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位于泰国曼谷的尚泰世界购物中心专卖店，来自

泰国各地的“一村一品”商品琳琅满目。

本报记者 孙广勇摄

图②：荷兰利瑟的库肯霍夫公园中，郁金香竞相开放。

通过长期育种、栽培，荷兰郁金香种类繁多，享誉世界。

本报记者 张朋辉摄

图③：位于日本德岛县那贺町的一家未来便利店。该

便利店方便了当地居民生活，并因其独特设计而成为热门

打卡地。

本报记者 岳林炜摄

图④：法国上莱茵省锡伦茨小镇鸟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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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的蒙圣埃卢瓦，绿意盎然。街道旁坐落着石

头建造的美丽房屋，不远处是成片的油菜花田，不时有

骑行者和徒步爱好者从旁经过。从高处俯瞰，村庄最

著名的景点——修道院废墟钟楼巍然屹立，诉说着这

座村庄悠久的历史。

蒙圣埃卢瓦位于法国加来海峡省。浓厚的历史底

蕴和美丽的自然风貌，成就了这里的盛名。在发展过

程中，这座村庄始终坚持充分保护和适度开发并重，在

最大程度保护乡村景观的基础上开发本地资源。多年

来，村民在此安居乐业，游客也经常到这里度假、参观，

村子里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

漫步在村中，现代化建筑并不多见。村民的房屋

和花园外墙多为白色或砖红色，与周边环境和谐相

融。当地公共服务和旅游事务负责人莫琳·塞尔介绍，

这些乡村建筑内部经过数轮翻新，安装了现代化设施，

居住条件得到优化，但外部颜色和轮廓并未有太大改

变，这是为了最大程度保护村庄的历史风貌。

法国十分注重乡村自然人文景观的保护。法国文

化部制定了一系列乡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当地

政府在乡村规划中严格遵守相关规定，法国国家建筑

师也会参与遗产建筑保护的相关规划、设计工作。

修道院废墟钟楼是蒙圣埃卢瓦最具标志性的建

筑，1921 年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2010 年至 2012 年期

间，法国政府出资超百万欧元用于修道院遗迹的修复

和加固，这里也成为加来海峡省最知名的景点之一。

在修葺、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创新利用，让古

迹焕发新的生命力。去年夏天，村庄在废墟钟楼上举

行了名为“一个公爵的记忆”的声光秀。光影交织，人

们沉浸其中，感受古典与现代的美妙结合，活动大获成

功。塞尔介绍，当地还专门为游客推出了历史文化相

关的深度游览活动，颇受欢迎。

除了对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蒙圣埃卢瓦还结

合当地的自然优势开发相关旅游产业。村庄所处的斜

坡是自行车比赛的理想地形，这里每年都会举行“环阿

图瓦”自行车赛。骑手们穿梭在田园风光中，形成了一

道充满活力的风景线。

蒙圣埃卢瓦虽然美得像世外桃源，却并不与世隔

绝。村庄与周边村镇之间有公交连接，并通过四通八

达的铁路同其他大区城市相连通。完备的交通基础设

施保障了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为开发乡村旅游奠

定了基础。

得益于丰富的历史遗迹以及在保护和开发方面的突

出表现，蒙圣埃卢瓦先后获得法国“遗产乡村”“最美乡村”

等称号。“遗产乡村”是一个创立于 2003年的全国性认证

体系，获得该称号的村庄在遗产保护、建筑质量、环境质量

等方面表现优异；而“最美乡村”认证则强调保护历史建

筑、提供良好出行体验等。最美乡村协会数据显示，乡村

在获得该认证后的一年内，游客人数将增长 30％。

除了最美乡村协会，法国还有乡村和特色小镇协

会、手工艺小镇协会等不同功能的民间协会，致力于整

合乡村资源、推广当地旅游品牌等。塞尔表示，在推动

乡村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忽视这些民间协会的巨大价

值，同时也应重视发挥乡镇居民的作用。“法国拥有 3
万多个各具特色的乡镇。在乡村的保护和推广过程

中，居民发挥着积极作用，他们愿意为打造舒适的乡村

生活、发掘更多乡村价值而作出努力。”

在保护中激活乡村旅游资源
本报记者 刘玲玲

位于日本西南部的德岛县东北，重重大山间，坐落

着一座被当地媒体称为“乡村振兴样本”“绿色硅谷”的

小镇神山町。漫步在神山町，自然风光、古朴建筑与热

闹的商业街组成一幅颇有雅趣的乡村图景，其间还有

许多大型 IT 企业的办公场所——这里如今是日本 IT
公司及初创企业开设“卫星办公室”的热门目的地。

“Monosus”是 一 家 总 部 位 于 东 京 的 互 联 网 企 业 ，

2017 年 1 月在神山町开设了“卫星办公室”。企业负责

人栗原功向记者表示，之所以选择落脚于此，是因为这

里兼具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互联网公

司对工作地点并没有太大的限制，只要网络设施完备，

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有效开展业务。”

