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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交流 走进乡村，探访基层民生

2019 年的寒假实践是清华在龙南的第一站。

作为刚刚签约的第二批乡村振兴实践基地，龙南

在寒假就迎来了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土木学

院、人文学院、新雅书院多个专业及东南大学、

辽宁大学等多个学校的 16 名同学。在校内经过学

生乡村振兴工作室的乡村调研方法指导后，支队

的成员深入武当镇进行调查交流：带着半开放问

卷对武当镇镇长深度访谈，寻找大学生返乡的人

才振兴之路；和岗上村村委进行座谈，了解基层

治理状况和村庄一手数据；走进每家每户，和岗

上村村民们直接交流，发掘村庄需求和特色。

支队成员具有不同专业背景，有的同学是第

一次进行这样的田野调查。在一整天的调查过后，

大家会聚到一起，分享当天的见闻和感受。同学

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乡村有了新的认知和理

解，也逐渐掌握调研的初步方法。通过和每户村

民进行半小时左右的沟通，支队在前半段实践过

程中收集到了 42 份有效问卷。而后在人文学院

吴振华组织下，协同完成了 4 万余字的调查报告，

对龙南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和分析。

我是城里长大的孩子，最初乡村在我的理解

里是一个模糊的记号，等同于泥巴、鱼塘和打谷

乡村振兴剪影

    刘郭越

——江西龙南支队的乡村故事

清华大学学生乡村振兴主题社会实践，是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在之前“美丽乡村”主题社会实践基础上，改革创

新的乡村主题实践模式。通过成立清华大学学生乡村振兴

工作室，与各地政府合作，依托“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

基地”，将乡村闲置、废弃房屋改造为工作站，开展驻点

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截至目前，清华大学学生乡村振兴工作室已与 8 省市

的 11 个区县签订了实践基地和工作站合作协议。江西龙南，

是 2019 年签约的新一批实践基地之一。2019 年寒假，15

名队员来到这个中国围屋之乡，留下了属于他们和龙南共

同的记忆。



73

（6）.2019
SHUIMU TSINGHUA  NO.95

荒岛

机，我抗拒这两个字背后的泥土气。但在建筑学

院的学习，让我渐渐明白了乡村与城市从来不是

全然割裂的，渐渐开始能剥离开自己的无知，去

走近她、了解她、振兴她。在统计数据上，这只

是户口的差异，但实际上人是和自己的根连在一

起的，观念、风俗都由此塑造。

我带着好奇踏上龙南的旅途，好奇工作站的

工作机制，好奇中国乡村的模样，好奇基层的治

理，好奇古代建筑的另一种可能；另一方面，我

也好奇，在法制意识普遍缺乏的乡村，法治工作

者能做些什么，又应该做些什么。

在实践的开始，乡村振兴这几个字于我而言

的意义也还尚浅。但随着实践的渐渐展开，一项

项支队活动的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站会在哪里，

会服务谁，能做什么，都渐渐明晰。我也逐渐感

到作为一名本科生，作为一名清华人，我能为乡

村做的，远比预料的更多。

——队员手记

探索产业 不同视角，关注旅游发展

在调研中，支队也注意到当地大多人口流失

到珠三角地区务工，而不愿在本地发展。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这是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这 20

字中，首当其冲的是产业兴旺。乡村没有稳固的

产业，就无法留住村民，振兴更无从谈起。怎样

吸引人才回流，引入活力？乡村振兴落脚到了产

业振兴上。

龙南，是赣州市的次中心，也是苏区振兴发

展县之一。作为千年客家文化古县，龙南以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全省旅游强县为契机，推

进全域旅游，唱响乡村振兴品牌。其中武当镇是

龙南县发展全域旅游的一个重要镇区。支队此次

前往的岗上村围屋群就在武当镇东部。结合前期

调研成果，当地大力发展的旅游业成了支队关注

的重点。

支队参观围屋博物馆（陈一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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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政府进行交流策划后，支队围绕小武当

