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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模范乡”建设初心与振兴之路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中的8村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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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对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中的8村回访调查,详细描述了85年来这8个村的境域、村域经济结构及

农户生计方式的变迁;新时代才溪镇村经济持续发展,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治理独具特色,农民生活富裕,为中国

山区长远发展、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新路径:一是基层立足实际,开创基层党委、政府、人大、村民自治组

织、村民代表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二是保障村级组织和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走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和乡村

两级农民集体收益分享的新途径;三是激活现有资源,利用其生态、旅游等优势,助力苏区乡村经济的结构转型。

关键词:苏区;乡建初心;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F3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4-0016-12

 

收稿日期:2018-11-28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9.04.03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6YJC840005);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7NDJC271YB);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攻关

之青年重点项目(2016QN002)

作者简介:王景新(1953-),男,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林经济学。

  引 言

1930-1933年间,毛泽东曾3次到才溪,写下

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

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乡苏工作的模范(二)

才溪乡》为题首次刻板油印。1934年2月2日、9
日、23日《斗争》杂志连续刊载了《上杭才溪乡的苏

维埃工作》。延安时期(1937年)准备出版毛泽东

《农村调查》文集时,《才溪乡调查》标题第一次出现,

后文集未付印。1941年4月,中共中央出版了毛泽

东《农村调查》文集。1946年,东北书局出版《毛泽

东选集》直排版收入了《才溪乡调查》。1982年12
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983年1月再版发行。

2018年是毛泽东才溪乡调查85周年,笔者再次来

到上杭,重走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之路。才溪8村的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于:其一,才溪是一块“红色”

的土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苏维埃基层政权

建设在这里成功实验。才溪区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

授予的“第一模范区”;“才溪区以下才溪乡工作为最

好”[1],是“全苏区几千个乡的模范”[2]。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红色中

华》,在5年时间内(1931.2.1-1936.3.1),对才溪

直接和间接报道83篇次,涉及民主建政、武装斗争、

扩红支前、代表选举及履职、干部作风、机关团体建

设、妇女解放、儿童团、土地问题、公债、春耕夏种、开

垦荒地、劳动力和畜役力互助、消费合作社、借谷和

粮食调剂、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可以说,才溪区、乡

的各项工作,代表着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社会和

文化建设方向。重走毛泽东才溪调查之路,挖掘才

溪乡苏维埃民主建政、代表选举及履职、经济发展及

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3]的重要指示意义

深远。其二,才溪镇属于山区,境内山脉属武夷山脉

南段延伸分支,四面群山连绵,中间一块小盆地,才

溪溪水由东北向西南穿镇而过注入汀江。境内最高



海拔(紫金山)1138米,最低海拔(同康村落河头)

200米,平均海拔420米。大部分山地切割深度为

50~200米,坡度30度以上,组成“八山一水一分

田”的地理结构。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也曾3次

到才溪调研指导工作,引导才溪镇村经济持续发展,

其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治理独具特色,农民生活富

裕,为中国山区长远发展、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趟

出了路子,值得总结和推广。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

同样没有发言权”[4]1。为此,我们分别与上杭县党

史研究室、才溪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才溪85年变

迁研究者进行了访谈和讨论;深入村庄访问村干部

和乡村变迁亲历者;并且每村按经济条件好、中、差
选择3户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共访19户农户。

一、镇村建置沿革及境域变迁

(一)乡级建置沿革和镇域变迁

《才溪乡调查》对象是“中央苏区有名的上下才

溪,属于福建上杭的才溪区。才溪区自新划行政区

后分为下列八乡:上才溪、下才溪、岭保、同康、曾坑、

文才、大地、下王”[4]。时过境迁,85年后,才溪区、

才溪乡的行政区划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才溪镇①。

如今,才溪镇人民政府隶才民、溪北、岭和、中兴、

溪东、溪西、下才、才溪、曾杭、大贵、下王、陈坑、荣石、

黄竹等14个行政村、167个村民小组。全镇总户

数6824户,总人口26548人,其中:男13649人,

女12899人,全、半劳动力14092人(表1)。全镇山

林面积117832亩,耕地面积27657亩,其中水田24

995亩,旱地2670亩;养殖水面积300亩②。
(二)8村建置沿革及当今概况

《才溪乡调查》包含上才溪乡、下才溪乡。时年,

“上才溪:五百二十三家,二千三百一十八人。分为

四村:雷屋(人口约六百)、洋下(五百)、中兴(五百)、

上屋(六百)。……下才溪五百零三家,二千六百一

十人。分为四村:樟坑(人口约六百)、下坑(五百)、

发坑(八百)、孙屋(七百)”[4]333。根据《才溪乡调查》

中的数据统计。8村合计4800人,男女劳动力(16

~55岁)2342人,其中当红军和调外工作的1067
人,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总劳力的45.6%。85
年后的今天,当年上才溪、下才溪2个乡所辖8村,

