，法兰德斯大区政府投入 56 万欧元，用于

改善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据统计，大区政府

批准的相关项目超过 60 个，目前有近 12 万

乡村居民从中受益。

如今，“乡村点”模式已在法兰德斯大区

的多个村镇得到推广。根据各自的实际情

况，每个村庄在具体实施层面有所区分。例

如，斯塔维尔村村民的平均年龄较为年轻，

其“乡村点”组织的活动更加关照青年人的

兴趣；克罗姆贝克村则在服务中心增设了图

书馆、儿童看护中心等；希尔村政府与共享

汽车供应商以及公益组织共同发起了汽车

共享计划，村民可以选择自驾或预约司机，

为老年人出行提供便利。当前，“乡村点”模

式的不断推进为促进当地公共服务发展、改

善农民生活质量提供了重要助力。

比利时

“乡村点”填补农村公共服务缺口
本报记者 方莹馨

在 日 本 本 州 岛 中 部 的

长 野 县 ，有 一 个 人 口 约 为

9700 人 的 松 川 村 。 村 里 的

诊 所 科 室 齐 全 ，拥 有 内 科 、

外 科 、妇 产 科 、牙 科 、眼 科

等 。 从 村 庄 开 车 不 到 10 分

钟，就可到达一所综合医院

—— 北 阿 尔 卑 斯 医 疗 中 心

安 云 病 院 。 松 川 村 政 府 工

作 人 员 青 沼 宏 和 自 豪 地 对

记 者 表 示 ，“ 我 们 这 里 的 医

疗 条 件 与 大 城 市 几 乎 没 有

区别，村民看病非常方便！”

松川村良好的就医条件

是日本全国农村公共医疗服

务 现 状 的 一 个 缩 影 。 在 日

本，完善的农村医疗服务经

历 了 半 个 多 世 纪 的 发 展 历

程。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日

本农民普遍面临“看病贵”的

难题。当时，日本经济状况

极为落后，国家财政资金有

限，农村居民无力承担医疗

费用。

面对这一困境，有日本

学者建议，引导农民组成互

助团体，共同应对医疗费用

难题。1950 年后，农民互助

保险组合在日本各地应运而

生。作为非营利性的互助机

构，该组合由日本全国的农

村居民自愿加入，其资金来

源由会员缴纳的会费和保险

费构成。机构接受日本政府

和全体成员的监督，会员可

在门诊、住院治疗、手术费用

等方面得到机构提供的资金

支持。

1961 年，覆盖所有日本

国民的医疗保险体系——“全民皆保险”制度正式实施。在

这一制度框架下，农村居民可自由选择医疗机构进行就医，

个人需负担总费用的三成，学龄前儿童和 75 岁以上老人只

需负担两成医疗费用。这进一步缓解了该国农村居民的医

疗费用难题。

在就医费用之外，日本农村还一度存在缺乏基本医疗

资源的情况。据统计，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本全国有近

3000 个“无医村”。为此，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无医村”

地区建设了大量公立医疗设施，鼓励医生到偏远地区工作。

在缓解农民看病难方面，日本民间机构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其中较为典型的是 1952 年成立的日本农村医学会。

该学会的创始人若月俊一于 1945 年调任长野县佐久综合

病院。在工作中，若月俊一发现，农村医疗设施的缺乏让很

多人在患病初期得不到有效治疗，等病情严重了才到附近

城镇的医院就诊，导致不少农村患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这一情况让若月俊一倍感心痛。为向日本农村居民普

及医疗卫生常识，若月俊一长期深入“无医村”进行巡诊，并

以自编自演戏剧的形式，宣传“预防胜过治疗”的理念。日

本农村医学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农民开展健康管理，并大力

推动对农民群体易患疾病的研究，使日本农村居民中胃癌、

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等的发病年龄得以推迟，并大大降低了

一些恶性疾病的死亡率。如今，医学会每年都召开年会，为

从事农村医疗工作的医护人员搭建交流经验的平台。

近年来，随着少子老龄化现象日益加剧，日本一些偏远

农村地区再次出现了“无医村”现象。不少日本医务工作者

自发采取行动，保障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52 岁的川尻宏

昭是岐阜县高山市高根町市营诊疗所的所长。该地区约有

330 人，其中 55%为 65 岁以上的老人。对每名慢性病患者

的名字和症状，他都了如指掌。在出诊之余，川尻宏昭还经

常组织活动，向有志于学医的当地高中学生进行宣传，鼓励

他们将来回到家乡从事医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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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比利时法兰德斯大区乡村风貌。

影像中国

图②：比利时贝弗伦村的“乡村点”中，居民正在选

购蔬菜。

图③：一名法国农民正在接受工作人员的农业技

术培训。 资料图片

本版责编：张慧中 李欣怡

版式设计：蔡华伟

国际国际 1818 2021年 6月 11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