历史上，神山町曾一度因林业兴盛，但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由于木材价格走低等因素，产业发展受

阻，小镇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人口流失等问题。为了

改变这种局面，近年来，神山町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引

入新兴产业，打造全新生活方式，以寻求新的发展。

本世纪初，德岛县在全县范围内大力普及高速互

联网，神山町也在 2005 年全面普及了光纤网络。德岛

县政府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与各地企业洽谈，提供优惠

条件，吸引互联网公司、设计工作室等办公地点灵活的

企业在这里开设“卫星办公室”。神山町当地的非营利

组织“绿谷”也积极推动面向城市企业租赁房屋的项

目，协助移居者和企业落户，并策划国际文化交流活

动，开展艺术家入驻项目等，以提升当地的产业吸引

力。截至 2020 年底，已经有 15 家日本企业在此开设

“卫星办公室”。

身处乡镇也能享受到城市的生活品质，这是神山

町吸引人才的另一优势。从 2008 年开始，神山町不

断在全国邀请配套商业企业入驻，并请他们参与街

道和店面的设计，让居民成为改变小镇面貌的主人

——独具特色的商业区域就此形成。如今，走在小镇

的商业街上，餐厅、画廊、咖啡馆和小酒馆等多种店

铺一应俱全。

为了帮助年轻人更好地扎根于此，神山町还持续举

办培训课程——神山塾。神山塾不仅提供创业就业、经

营管理等方面的指导，还组织学员们参与农林生产、乡村

改造、美食交流等特色活动。目前，神山塾已经成功举办

13期。据统计，前 9期的 126名学员中，约四成学员最终

移居德岛县，他们或是在“卫星办公室”工作，或是经营各

类店铺，成为小镇发展的重要人才支柱。

31 岁的浅田亮平就是在参加神山塾培训课程后，

决定留在 Monosus 公司工作。回顾在这里 5 年的工作

和生活经历，他说，在从事喜欢的工作时，还能远离城

市喧嚣、充分亲近大自然，心情更加舒畅。

从 2019 年开始，神山町人口净流出的趋势得到逆

转。在这座人口约 5000 人的小镇，尽管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2020 年仍有 126 人迁入。绿谷事务局理

事佐藤英雄说，“现在保育园内八成孩子都是新迁入年

轻人的孩子，小镇的活力又回来了。”

从老龄化严重的深山小镇发展成为“绿色硅谷”，

促进乡村振兴的“神山模式”愈来愈受到日本国内以及

国际上的关注。瑞穗研究与技术公司高级主任研究员

冈田丰认为，远程办公模式的普及减少了年轻人在大

城市居住的必要性，对地方振兴来说是很好的机会。

德岛县知事饭泉嘉门告诉记者，未来德岛县还将继续

加强 5G 等先进通信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进一步吸引来

自日本各地及海外的年轻人才。

深山小镇变身“绿色硅谷”
本报记者 岳林炜

距离泰国首都曼谷约 600 公里的乌隆府，是泰国

传统农业大府。当地村民除了种植大米等农作物外，

还保留着世代相传的传统手工艺，例如手工编织、特色

染布等。记者来到乌隆府直辖县汕抛镇侬布村时，清

风拂过成片的绿色稻田，送来阵阵清香，不远处的椰子

树下，十几名村民聚在一起，有的在缝纫传统染布短袖

衫，有的则忙着编织手提袋，话语声、欢笑声，一派热闹

景象。

编织手提袋是侬布村的特色手艺，之前因为没有

销售渠道，很难给村民带来效益。随着泰国政府大力

推动“一村一品”计划，很多企业下村考察、发掘特色产

业。村民坦差诺告诉记者，几年前，泰国尚泰集团与侬

布村合作，为村民提供资金支持以及更好的原材料，还

请来设计师助阵，帮忙建起了编织手提袋的设计、生

产、销售渠道。销路打开之后，村民们的积极性被充分

调动起来，还成立了专门的编织小组。

如今，村民们制作的手提袋已经在曼谷市中心的

尚泰世界购物中心专卖店里进行销售，精美的手工、

时髦的设计吸引了不少顾客。现在，编织小组每人

每 月 都 有 5000—7000 泰 铢（1 元 人 民 币 约 合 5 泰 铢）

的收入。村民甘亚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编织小

组的一员，她告诉记者：“编织手提袋的收入足够供

孩子上学。”

除了乌隆府的手提袋，这间专卖店中还陈列着北

榄坡府的靛蓝染色棉、清莱府的草藤包、春蓬府的椰子

壳工艺品等来自泰国各地的手工艺品。尚泰集团执行

董事披猜向记者介绍，为了响应“一村一品”计划，集团

推出面向全国乡村的“好商品项目”，为这些“乡村造”

产品提供销售渠道，以提高村民收入。专卖店经理素

南塔说，“传统手工艺品经过设计和生产环节的精心打

磨，价格是以前的两倍。专卖店一天能够销售 3 万泰

铢左右，收入返还给村民和手工艺人。”