除中兴村的村名依旧外,其他7村村名不再,村级建

制也历经多次重组,8村早已并为6村。

1.雷屋村现为溪北村。该村处于镇域北部,距镇

政府1.5公里。1929-1934年称雷屋村,隶属于才溪

区上才溪乡苏维埃管辖。时年,梁坑和倒坑均属于原

雷屋村。1958年10月人民公社后设雷屋大队、梁坑

大队,1965年合并为溪北大队,1984年恢复乡镇建制

和实行村民自治,溪北大队设立为溪北村民委员会。

截止2018年10月(笔者调查时),该村村域总面

积5.38平方公里,域内分雷屋、梁(坑)倒坑2个片区,

9个村民小组,435户,2087人,其中劳动力790人。

2.中兴村的村名一直沿用至今。该村位于镇域

北部,部分村民居住在场镇集市区,村域范围一如既

往。1929-1934年称中兴村,隶属于才溪区上才溪

乡苏维埃管辖。1935年国民党地方政府复辟后改

为中兴保。1949年以后,改为中兴村。1958年10
月成立人民公社时属于上才大队,1961年成立中兴

大队,1966年中兴、溪东、溪西合并为上才大队,

1981年上才大队再度拆分为中兴、溪东、溪西3个

大队。1984年恢复乡镇建制和村民自治,中兴大队

设立为中兴村民委员会。截止2018年10月,该村

村域总面积11平方公里,辖12个村民小组,578
户,2259人,劳动力1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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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才溪镇建置沿革与境域变迁:才溪自北宋淳化五年(994
年)上杭建县始,一直隶属上杭县。民国十八年(1929年)
10月,上杭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才溪为西三区,辖上才溪、
下才溪、通贤、东里、障云、秀坑、文坑、岭坑、岭头、同康、曾
坑、四坊等12个乡。翌年,西三区改为杭武第七区,官庄、
珊瑚两乡划入。民国二十年(1931年),才溪区苏维埃政府

境域缩小,辖上才溪、下才溪、岭保、同康、曾坑、文才、大
地、下王等8乡,此为《才溪乡调查》记录的才溪区八乡。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国民政府卷土重来,才溪改为西路

第四区,辖11个乡、96个村、71保、725甲。1949年9月,
上杭县解放,恢复才溪区,辖11个乡。1955年扩大到14
乡。1958年3月,才溪区划分为旧县、三康、才溪、通贤、回
龙、官庄、珊瑚7个乡;10月,才溪、通贤、三康(同康、曾坑

除采彩)合并为才溪人民公社。1961年6月,才溪公社拆

分成才溪、通贤、四坊3个公社。1964年,四坊人民公社并

入才溪人民公社。自此,才溪公社境域基本固定下来。
1984年9月,撤销人民公社、恢复重建了才溪乡人民政府,
1993年撤销才溪乡建制、设立才溪镇人民政府,镇域继承

才溪人民公社境域,总面积为116.5平方公里。转引自

《才溪镇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时与才溪镇统计站。



表1 才溪镇辖区人口基本情况

乡村名称 村民小组(个) 户数(户) 总人口(人)
其中

男 女
实有劳动力

镇域合计 167 6848 26548 13649 12899 14092
才民村 3 116 439 235 204 241
溪北村 10 482 1941 1031 910 877
岭和村 11 643 2678 1429 1294 1651
中兴村 12 539 2113 1102 1011 925
溪东村 9 398 1654 878 776 1203
溪西村 8 409 1519 786 733 804
下才村 22 925 3634 1832 1802 2274
才溪村 31 1220 4725 2353 2373 2151
曾杭村 15 411 1532 740 792 552
大贵村 23 698 2783 1400 1383 1632
下王村 10 309 1205 624 581 707
陈坑村 4 140 559 291 268 370
荣石村 7 318 1258 644 614 600
黄竹村 2 85 339 177 162 214
公共户 0 131 169 122 47

  数据来源:才溪镇统计站.《才溪统计年鉴2016》

  3.洋下村现名溪西村。该村处于镇域西部,部
分村民居住在场镇区。1929-1934年的洋下村,隶
属于才溪区上才溪乡苏维埃管辖。1958年10月成

立人民公社时属于上才大队。1961年成立溪西大

队,1966年并入上才大队。1981年再次分开为溪西

大队,1984年恢复乡镇建制和村民自治,溪西大队

设立为溪西村民委员会。截止2018年10月初,该
村村域总面积4.124平方公里,辖中洋、下洋、上坊

一、上坊二、红庄、竹子背、陈屋、背头岗等8个村民

小组,共有430户,1600人,劳动力860人。

4.上屋村现为溪东村。该村处于镇区集市东

部。1929-1934年为上屋村,隶属于才溪区上才溪

乡苏维埃管辖,1935年国民党地方政府复辟后改为

溪东保,辖13甲、129户。新中国成立后恢复溪东

村。1958年10月成立人民公社时溪东村归上才大

队。1961年6月从上才大队划出,成立溪东大队。

1984年恢复乡镇建制和村民自治,溪东大队设立为

溪东村村民委员会。截止2018年10月初,该村村

域总面积8平方公里,辖上屋、大屋、五星、光辉、东
山、东红、东兴、元坑、红石等9个村民小组,共有

398户,1826人,劳动力850人。

5.发坑、樟坑两村现合并为下才村。该村处于

镇场区西南部、才溪红色旅游景区核心部位,才溪乡

调查纪念馆、光荣亭、列宁台、红军公田等都处于村

域内。1929-1934年,分别为发坑村、樟坑村,隶属

于才溪区下才溪乡苏维埃管辖。新中国成立后,成
立下才乡人民政府,辖樟坑、发坑、溪岭、溪南。1958
年10月成立才溪人民公社,下才乡改为下才大队,
溪岭、溪南大队划出,发坑、樟坑合并成立下才大队。

1984年恢复乡镇建制和村民自治,下才大队设立为

下才村民委员会。截止2018年10月初,该村村域

总面积10平方公里,是才溪镇第二大行政村,辖发

坑、樟坑2个自然村22个村民小组,993户3856
人,劳 动 力2326人,其 中 发 坑14个 小 组,490
户1815余人,樟坑8个小组,约503余户2041人。

6.下坑、孙屋两村合为才溪村。该村处于镇区

东南部,1929-1934年分别为下坑村和孙屋村,隶
属于才溪区下才溪乡苏维埃管辖。新中国成立后,
成立下才乡人民政府,辖樟坑、发坑、溪岭、溪南4
村。1958年10月成立才溪人民公社时属于下才大

队。1961年从下才大队分出,设立溪邻大队、溪南

大队。1964年,溪 邻、溪 南 合 并 成 立 才 溪 大 队。

1984年恢复乡镇建制和村民自治,设立才溪村民委

员会。才溪村是才溪镇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村,截
止2018年10月初,村域面积14.32平方公里,辖

