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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19日电 （记者吴丹）2024 清华中欧传播论坛

18日在清华大学举办。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崔士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据悉，本次论坛以“文化交流与信任建构”为主题，设有 5 个中

文分论坛和 2 个英文分论坛，主题涵盖中欧形象建构、中欧合作与

全球治理、中欧文明交流互鉴、新时代的中欧关系、中欧可持续发

展科技合作、中欧媒体传播实践 6 个方面。来自海内外不同领域、

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分享前沿思考与研究成果，共同探

讨中欧传播的理论与实践。

当日，中欧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以搭建聚焦

中欧文化传播议题的学术平台和多元共享的高端对话平台为目

标，旨在发掘中欧文化传播内涵、拓展中欧文化传播外延，促进中

欧文明互鉴、人文交流。

2024清华中欧传播论坛在京举办

本版责编：白之羽 宋 宇 张鲁阳 版式设计：蔡华伟

天刚蒙蒙亮，河南省虞城县刘集乡刘皮村就“热闹”起来，一声

声鸡鸣此起彼伏。55 岁的刘皮村村民卢守峰起了个大早，到邻居

家买了 5 个五彩蛋鸡下的绿皮鸡蛋。“今天早饭有煮鸡蛋，这蛋真

不错，孙子、孙女都爱吃。”卢守峰边说着边给记者递了个鸡蛋，还

热乎着。

啥是五彩蛋鸡？“你瞅瞅它们下的蛋，是不是颜色不一样。”刘

皮村党支部书记卢英民拿起几个鸡蛋向记者展示。仔细一看，绿

皮、白皮、黄皮的都有。“这可是我们刘皮村的特色产业，是发展庭

院经济的产物。”卢英民说。

在村民家串门，时常看见成群结队的五彩蛋鸡，遇到人也不

躲。在村子里散步，不经意间会发现和蛋鸡相关的小“彩蛋”——

或是与鸡有关的彩绘，或是鸡蛋的烹饪做法展示。许多人家门口

挂着“五彩蛋鸡养殖户”的标志牌，上面写有户主姓名和联系方

式。在两周的驻村时间里，记者借助这些标志牌，对这些人家更加

熟悉。

不过，一年前村里引进五彩蛋鸡项目时，却并不顺利。“当时村

里结合实际，与外面的公司合作，尝试在村里推广五彩蛋鸡项目。”

卢英民回忆，不少村民有顾虑，不愿加入，一怕自己不懂技术、鸡蛋

产量不高，二怕缺乏销路、产品卖不上价。

为了减少村民的后顾之忧，刘皮村创新推行“公司+合作社+
农户”模式。公司提供鸡苗、技术培训及产品回购，村两委引导成

立的五彩蛋鸡养殖合作社则扮演着“桥梁”角色，负责鸡舍搭建、饲

料供应及鸡蛋统一收购。农户只需支付鸡苗款的七成，剩余部分

以产出的鸡蛋抵扣。合作社按每枚鸡蛋 0.9 元至 1 元的价格从村

民手中收购，公司再以每枚 1 元至 1.05 元的价格从合作社收购，并

负责对外销售，从而形成稳定的产业链条，实现共赢。

这一模式首先在部分有意愿的家庭中开展试点。渐渐地，村

民们看到养鸡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纷纷主动申请加入。

年近 80岁的村民卢超骏，就是养殖户之一。儿女在外生活，由

于舍不得离开家乡，卢超骏选择留在村子里，平时与老乡亲们下下

象棋、听听豫剧。“总想找点事儿干，既能打发时间，又能补贴家用。”