作为传统农业国家，泰国政府非常重视农业农村

问题，采取积极措施推动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一

村一品”计划于 2001 年推出，旨在支持每个村镇利用

当地自然资源、文化传统、特有材料，发展富有文化内

涵的传统产业，生产特色产品。

为推动“一村一品”计划的落实，泰国政府各部门

合力提供支持：内政部与村镇合作，对产品进行符合市

场需求的调整；工业部推出系列举措，推动产品开发、

提供技术培训并对产品质量进行控制；商务部出口促

进厅的“一村一品”任务组，在海内外定期举办泰国贸

易展销会，展销“一村一品”产品。目前，“一村一品”计

划已覆盖全国 77 个府 5000 多个乡，超百万农户在该计

划的支持下从事各种手工业活动。

在泰国东北部廊开府班迈村，村民们不但在政府

支持下发展染布产业，还把当地的糯米、芒果等农产品

制成特色食品，卖给前来参观染布工艺、体验田园风光

的游客，一些家庭还办起了民宿、开起了餐馆，收入大

大增加。“再也不用过靠天吃饭的拮据生活了。”村长威

拉说，在乡村同样可以过上好生活，越来越多去曼谷打

工的年轻人回村创业就业，村里如今一派勃勃生机。

泰国国家行政学院政治系教授派汕表示，“一村一

品”计划不仅是对泰国历史、文化、艺术、传统习俗的传

承，对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促进乡村繁荣发展也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村一品”开发特色产业
本报记者 孙广勇

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
服务，改善乡镇地区人居
环境；开发自然资源和文
化遗产，激发旅游产业活
力；改进育种技术，推动农
业创新发展；打通生产、销
售环节，拓展农村居民收
入渠道……一些国家在促
进农业农村上积极探索新
路径，努力推动农业发展、
促进乡村繁荣、提高农民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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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兰 西 北 部 北 荷 兰 省 有 一 个

闻 名 世 界 的“ 种 子 谷 ”，云 集 了 40
多家种业公司，既有先正达、孟山

都等国际种业巨头，也有安莎、比

久等荷兰本土企业。该地区种子

试验田面积占全球的 40%，种子及

原 材 料 年 销 售 额 超 20 亿 欧 元 ，出

口额占全球的 46%。

荷兰人常说，一千克番茄种子

的价值超过一千克黄金。作为世界

农产品出口大国和种子出口大国，

荷 兰 育 种 行 业 历 史 悠 久 、产 业 发

达。“种子谷”如何在国际市场上形

成竞争优势？政府机构、科研院所

和农业企业相互合作，共同发力，大

大推动了荷兰育种业的发展。

农业是荷兰国民经济的优势产

业，育种研究则是推动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为推动种业发展，荷

兰政府出台支持政策，并划拨帮扶

资金。早在 1941 年，荷兰政府就向

育种从业者提供财政资金支持，鼓

励私人机构投资育种事业，此后又

陆 续 推 出 了 诸 多 育 种 支 持 政 策 。

2010 年，该国将生命科学、农业和

食品、园艺列为九个优先发展行业

之中，大力支持相关科学研究，并为

科研机构与企业、农户等之间的合

作牵线搭桥、提供平台。

科 研 院 所 在 育 种 领 域 大 力 投

入，既开展前瞻性研究，也投入应用

型开发，促进科研成果高效转化。

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种子谷”的

研究机构利用分子生物学、基因等

技术培育新种，走在国际育种研究

与产业化发展的前沿。以与“种子

谷”有密切合作的瓦赫宁根大学为

例，在育种过程中，科研人员通过遗

传、基因、代谢等技术，调整蔬菜、水

果等作物的风味、颜色、营养价值。

瓦赫宁根大学明确表示，植物育种研究是“将学术与战

略相结合，将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成果”。该校官网专

门依照业务单元将相关研究分门别类，包括植物育种、农业

系统、生物科学等，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运用到生产实践

中。在研发阶段，各业务单元在网络上公布主要研究重点，

公开寻找合作伙伴，共同开展研究、开发；在应用阶段，则将

最新研究成果和专利信息公布，招募合作者。

育种产业相关企业则专注于细分领域，同时以应用为

导向，聚焦为农户提供解决方案和相关技术培训。位于“种

子谷”的盈可泰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种子增值技术的企业，提

供种子检测、消毒、包衣、引发、丸粒化等方案，以发挥种子

潜能，提高种子发芽率。以包衣技术为例，通过包衣处理可

实现种子大小、重量、形状一致，优化幼苗间距，有利于作物

发育。此外，包衣加工还可以为种子提供营养物质，帮助种

子防病虫害、免受有害物质侵害。

瓦赫宁根大学研究设施共享委员会主席恩斯特·范德

恩德介绍说，荷兰政府以政策、资金支持种业发展，科研机

构则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从育种到农业生产进行全

链条研发，企业吸取科研机构的研发成果并自主开展应用

性研究——“‘种子谷’的成功得益于荷兰独特的科研体系，

有效的公私合作和高效的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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