31个村民小组,1072户(不含非土地承包户)4636
人,劳动力3100人,其中:上坑、坑里、二丘、东坑、
五一、四组、园子山、寨脚、上庄、下庄、新屋、庵下、光
明、过水等14个村民小组属于原下坑村,现约530
户2325人;刘屋、湖背、岗下、田心、禾口、寨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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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地、牛路口、联合、茶溪、富基、谢屋、莲塘、新楼、林
一、林二、赤水等17个村民小组属于当年的孙屋村,
现442户、2311人。

截至2018年10月,上述6村合计共有3906

户16042人,其中劳动力9126人,常年外出务工经

商的5760人,占6村劳动力总数的63.1%。2018
年的农户、人口、劳动力分别是85年前的3.5、3.3
和3.9倍,见表2。

表2 《才溪乡调查》8村85年前后的建置、农户、人口、劳动力及流动比较

1933年《才溪乡调查》中的乡村基本情况 2018年村建置、户数、人口与劳动力(个、户、人)

乡 村 人口 行政村 小组 户数 总人口 劳动力 常年外出

上才 溪 乡 523 家 2318
人,男 女 劳 动 力(16~55
岁):554+581=1135人,

当红军和调外工作:485+

22=507人

下才 溪 乡 503 家 2610
人,男 女 劳 动 力:765+

442,当红军和调外工作:

533+27=560人

合计:1035户、4928人

雷屋 约600 溪北村 9 435 2087 790 630

中兴 约500 中兴村 12 578 2259 1200 720

上屋 约600 溪东村 9 398 1826 850 420

洋下 约500 溪西村 8 430 1600 860 680

下坑 约500 下才村 22 993 3634 2326 1200

孙屋 约700

发坑 约800 才溪村 31 1072 4636 3100 2110

樟坑 约600

8村 约4800人 6村 91 3906 16042 9126 5760

  数据分别来源于毛泽东《才溪乡调查》和笔者进村调查时与村主要干部统算

  1933年,“上才溪全部青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

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

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壮年男

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

人,占百分之七十”[4]349。两乡合计出外当红军、做工

作的青壮年男子占总数的77.2%。因此“耕田主要依

靠女子,上才溪女子能用牛的约三百人……老同志精

神很好,开山开岭多是他们,一部分还可莳田割禾。
儿童又参加生产。生产的发展还依靠劳动力的互相

调剂……因此生产得到更大发展”[4]351。现今才溪,
男女劳动力外出从业者占比高达63%,依靠留守人

员同样保持了镇村经济快速发展。这种现象是否证

明:在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条件下,通过留守劳

动力动员以及技术和资本替代作用发挥,仍然能够维

系乡村经济活力。

二、镇村经济与农民生计

(一)镇域经济

上杭县是福建省16个国家粮食主产区之一,也
是福建经济实力10强县(市),才溪镇域经济处于上

杭县前列。才溪镇以稻作农业为主体的粮食生产和

以泥水匠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建筑业都有悠久历史和

深厚的根基,由此形成了稻作农业与建筑业比翼齐

飞的镇域经济特色。改革40年来,才溪镇依靠上述

两大主导产业,镇级财政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水平跳跃式增长,1977、1987、2017年分别实现财政

收入11万、51万和1904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155元、361元和16731元①。

1.粮食生产。才溪镇历来重视以稻作农业和杂

粮生产。《才溪乡调查》“经济生活”一节描述都是围

绕稻作和杂粮的生产而展开的:时年,劳动力中的男

子大多数当红军和调外工作,耕种主要依靠女子。
“暴动后……一九三二年恢复了百分之十,今年(一
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杂粮如番薯、豆子、芋子、
大薯等,则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今年大

开,开了一千三百多担。开山比开田更多,山占四分

之三,田占四分之一,因田开尽,故进到开山。没有

一片田塍没有种杂粮,能种番薯的田一概种下番薯

了”[4]。可见:(1)时年,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
主要依靠女子耕田、莳田,老人开山开岭、莳田割禾,
依靠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从事稻作和杂粮生产;
(2)耕地充分利用,稻田栽种稻谷,田垄也全部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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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才溪镇乡村发展为例”。



了杂粮;(3)开田开山,增加耕种面积。依靠妇女、老
人在短短2年内才溪稻谷增长了20%、杂粮增长了

50%,保障了军民粮食需求。
当今,才溪农业主体仍然是稻作为主、辅以杂粮

的粮食生产。近几年,才溪镇水田面积的73.6%是

稻作栽培,本次调查6村中的所有农户的水田基本

是稻作,而且多数种植两季。2016年,全镇农作物

播种总面积为27163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20618亩,占到总播种面积的75.9%,粮食总产

量88329吨;粮食作物中又以水稻为主体,2016年

稻谷播种面积18385亩,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的89.2%,稻谷总产量7816吨,占全镇粮食总产量

的88.5%(见表3)。2017年稻谷播种面积仍然维

持在1.83万亩,总产7955吨,平均亩产430千克,
完成粮食收购1200吨。

               表3 2016年才溪镇农业种植业生产情况 亩,吨,千克

农作物耕地

总面积

其中非耕地

播种面积

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粮食作物中的稻谷播种面积

面积 产量 亩产 面积 产量 亩产

全镇 27163 2670 20618 8329 404 18385 7816 425
才民 580 50 324 279 860 281 257 914
溪北 2228 197 1740 592 340 1581 566 358
岭和 2444 277 1943 771 397 1709 711 416
中兴 1802 182 1412 585 414 1267 550 434
溪东 1420 115 1017 411 404 886 377 425
溪西 2225 197 1737 673 387 1589 641 404
下才 3395 359 2688 956 356 2366 886 374
才溪 3552 374 2592 1111 429 2250 1049 466
曾坑 1128 108 800 342 428 709 315 444
大贵 4570 388 3173 1298 409 2857 1239 434
下王 1478 153 1102 976 885 990 946 955
陈坑 763 78 567 203 359 502 184 367
荣石 1487 135 1140 412 362 1057 396 374
黄竹 566 49 385 231 600 343 209 610

