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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大变局中的中国乡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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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回乡散记'被同事偶然

转发%迅速引爆网络(天熹策论平台)人民日报微平台相继介入%迄今网络点击过千万(

文中提到的九大问题%涉及今日乡村人口)土地)环境)治理)风俗礼仪等多个方面%引发网

络上新一轮关于乡村衰败的热烈讨论(在学术界%乡村话题从来就不陌生%只是近些年

来%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如春节%借助于新媒体传播平台%对中国乡村的关注开始超出

学术而变成全体网民的话语狂欢(为了从学理上解读中国乡村衰败的表象与本质%使得

这场话语狂欢更多些理性与客观%本刊编辑部特地组织历史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和城

市规划设计等领域的专家%从不同的学科着手%多视角地分析中国乡村的过去)现在与未

来%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大变局下的中国乡村(

张鸣教授从历史的视角描述百年来中国的乡村变迁%为我们展现了一条逐步走向衰

败的乡村下降线(张玉林教授关注的是农村环境%他认为今日的中国农村自然环境与社

会生态一道恶化%原因是污染主体众多而环境监管缺失%两者构成共犯体系%如何改造碎

片化而又低效的治理体系%已成农村环境治理的当务之急(慈勤英教授从经济供养)生活

照料)精神慰藉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现状%发现家庭养老已经不敷其

用(段成荣教授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根据多年调研数据%他认为制度保障)家庭责任

和社会支持可以构成解决问题的完整体系%但从源头上消除和减少留守儿童才是根治之

道(王泽龙教授从公平教育视角来分析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认为随着城市化加快%农

民子女遭受的教育不公平凸显%而这与当前城乡社会二元结构紧密相关%最终的解决之道

还是要依靠中央财政(赵世举教授以语言学家特有的敏感%关注城镇化过程中方言乡音

的流失问题%他认为%乡音作为社会纽带)认同标记和心灵栖住地%其衰微甚至消亡最终会

伤害中国文化的根基%因此应树立全面语言观%自觉维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贺雪峰教授

从今日中国乡村治理的现状出发%认为实现乡村善治仅有民主选举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配

套的制度安排%对于经济基础与社会发展程度复杂多变的广大乡村%制度选择要因地制

宜(张星久教授借鉴欧美城市化进程的法治护航经验%审视了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

历程%认为过去城市化乱象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导与政府全能%要避免城市化的*拉美陷

阱+%需要来一场治理革命(于立教授从比较的视角%介绍了英国城镇化过程对农村的保

护性政策与措施%认为中国城镇化必须防范全球化和快速城镇化导致的文化趋同%注意保

存乡村地方文化特色(王君柏副教授归纳当前理论界关于乡村衰落的讨论%认为总体上

存在理性派与乡愁派两种%务实的态度应该是综合两派观点%既顺应历史又立足现实%努

力提高留守乡村者的生活质量(

尽管视角不同%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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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作者分别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眼中的中国乡村%或者应然的

中国乡村(乡村是中国革命之源和改革之根%关注乡村%寻求解决乡村问题的答案%也就

是为中国的未来寻找答案(我们期待更多有识之士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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