卢超骏抱着这种想法，加入了五彩蛋鸡养殖行列。

在卢超骏家的小院里，记者见到一个三层鸡笼，里面养了约

40 只五彩蛋鸡。到了补充饲料的时间，卢超骏用长柄铁勺舀了一

勺自制的玉米饲料，均匀撒在喂食区，整个过程不超过 5 分钟。“饲

料都是平时卖剩下的玉米碎、大豆。每天只需要早晚各喂食两次，

挺省事的。”卢超骏说。

饲养过程省时省力，增收效果实实在在。卢超骏饲养的五彩

蛋鸡产蛋率高达 90%，平均每天收获 30 多枚鸡蛋。除自家食用

外，多余的鸡蛋卖给合作社，每年可以赚五六千元。

眼下，刘皮村已有 120 多户村民加入五彩蛋鸡养殖队伍。五

彩蛋鸡存栏量达到 6400 多只，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如今，刘集乡有越来越多的村子正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本村实

际的庭院经济产业类型。“我们在全乡推广刘皮村庭院经济成功经

验，进一步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潜力，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动

力。”刘集乡党委书记杨保华说。

河南省虞城县刘集乡刘皮村

培育特色产业——

发展庭院经济
助力村民增收

本报记者 赵 昊 健康时报记者 韩金序

帮扶县驻村手记

本报北京 5月 19日电 （记者王云杉）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全国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现场会上获悉：2019—2023 年，全国新开

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22 万个，惠及居民 3800 多万户、约 1 亿人。

更新改造水电气热等老化管线管道近 30 万公里，增加文化休闲、

体育健身场地 2600 多万平方米，增设养老、托育、便民市场等社区

服务设施 6.8 万个。

住房城乡建设部主要负责人表示，要切实抓好 2024 年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计划实施，确保高质量完成年度任务；及早安排 2025
年改造计划，打好“十四五”改造任务收官战。

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现场会召开

2019—2023年增设社区服务设施 6.8万个

图①：石峡村里的咖啡屋外景。

潘之望摄

图②：刘红岩（左）在给游人讲解长城

保护相关知识。 受访者供图

图③：石峡村举办非遗体验活动。

潘之望摄

图④：八达岭长城风光。 司 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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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5月 19日电 （记者罗艾桦）记者获悉：《广州市 2024年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日前发布，从 4个方面提出 100条改革任务。

一是瞄准产业发展方向优化制度供给，围绕优化产业发展总

体制度设计、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机制等方面提出 35 条任务。二是

紧盯企业实际需求优化服务供给，围绕项目筹建服务、数字政府服

务等方面提出 26 条任务。三是聚焦降低综合成本优化要素供给，

围绕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等方面提出 26 条任务。四是提升营商环

境改革重要平台能级，围绕开展全省首批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试点

等方面提出 13 条任务。

广州发布 2024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

■■讲述讲述··回信背后的故事回信背后的故事R

5 月 14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给 北 京 市

延 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的乡亲们回信，向

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

总书记在回信中说，这些年你们自发守护

长城、传承长城文化，并依托长城资源走上

了致富路，我很高兴。

上世纪 80 年代初，石峡村部分村民开

始自发守护长城。如今，全村村民都自觉

参与其中，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

产，像守护家园一样守护长城。日前，本报

记者走近石峡村村民，倾听他们自发参与

长城保护工作的故事，了解当地依托长城

资源推动乡村发展的情况。

——编 者

孟夏时节，驱车行驶在北京市延庆区

八达岭连绵的群山中，绿意浓浓，花香阵

阵，山顶上的长城绵延向远方……八达岭

镇石峡村就坐落在石峡段长城脚下。来到

村口，但见村落古朴悠然，石峡峪堡关城遗

址静静伫立，处处显示着长城文化元素。

“我们要接续努力，久久为功，带动更

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

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石峡村党支

部书记李汉东说。村里的长城保护员、长

城保护志愿者、民宿负责人，既有世代居住

于此的村民，也有热爱长城文化来此扎根

的新村民，他们共同把长城守护好，把长城

脚下的古村落发展好。

守 护
“守护长城，就像守护家一样”