  数据来源:才溪镇统计站.《才溪统计年鉴2016》

  2.建筑业发展。才溪素有“三千榔头八百斧”。
旧中国,才溪泥水匠多以个体或结伙外出从业,从业

范围遍及闽、粤、赣各地。《才溪乡调查》载:“上才

溪:前五十三个代表,此次选举,工人家属算入工人

成分,增至七十五个代表(新增二十二,本乡泥水工

人多)……下才溪:前七十三个代表,现在九十一个

代表新增了十八个代表,也是因为工人家属的选举

比例提高了。”[4]334 才溪建筑业传统由此可见一斑。
新中国前30年,才溪泥水匠逐渐组织起来,

1964年,才溪成立建筑专业队,1965年改为建筑社。
农村改革以来,才溪建筑企业以广东省为重点发展

区域,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依靠集体的力量承建各类

大型建筑项目,队伍逐年壮大,管理和技术不断提

高。至2017年,县内注册的才溪建筑施工资质企业

17家,其中一级总承包企业3家、二级企业10家、
三级企业4家。施工范围涉及建筑工程、市政公用、
矿山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机电工程等6类总

承包和特色专业钢结构、机电设备安装等17类专业

承包。改革初期(1981年)才溪建筑业产值只有258
万元,利润26.3万元。至2017年,才溪建筑业产值

106.9亿元(含镇外),产值占上杭县的24.2%,利润

34.7亿。2017年纳税亿元以上的企业3家,千万元

以上的企业1家,百万元以上6家,全年纳税总额达

3.85亿元,其中回上杭纳税计1.5亿元,列入才溪

统计口径2700余万元①。

3.镇域生产总值及结构。就才溪镇劳动力从业

结构、技术积累和专业人才而言,才溪是名副其实的

建筑之乡,但就地区生产总值结构而言,则是一二三

产业“三分天下”,见表4。才溪仍属农业乡镇,家庭

经营是镇域产业组织的主要形式。2016年,全镇共

有农户6600户,其中纯农业经营户600户,以农业

为主的兼业户1700户,非农为主的兼营农业2100
户,合计4400户,占66.7%,非农业经营户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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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占33.3%,其中个体工商户1173户。域内乡镇

企业只有10家,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农业企业4
家、工业和建筑业3家,第三产业3家,企业年末从

业人 数 合 计 1727 人,仅 占 全 镇 劳 动 力 总 数

的12.26%;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和规模有限,只
有养蜂专业合作社、脐橙专业合作社2家;全镇家庭

农场4~5家,规模20~40亩,较大的脐橙园也只有

600亩①。

  表4 2016年才溪镇农村社会总产值及其结构

万元

农村社会总产值 44278 占比

1.农林牧渔业产值 17151
其中:农业 8132
  林业 2306
  牧业 6481
  渔业 232
2.工业总产值 5596

3.建筑业总产值 7963
4.交通运输业总产值 2142
5.批发零售业产值 3428
6.住宿及餐饮业产值 4596
7.居民服务业、其他服务和娱乐业产值 2229
8.其他 1173

第一产业

38.73%

第二产业

30.62%

第三产业

30.64%

 数据来源:才溪镇统计站.《才溪统计年鉴2016》

(二)村域经济与农户生计

1.村域经济。才溪调查6村经济收入源于家庭

经营,农 民 收 入 所 得 总 额25236万 元,人 均 所

得15731元,其中农村经营收入占72.3%,农民外

出务工收入27.8%,见表5、表6。

2.村集体经营收益和支付能力。6村村集体当

年经营收益较少(表7)。6村集体均无村办企业、合
作社等直接经营项目。发包及上交收入来源是为数

不多的山地、林地发包或集体所有的林权所获得的

生态林补偿,以及果场、石料场、店铺和房屋的租金。
投资收益来源有二:一是部分村(如下才村等)设立

的村财发展基金投入到企业或公司生息;二是上杭

县“革命基点村”获得每年10万元发展基金(连续5
年)与村集体历年积累(如溪北村采石场积累18万

元)形成的发展基金的投资收益。
村集体支付能力包括村集体经营收益和财政对

村级组织的转移支付及各项补助。6村能够获得转

移性和补助收入,一是上杭县财政每村(不论规模大

小)每年转移支付10万元,才溪镇政府先从中扣除

该村“两委”主职干部的工资,再实行按月支付和按

年度绩效考核奖励相结合的办法,由镇财政所按月

和年终分次直接支付入村“两委”班子成员个人工资

卡;二是镇财政每年再补助各村总计33万元,按人

口多少分配到村,支持村域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运行。
如果忽略镇财政的扣除、再补助的细微差异(详见表

7说明),各村获得的转移支付和补助收入基本维持

在10万元左右。总支付能力,最高的24.1万元(下
才村),最少的11.8万元(中兴村)。

3.农户生计。6村农户兼业化、非农化程度高。
在6村收集农户问卷19份,按农户类型分:农业专业

户3户(占15.8%),以非农业为主的兼营农业的5户

(占26.3%),非农业户11户(占57.9%),其比例高于

全镇平均水平,这与6村均处于才溪场镇街区及其周

边有关。问卷农户总人口93人、户均4.89;总劳动力

53人,户均2.79,劳均赡养系数为1.75;外出务工人

员21人,占劳动力总数的39.6%;承包耕地85亩,户
均4.47亩,人均0.92亩;宅基地拥有面积5155平方

米,住宅建筑面积12200平方米,全部为砖混结构,一
般为3.5层,户均宅基地、建筑面积分别为271和642
平方米,19户住房估价1140万元(户主自我评估),
户均60万元,其中:最大的住房面积1500平方米,总
造价约500多万元。

