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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建设美丽乡村，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To build a beautiful countryside and keep idyllic 

scenery of birds and booms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和

灿烂的“农耕文化”。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寄情田园、赞

美家乡，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孤村落日残

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一首首脍炙人口

的诗篇，寄托了情感，安放了乡愁。

可是，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致使环境

污染从城市蔓延到乡村，“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

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

年代身心受害。”这流传在淮河两岸的民谣就是环境

恶化的生动写照。

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之痛的西方国家，留下

了深刻的教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日本于20世纪50、

60年代经历了剧烈的城市化进程。当时，日本政府只

顾发展经济，大量重污染工厂开始建设，河流散发恶

臭，村庄被垃圾包围。1968年，“造村运动”在日本古

川町濑户川地区率先发起。“造村运动”涵盖日本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改善、古村落古建筑保护、

培养农业技术人才等诸多方面。日本政府广开言路，

让农村人民有充分发言权，充分尊重民意，根据不同

乡情，给予不同的方针，追求深入挖掘“农村内核”，突

出“农村魅力”，最终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的乡村发展道

路。

70年代初，德国政府意识到需要对农村进行统筹

规划，明确发展定位，合理布局。1976 年，德国修订的

《土地整理法》将“村庄更新”明确写入法律条文，要求

推行的建设项目着眼于保护古建筑，发展村庄特色，

走绿色发展道路。21世纪后，其“村庄更新”融入到德

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德国着力发展生态、休闲、旅

游等多个产业，转变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发展现代科

技农业，其农村发展呈现勃勃生机。

进入21世纪，中国提出“美丽乡村”的发展目标，

自此中国迎来了以浙江省安吉县为代表的美丽乡村

建设热潮，部分地区的农村污染治理及美丽乡村建设

进展迅速。2005年夏末，习近平到安吉县调研，提出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中国生态文

明新时代的序幕亦就此拉开。

2015年1月20日，苍山洱海旁，在洱海边大理市古

生村，面对雕梁画栋的房屋、干净整洁的院落，习近平

说：“这里环境整洁，又保持着古朴形态，这样的庭院

比西式洋房好，记得住乡愁。”

美丽乡村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2018年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就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努力实现生态惠

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作出一系列部署，为留住美景

和乡愁、建成美丽中国描绘了新愿景。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需要跨越一些常规性和非常规性关口。这是一个

凤凰涅槃的过程。现在不抓紧，将来解决起来难度会

更高、风险会更大、后果会更严重。我们必须咬紧牙

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为

百姓留得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