夏日的午后，阳光热辣，石板滚烫。村

民刘红岩戴上遮阳帽，带上垃圾捡拾钳，背

起装备包，从村口上山了。

作为一名长城保护员，她要沿着长城

巡查，监测险情、清理石阶、劝阻不文明行

为……记者跟着刘红岩在山林中穿行，陡

峭处，需要手脚并用。哪里的土石松动，哪

里需要抓住树枝，她都清楚，不时回头提醒

记者注意安全。不一会儿，记者便气喘吁

吁，而刘红岩却气定神闲。“我们今天走的

是离长城最近的线路。”刘红岩说。这次登

长城用时 31 分钟，而刘红岩说，她平时走

这段路大概只需 20 分钟。

刘红岩是土生土长的石峡村人。“出自

家院门，抬眼便能看见长城，打小经常跟小

伙伴在长城上玩。”刘红岩边说着，边把一

些散落的长城砖码齐放到一边。

由于年代久远，石峡段长城一些点段

有开裂、坍塌的情况。“长城是唯一的，不保

护就没了。”刘红岩说，这是同村的舅舅梅

景田经常跟她念叨的一句话。

从 1980 年开始，看着家门口的长城日

益破败，梅景田站了出来，到长城上捡拾垃

圾，劝阻游人不要拆砖、刻字……“每次舅

舅从长城下来，都会到我家来歇脚，聊聊当

天的见闻。”刘红岩说。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家人劝梅景田不

要独自巡查长城，梅景田就喊着刘红岩陪

他上长城。“有朝一日我走不动了，你们年

轻人可得继续守好长城。”2019 年 5 月，经

过面试、笔试和体能测试，刘红岩接下守护

长城的“接力棒”，成为村里首批 6 名专职

长城保护员之一。

正式上岗后，刘红岩风雨无阻，每周至

少巡查长城 5 趟，每次得走 2 万至 3 万步。

“一开始，上下山经常摔跟头，现在对每一

个地方都熟悉了。”刘红岩说，“山路磨鞋

底，每年差不多穿坏四五双运动鞋。”

现在，梅景田依然隔三差五跟刘红岩上

山，在他的带领下，石峡村还成立了石峡村

长城保护志愿服务队。“除了老人小孩，全村

村民几乎都参加了。”村两委干部、长城保护

志愿服务队队长谷淑梅说。志愿服务队每

月自发开展 2—3次活动，除了巡查，还会开

展秩序维护、文明宣讲等长城保护活动。

“守护长城，就像守护家一样，已经成

为村里人的习惯。”刘红岩说。令她欣喜的

是，现在，攀爬野长城、乱刻乱画、乱扔垃圾

的不文明行为少了，一些游客还主动捡拾

沿途的垃圾，参与到保护长城中来。

传 承
“只有掌握真本领，才能

讲好长城故事”

充满年代感的石头路、仿建的长城垛

口、古色古香的民居院落……处处呈现出

长城文化元素的石峡村古村落吸引着八方

来客。

“我们村依长城而建，因长城而兴，我

们要把长城文化弘扬好，发扬光大。”李汉

东说，这几年，他忙着收集、记录原本口口

相传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整理石峡段长城

景观的资料。“有空就去老人家里聊聊天，

挖一挖长城和村子的历史。”随着长城文化

素材的积累，李汉东参与编写了《石峡关

谷》一书。村两委还和延庆区文化馆合作，

请专家来给村民做讲座。“长城的故事，村

民们大致都能讲上几段，游客们也爱听。”