19户的家庭总收入419.89万元,其中工资性收

入258.19万元,占总收入的61.5%,家庭经营收入

159.28万元,占37.9%。家庭经营中经营第一产业

收入只有36万元,仅占家庭经营收入的22.6%、占家

庭总收入的8.57%(表8),农业收入对于家庭收入比

例极低,显示“仅靠农业就能养活全家的时代结束”。
19户合计纯收入331.52万元,按问卷户共93人平

均,人均纯收入35647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②。19户农户消费性支

出50.73万元,其中食品支出仅为4.77万元,恩格尔

系数(逆指标)为9.4,比同期上杭县农村居民恩格尔

系数(38.9%)的整体水平低了近29.5个百分点。如

果用联合国的相关标准③衡量,问卷农户平均生活品

质已达到极其富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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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时与才溪镇统计站工作人员访谈。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

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
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
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



                表5 6村2017年经济收入初步统计                万元

村名
村经济

总收入

按行业划分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工业 建筑业 运商服等

溪北村 2525 567 57 238 6.4 310 780 567
中兴村 2841 380 16 289 13.8 526 870 746
溪东村 2516 271 12 237 6 562 602 826
溪西村 2373 321 13 232 15.8 385 615 790
下才村 5897 828 54 522 21 816 1344 2312
才溪村 6417 897 64 762 28.9 562 1459 2644
合计 22568 3264 216 2280 91.9 3161 5670 7885

  数据来源:根据《才溪镇2017年农村经济收益分配统计》数据整理,表6相同

                表6 6村2017年经济收益分配初步统计 万元

村名 总费用 净收入 +投资收益
+农民外出

务工收入
-国家税金

+集体

再分配

农民所

得总额

农民人均

所得(元)
溪北村 451 2074 0 1139 7 10 3216 15165
中兴村 536 2305 0 1021 8 12 3330 14553
溪东村 526 1990 0 670 12 13 2661 15302
溪西村 437 1936 0 561 11 7 2493 15053
下才村 1175 4722 0 1310 28 13 6017 15432
才溪村 1195 5222 0 2311 28 14 7519 16350
合 计 4320 18249 0 7012 94 69 25236 15731

            表7 2017年才溪调查6村集体经济组织当年经营收益和支付能力 万元

村名
当年经营

收益

当年经营收益构成

发包及上交 发展基金投资收益 紫金矿业股份分红

转移支付及

补助收入

支付

能力

溪北村 5.10 1.50 2.40 1.20 10.00 15.10
中兴村 1.80 0.60 0 1.20 10.00 11.80
溪东村 3.20 2.00 0 1.20 10.00 13.20
溪西村 2.90 1.70 0 1.20 10.00 12.90
才溪村 10.80 9.60 0 1.20 10.00 20.80
下才村 14.10 0.90 12.00 1.20 10.00 24.10

  注:(1)村集体当年经营收益=村集体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性支出和管理费用;(2)表中数据系

与村干部座谈时的匡算,没有财务会计账目精准,但能够反映村集体收益实际情况;(3)转移支付及补助收入。上杭县财政转

移支付每村10万元/年,镇财政从中扣除村主职干部工资(每村约在2~3万元之间)用于统一考核和发放,镇财政在补助各村

总计33万元(按人口分配,各村1.6~3.6万元不等),本表忽略其中的扣除和再补助后的细微差异,各村仍按10万元计

             表8 2017年才溪调查6村中19户问卷农户家庭经济与生活状况 万元

问卷户

编号
家庭总收入

其中

工资性收入 家庭经营收入
家庭总支出

其中

消费性支出 食品支出
家庭纯收入

1 20.32 0.32 20.00 7.20 4.90 0.30 13.12
2 33.00 3.00 30.00 4.70 1.88 0.20 28.30
3 0.48 0.344 0.14 0.61 0.48 0.09 -0.132
4 1.66 1.56 0.10 0.60 0.50 0.10 1.06
5 5.56 2.56 3.00 1.92 1.47 0.22 3.62
6 6.53 0.53 6.00 1.97 1.55 0.20 4.56
7 11.17 2.17 9.00 1.00 0.68 0.10 10.17
8 14.66 14.66 0 2.90 2.50 0.26 11.76
9 16.00 16.00 0 4.98 1.98 0.25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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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问卷户

编号
家庭总收入

其中

工资性收入 家庭经营
家庭总支出

其中

消费性支出 食品支出
家庭纯收入

10 0.94 0.86 0.08 0.52 0.42 0.09 0.42
11 81.24 80.80 0.44 5.50 4.20 0.20 75.74
12 13.96 13.80 0.16 3.21 2.90 0.30 10.75
13 24.40 22.00 2.40 6.50 6.20 0.36 17.90
14 23.43 23.40 0.03 6.20 5.80 0.20 17.23
15 38.20 38.00 0.18 4.22 0.373 0.30 33.98
16 2.05 2.00 0.05 1.20 1.10 0.10 0.85
17 2.80 2.70 0.10 3.80 3.50 0.20 -1.00
18 33.49 33.49 0 3.02 2.20 0.30 30.47
19 90.00 0 90.00 28.30 8.10 1.00 61.70
合计 419.89 258.19 159.28 88.35 50.73 4.77 331.52

  数据源于入户问卷与统计

  问卷农户一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才溪

镇农民生计的整体状况,揭示了经济较为发达的建

制镇镇区及周边农户收入和生活的真实水平,凸显

出才溪农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的事实。(1)问卷农

户的选择具有代表性,19户中高收入农户(年纯收

入30万元左右及以上)5户(序号2、11、15、18、19),
占26.3%;中等收入(10~20万元)的农户7户(序
号1、7、8、9、12、13、14),占问卷农户36.8%;低收入

农户7户,占36.8%(包含低保户3户,其中“超支”
的2户)。因此问卷数据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
调查6村外出务工人员的特殊的从业结构,使问卷

农户家庭收入大大高于其他地区普通打工者家庭收

入,这种状况从表8中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来:问卷农

户中高收入户的收入普遍较高,11万元左右及以上

的农户合计11户,占样本农户总数的57.9%。以

农户年纯收入11万元,按问卷农户平均人口4.89
计算,人均纯收入22495元左右,6村中,达到和超

过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水平①的农

户可能已近6成。
“城乡两头家”是才溪调查6村农户的重要家庭

生计策略。“两头家”的概念原是陈达在《南洋华侨

与闽粤社会》中描述的家庭婚姻策略[5]。“城乡两头

家”则是指当今中国流动社会中,以农业转移人口为

主体的人群,既在城镇购房或租房,又在家乡修老宅

或建新宅;老弱妇孺留守田园,青壮年和学龄儿童迁

徙城镇,从而形成“一家两地、城乡两头家”的生计策

略。截止2018年10月1日才溪调查6村农民“城
乡两头家”状况见表9。

表9 才溪调查6村农民“城乡两头家”状况 

村名
总户数

(户)

总人口

(人)

城镇购房

(户)
城镇购房户分布区域

才溪镇区 龙岩上杭 福州厦门 广东外省 港澳
备注

溪北村 435 2087 86 11 35 17 18 5
中兴村 578 2259 98 13 42 14 26 3
溪东村 398 1826 220 80 80 28 30 2 镇区有门店80户

溪西村 430 1600 79 15 50 7 6 1
下才村 993 3856 230 90 56 37 42 5 部分农户居住镇区

才溪村 1072 4636 350 149 120 38 39 4
合计 3906 16264 1063 358 383 141 161 20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与调查村干部的座谈时逐户筛查统计,并非农户自己填报的精确统计,可能有漏填;因为截止时间不

同,本表中的农户、劳动力等数据不同于本文中统计口径的数据

  才溪调查6村农户“城乡两头家”的表现不同于

其他地区:(1)进城镇购房农户比例大,近3年来,笔
者调查了37个山区县,其中,进城购房农户占总农户

的比例一般占20%左右、占外出务工农户的比例约

为30%,而且多数在本市县域内的城镇体系购房。
才溪调查6村共有3906户,进城购房农户1063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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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2017 年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中 位 数

为22408元。



占总农户比例达27.21%。(2)才溪农民在省级城

市、省外和港澳购房农户总数为322户,占进城购房

农户总数30.3%,其中到港澳购房的农户20户,占

购房农户1.9%;调查6村中有一部分农户同时在

市县级城市、省级城市、广东深圳、港澳都购买了住

房,同时拥有2~3套住房的农户占有一定的比例。

这两种表现在其他地区少见。(3)购房农户户籍转

入城镇的比例高于其他地区,如:下才村已迁出户籍

的约有30余户;才溪村民在城市购房的农户多数迁

出了户籍;其余各村一般是年轻人和学龄儿童的户

籍迁入城市,老年人的户籍留在农村。才溪农民“城
乡两头家”生计策略选择的上述特征,是高收入农户

家庭的理性选择,或可代表未来中国农民市民化

的走向。

三、山区发展与乡村振兴路径

(一)基层立足实际,勇于创新,开创由基层党

委、政府、人大、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代表协同共治的

乡村治理新格局

《才溪乡调查》记述了一个乡苏维埃政府产生的

全过程。从中可以看到,才溪乡社会各阶层代表分

配、代表的政治表现、选举、调动与补选,村代表主任

制度、代表与居民的固定联系制度、以乡为单位的选

民大会及乡苏维埃报告工作制度等完整的制度体

系。“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

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

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

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

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4]336。当

时,苏维埃政权受到苏区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他们

用生命和鲜血保护“自己的政权”。毛泽东号召“长
冈、才溪、石 水 等 乡 的 办 法,应 该 推 行 到 全 苏 区

去”[4]334。

85年后,如何让人民群众依然有“当家做主人”

之感,考验着基层的治理能力。实际工作中,才溪镇

充分发挥镇人大代表和村民代表的作用,创造出“一

四七九”工作法,得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张德江的高度评价和批示①,之后才溪镇人大主席

团的做法成为全国学习样板,吸引上海、湖北、贵州、

内蒙古等地的单位前来学习。到2018年9月,“一

四七九”升级版在上杭县人大常委会及所属22个乡

镇全面推行。

才溪有镇人大代表56人。镇党委、政府和人大

主席团依靠这些代表,在全镇建立起“4点工作法”

网络体系,即在全镇14个行政村设立政策宣传点、

互助帮扶点、纠纷调解点、民情收集点,较大的村设

20个点、较小的村设5个点,每个点设点长,由镇人

大代表和村民代表兼任。才溪镇通过“4点工作法”

网络体系,把社情民意与党委、政府的工作紧密联系

在一起。

6村共有村民代表280人,其中溪北村47人,

中兴村39人,溪东村36人,溪西村38人,下才村

60人,才溪村60人。每个村民小组2~3名村民代

表,加上中共党员、村“两委”成员、村民小组长,在村

组一级形成力量雄厚的管理服务队伍。才溪调查6
村的村民代表会议每年度10~20次不等,村域发

展、社区治理、建设工程和集体资源发包、集体收益

分配等重大事项随时召集村民代表会议听取意见,

集体决策。

与1933年相比较:(1)代表人数增加了。时年,

上、下才溪两乡合计166个代表;当今,才溪镇人大

代表、村民代表共有336人。(2)代表组织形式及联

系居民的方式发生了改变。时年“代表在各村,每村

有十多个的,有二十多个的,四村每村代表各自开会

选举一人成为乡苏的‘代表团’,故代表团是四人。

比较小的工作即由主席召集代表团开会解决。”“每
个代表管辖的居民有十多人的,二十多人的,三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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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才溪镇人大主席团创立了“一四七九”工作法。2014年3
月,“一四七九”工作法受到来才溪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的高度评价和重要批示,认为才溪镇人