李汉东说。

自 2018 年建成以来，石峡村村史博物

馆成为村民定期培训的地方，也逐渐成为

游客来石峡村游玩的打卡地之一。博物馆

以实物、文字、影像等方式展现了村落历

史 、非 遗 项 目 、居 家 生 活 、农 耕 劳 作 等 内

容。“我们还推出了带有长城元素的布艺、

剪纸、羽毛画等互动体验项目。”博物馆负

责人魏晓芸说。

长城的保护和文化传承是相辅相成的，

刘红岩对此深有感触。在长城上巡查时，她

还会兼职当起义务讲解员，为游客讲解石峡

段长城的历史故事和传说。“保护长城也是

一项‘润物细无声’的工作。”刘红岩说，讲解

之后，不少游客主动下山到村里进一步了解

长城文化。有一回，刘红岩在不同的巡查段

遇到“回头客”，跟着刘红岩一起巡查，边走

边问。为此，在长城保护员培训班上，刘红

岩没有缺过一次课，听得格外认真。“只有掌

握真本领，才能讲好长城故事。”

“传承长城文化，要从娃娃抓起。”梅景

田对记者说，自己已经 80 岁了，但依然想

为长城文化的传承再出点力。这几年，他

已经与八达岭学校、康庄中学、张山营中学

等学校的师生座谈交流，分享爱护长城的

故事，宣传长城文化知识，增强大家保护长

城的意识。

长城文化传承“传帮带”的理念日趋深

入石峡村村民的内心。 80 后村民王垒跟

刘红岩一样，是一名专职长城保护员，从小

受父亲影响，喜欢长城文化，会讲许多关于

长城的小故事。现在，他经常带着儿子一

起上山，儿子也经常劝导游客、参与讲解，

成了一名“小小长城保护员”和“长城文化

传播小使者”。

致 富
“依托长城资源，吃上了

‘旅游饭’”

走在石峡村的主街上，葡萄藤爬满了

长廊，绿荫遮蔽，凉爽清新。长廊两侧，挂

着长城主题的摄影作品。鸳鸯楼、罗锅城

等石峡段长城上的烽火台景象，都能在这

里欣赏到。

主街两侧，还分布着 18 个“石光长城”

民宿小院。“我们村是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长城文化、饮食文化和非遗文化丰

富多彩。”李汉东自豪地说，“我们依托长城

资源，吃上了‘旅游饭’。”

十几年前，石峡村还是一座寂寂无闻

的山区小村落。如今，依托良好的生态优

势和丰富的长城文化资源，石峡村以“村集

体牵头、致富能人（企业）带动、农民参与”

的模式，走出了一条以民宿产业为主体、农

林旅融合发展的路子。

时光回溯到 10 年前，“石光长城”民宿

负责人贺玉玲来到石峡村，她发现，这里的

长城保存着原始风貌，石峡峪堡关城遗址

尚有留存，村中有古井、古校场，还流传着

一些传说故事。2014 年，贺玉玲租下 18 处

院落，将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融进一石一

瓦的砌筑中，改造成不同风格的院落。贺

玉玲已在石峡村常住 10 年，把事业和村子

发展深度融合。

“石光长城”民宿与村集体联合，挖掘

当地饮食特色，将石烹饮食文化打造为石

峡村一大亮点；增加业态，开办咖啡屋、书

屋、茶坊、油坊等，让游客品黄芩茶、喝海棠

汁，翻阅长城主题书籍，参与工坊劳动，丰

富度假休闲体验。

“文旅产业的发展增强了村民干事创

业的信心和干劲。”李汉东介绍，11 户村民

先后自建了民宿，30 名村民通过从事餐厅

服务、房间清洁、树木修剪、设备维修等工

作实现了就地就业。

“我原来在外地居住，几年前看到家乡

建设得越来越好，便回村发展。”村民王满

钢说，他把自家的房子改造后，开办了一家

农家乐。

带动起来的不只有开民宿、做餐饮的

村 民 ，还 有 种 植 果 蔬 、炒 制 山 茶 的 村 民 。

“我们响应村里号召，更新了海棠树种，开

花更艳，结果更大，摘下的果子卖给村里

的民宿。”村民刘会军说，“民宿制作的海

棠汁，口碑很好，是游客们来村里必尝的

特色产品。”

在保护长城中利用好长城资源，石峡

村村民们的增收致富路越走越宽，石峡关

谷的美好时光正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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