大的做法比较系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是人大工作

做得最好的乡镇之一。2015年以后,才溪镇拓展提升了

“一四七九”工作法,将其重新归纳,即坚持“党对一切工作

的领导”这一原则,处理好镇人大与镇党委、政府、人大代

表及与人民群众等4种关系,开展代表学习日、代表小组、
视察调研、执法检查、工作评议、代表述职、著名苏区新模

范评选等7项活动,做好9项工作(开好人民代表大会和

主席团会议、依法行使监督权、督办代表建议、宣传基层民

主法治、组织代表联系群众、促进政府倾听民意、加强代表

履职行为的服务保障和管理监督、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加
强自身建设)。根据才溪镇党委座谈笔记及镇人大主席团

提供的相关材料整理。



人的,四十多人的,以五十多人的为最多”[4]336;当
今,代表联系居民并不固定,多以村民小组为单元,

本小组的代表联系本小组的居民、表达本小组居民

述求,代表意见可在各种会议上表达。
(二)保障村级组织和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探索

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和乡村两级农民集体收益分享的

新途径

才溪镇域内工商业并不发达,但因管理得法,形
成了比较稳定的财政收入。镇财政较为固定的收入

源于紫金矿业股份收入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收入

和镇级水电站承包经营收入,镇财政年自收能力约

为1500万元②。

乡级财政收入稳定,使其有能力配套县级财政,

共同支撑村级组织正常运行和保障村域社区基本公

共服务供给。为保障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和村域基本

公共服务正常运行,除了上杭县财政每年为每村转

移支付10万元、镇财政再补助运转经费33万元之

外(按人口多次分配到各村),镇紫金矿业股份分红

收入中每村每年平均分配1.2万元,村环卫保洁员

等公益性岗位工资由公共财政出③。

才溪镇保障村级组织在正常运转和村域社区基

本公共服务供给,年度经费村均所需10~20万元

(表10)。村级组织运转及村域社区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所包含的事项有:村组干部工资性支出,误工补

贴,村级公益岗位(如文员、保洁员)购买服务,村级

办公经费,村民代表会议支出,村务公开监督开支,

救济性和奖励性支出,路灯电费,村域绿化和公共场

所维护费用,村内道路和水渠养护费用,以及镇(乡)

党委和政府工作延伸到村级工作经费。

        表10 才溪调查6村2017年村级组织运转及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一览表       万元

科目 溪北村 中兴村 溪东村 溪西村 才溪村 下才村

一、村级组织支付能力 15.10 11.80 13.20 12.90 20.80 24.10
二、村级集体刚性支出总计 15.43 12.60 12.70 12.20 20.00 23.34
 1.村级组织运转费用合计 11.23 10.80 9.70 8.90 16.50 18.34
  其中办公费用 1.73 3.00 2.20 1.70 3.50 4.00
  村组干部报酬(含误工补贴) 7.50 6.30 6.70 6.60 12.00 13.34
  会议费用(含村民代表会议) 2.00 1.50 0.80 0.60 1.00 1.00
 2.公共设施维护费用 3.00 1.30 2.00 2.30 1.50 2.00
 3.其他(救济性、奖励性)支出 1.20 0.50 1.00 1.00 2.00 3.00
三、村级可用经费支出后余缺 -0.33 -0.80 0.50 0.70 0.80 0.76

  注:(1)才溪村“两委”配备5~7名,村级组织工资性支出大体上是:村支部副书记800元/月,副主任700元/月,村“两

委”委员600元/月,妇女主任500元/月,村民小组长300元/年,村主职干部误工补贴每月不超过12天,副职及委员误工补贴

4天,每天均按80元计。(2)村支部书记2000元/月,村委会主任2000元/月,由镇财政从县财政转移支付各村10万元经费

中先扣除,再统一发放,未计入本表村级支付之中;村文员公开招聘1900元/月,村保洁员(3~4人)830元/月,这几个岗位均

由县乡财政购买,未计入村级支付。数据来源:笔者在样本村调查时与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等负责人座谈时匡算

  村级组织协助镇人民政府完成相关管理工作任

务,还可以获取公共财政的额外补助(表11)。这一

做法的意义在于:一是开创了村民自治组织协助完

成基层政权延伸的行政管理职能须由公共财政支付

费用的先河;二是用经济手段理顺了基层政权与村

民自治组织的关系。

(三)激活现有资源,利用其生态、旅游等优势,

助力苏区乡村经济结构转型

乡村振兴是乡村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

等方面向好的方向转化,并具有持续维持的能力。

才溪具备这样的基础和条件。

1.充分利用才溪耕地资源,提升农业产能,扩大

人口增长空间。据相关调查数据,2017年,才溪镇

抛荒(指荒芜1年以上)总面积5630亩,相对集中

分 布 在 755 个 地 段,15227 小 块 田 坵,抛 荒

率39.6%④。才 溪 调 查 6 村 合 计,确 权 耕 地 面

积7151.8亩,其中抛荒2567.4亩,占确权耕地面

积的35.89%(表12),略低于全镇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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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金、铜、锌等金属矿

产资源勘查和开发为主的大型矿业集团。紫金矿业约有

2/3的矿蔵开采地在才溪镇,镇政府拥有紫金矿业原始股,
每年分红约700~1000万元。
资料来源于实地调研访谈所得。
资料来源于实地调研访谈所得。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访谈相关政府部门所得。



表11 才溪镇村级组织“四大员”及相关岗位设置与补贴情况

类别 岗位名称 岗位补贴(元/月)

社会

保障员

1.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100
2.劳保协理员 100
3.扶贫协理员 300
4.残疾联络员 60
5.民政协理员 100

计生、

统计员

6.计生协管员 200(含绩效)

7.计生协会秘书长 100
8.计生协会常务副会长 100
9.统计员 100

综合

治理

安全员

10.综治协管员 185
11.村级民情服务员 无工资

12.安全协管员 100
13.禁毒巡查员 无工资

14.交通安全劝导员 200

三农

综合

协理员

15.防震减灾联络员 无工资

16.水库管理员 300
17.农技员 100
18.文化协理员 100
19.防汛信息员 116.7
20.敲锣员(锣长) 16.7
21.国土村建环保气象 100
22.三农保险协管员 100
23.食品药品协管员 无工资

24.动物防疫联络员 50/80/100三级

25.团支部书记 100

26.妇联主席 100

27.民兵营长 100

28.村务监督委员3~5人 100

29.计生中心户长3人 50
30.保障员 无工资

31.村医和公共卫生协管员 800

32.村级河长 无工资

33.河道专管员 200

34.保洁员 830
35.乡村道路养护员 4000元/公里年

  说明:序号1~24为上杭县级整合的“四大员”,均由村

“两委”兼任,村“两委”5人(不含5人)以上的村,主职干部

原则上不得兼任;妇联主任、团支书选举产生,民兵营长需为

中共党员。本表数据均来源于6村实地调查

才溪镇用60%的耕地面积保障了全镇2.65万

人小康生活水平对粮食等大宗农产的品需求,如果

耕地资源全部利用,农业产能可承载4.42万人,未
来人口增长空间约为1.77万人。耕地撂荒除了劳

动力大量外出,还在于稻作成本过高和土地流转效

益偏低。才溪水田稻作两季,每亩总产量约为900
千克,按照2.4元/千克,产值2160元,生产成本约

500元,再加上劳动力成本(1200元),亩均纯收益

460元;问卷调查的19个农户中,有土地流转的农

户11户,其中无偿流转的6户,占流转土地户的

55%;有偿流转的5户,流转价格分别是300元/亩

(1户)、500元/亩(1户)、800元/亩(3户)。

2.开启“绿色发展”通道,助力乡村振兴。民国时

期,才溪山林全部私有,加之交通闭塞,生产效益低,
绝大部分森林未能开发和利用。新中国前30年,山
林破坏严重,诸如“大办钢铁”“向荒山要粮”等。改革

开放40年来,才溪造林、育林、护林工作逐步走上正

轨,1991年,才溪造林绿化通过福建省有关部门验收,
确认为消灭荒山乡。才溪现有林地面积127165亩,
其中生态林34422亩、集体商品林92743亩,森林覆

盖率达77.2%。才溪森林资源利用主要有林果、林
蜂、林禽等方式,但规模有限,大多数林地尚未利用,
未来“绿色”发展空间相当大。

3.建设特色小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苏区乡村

经济结构转型。才溪镇地势较高,水系都向外流,缺
水影响着工农业生产,加之镇域内禁止工业开发,未
来镇域经济的主攻方向是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

引领乡村旅游业发展。(1)苏区模范小镇建设开拓

特色小镇旅游市场。2011年,才溪镇入选福建省第

二批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目前,正在申报福建

省“苏区模范小镇”建设计划。未来才溪镇将与古田

镇连片共同开发利用红色资源、发展红色小镇特色

游。(2)利用“美丽乡村”建设,拓展乡村旅游。才溪

镇已经完成才溪、下才村、溪西村、岭和、大贵等5个

村的美丽乡村建设,下王村正在展开国家住建部农

房整治试点。“红色”(苏区资源)+“绿色”(森林资

源)的特色乡村旅游发展,未来可期。
表12 才溪调查6村耕地抛荒情况(截止2017年年底)

科目 溪北村 中兴村 溪东村 溪西村 下才村 才溪村 合计

耕地确权面积(亩) 1105.6 1102.1 597.4 848.2 1987.3 1511.2 7151.8

抛荒撂荒面积(亩) 362.6 407.4 302.9 167.5 995.7 331.3 2567.4

占确权耕地的% 32.79 36.97 50.70 18.81 50.10 21.92 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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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2011年1月,课题组曾到上杭县才溪乡调

研,2018年10月再次回访调研。两次调研都是在

上杭县委党史研究室的协助下进行的,还得到才溪

镇党委、镇人民政府、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以及

溪北、中兴、溪东、溪西、下才、才溪6村“两委”及相

关农户的大力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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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WayofRuralRevitalizationinModelTownshipofChineseSovietArea
———RetraceofEightVillagesofTheInvestigationinCaixiTownshipbyMaoZedong

WANGJingxin1,GUOHaixia2,ZHANGYu1

(1.LandAcademyforNationalDevelopment,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

2.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Zhejiang 321004,China)

Abstract:ThispaperisareturnsurveyoftheeightvillagesinMaoZedong’sTheInvestigationinCaixi

Township,describingindetailthechangesofthevillages’territory,theeconomicstructureandthepeasants’

livelihoodsinthepast85years.Inthenewera,theeconomyofCaixiTownandVillageskeepsondeveloping.Its

grassrootspoliticalpowerconstructionandsocialgovernancehavetheirowncharacteristics,andthepeasantsare

well-off.Ithasexploredanewpathforthelong-termdevelopmentofmountainousareasandtherevitalizationof

ruralareas.Firstly,Caixigrassrootscreateanewsituationofruralgovernancewhichistheprocessofcooperative

managementbymulti-actorsonthepublicaffairs.Themulti-actorsareCaixitownshipPartycommittee,caixi

towngovernment,caixitownpeople’scongress,thevillagers’autonomousorganizationsandthevillagers’repre-

sentatives.Secondly,theyensurethebasicpublicservicesofvillageorganizationsandcommunities,andexplore

newwaysforpublicfinancetocoverruralareasandsharecollectiveincomesoffarmersinruralareas.Thirdly,

theyactivatetheexistingresourcesandmakeuseoftheiradvantagesinecologyandtourismtohelpthetransforma-

tionofruraleconomicstructureintheformerChineseSovietarea.

Keywords:ChineseSovietarea;ruralbuiltideas;ruralrevitalization;ruralgovernance;economic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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