山和围屋群展开了调查和学习。成员们前往围屋

博物馆，系统了解龙南这一客家之乡的围屋变迁；

采访“朝花栖迟”民宿综合体老板，思考旅游业

发展的配套运营模式；参访杨村燕翼围、关西新

围等已修缮并开放的围屋景区；去到正桂美丽乡

村、围屋改造的老屋下精品酒店。与此同时，支

队还查阅资料，与县住建局沟通交流，了解学习

武当总规、岗上村村域规划，明确岗上村一轴一

心三区——国道沿线、武当镇区集聚点，北部核

心经济区、南部旅游生态区、林场片区三区划分

的发展格局。

经过系统调研，支队发现武当镇境内虽然有

南武当山、岗上围屋、梦里桃乡、玫瑰小镇等旅

游资源，但是旅游资源没有实现有机串联。实践

支队希望通过在武当镇岗上村的围屋片区中建设

一个核心站点——乡村振兴工作站，利用闲置的

破损围屋，以点带线，以线连片，建立起“岗上

村·围屋活博物馆”围屋群，形成示范作用，进

而促进武当镇全域旅游的发展。围绕这个理念，

支队对村落的景观环境进行了踏勘分析，提出了

提升村落人居环境品质的建议与可能；整理了村

庄内可圈可点的公共空间节点和围屋景点，策划

了一条首尾与国道相接的游览线路，期待能为武

当的旅游引入新思路。

乡村振兴实践让我看到了一个与想象不同的

乡村：人均耕地不足半亩，人均林地可达 7 亩。

务农并非唯一出路，多数反而是前往不远的珠三

角地区打工。在实地调研中，村民采访中，乡村

脱离了记忆中报道里的千村一面，显现出独有的

面貌。围屋不是一座座孤零零的老宅，而是不时

会在逢年过节时聚满几桌的热闹之地……在短短

的十几天，我仿佛也成为了村民的一员。离开时，

我在心中暗想：龙南，暑假再见！

——队员手记

测绘设计 发扬专长，带动全域旅游

实践工作站的建造与运营是建筑学院乡村模

式探索的尝试，也是支队同学建筑设计走出象牙

塔的初探。作为延续性以年为周期计算的实践项

目，乡村振兴系列实践希望以工作站的建筑改造

作为起点，每年寒暑假支队成员来到实践地，推

动工作站的运营。通过这个实体建筑的港湾，让

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到乡村，真正实现校地联合，

多方助力，长效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

工作站的测绘与设计就是本次寒假实践的重

点工作。在出发前，我们就把关注点放在了当地

传统建筑——围屋上。围屋是客家传统民居的一

种，它集防御、居住、礼祠功能于一身，集家、祠、

堡于一体，形成了悠久的祠堂文化。建筑格局一

支队成员进行入户调研（张健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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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为中心设祠堂，四角设置炮楼。底层较为潮湿，

用作厨房、柴间，人们居住在二三层。整体而言，

客家围屋建筑对外封闭，防御性强；建筑用料简

单，坚固耐久，可就地取材；结构整齐对称、构

造科学、气势恢宏。这些独特让围屋成为了中华

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调研和与当地政府交流后，一个岗上·

围屋活博物馆的理念在支队的讨论中逐渐成型：

14 个围屋为旅游开发核心带，选取基础地理位

置和建筑条件较为优越的德辉第作为中心点，

置入清华大学工作站的建筑功能。工作站作为

样板，带动周边围屋开发，相继加入更多符合

乡村产业振兴需求的基地和社会组织，最终形

成一个“活博物馆”岗上围屋群。让围屋不再

是废弃闲置的老房子，真正活起来，传播其承

载的悠久客家文化。结合建筑产权、技术操作

难度、建筑空间组织丰富度、周边环境情况分

析后，支队选择德辉第作为第一选址，新屋围

作为备选址。

结合前期调研得到的村庄基本情况，支队

设计组定下了初步的建筑策划：以清华大学实

践基地为基础功能，根据当地需求规划设计辅

助功能——集村民活动中心、支队实践工作开

展地、青年创业孵化中心、客家民俗产陈于一体。

对保存完好的围屋部分进行改造利用，置入现

代化设施；梁架墙体受损的部分进行建筑修复，

还原旧貌；坍塌部分建筑考虑废墟性景观再造

可能性。

在设计之外，支队也关注围屋改造修复的文

保任务，土木工程系同学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

明华等匠人师傅、老瓦厂、陶器窑交流学习，了

解目前围屋修缮的技术结合专业知识，在查阅相

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围屋的结构体系进行了分析，

并围绕梁柱节点破坏、木质结构老化、墙体裂缝

三个突出问题提出了修缮建议，辅助工作站点的

设计工作。

秀美的自然环境，形态各异的围屋给支队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来自美院的初梅仪走访了

村中的所有围屋，和支队宣传组一起收集资料，

整理成《岗上村围屋群信息手册》并设计了一

系列文创产品，为龙南围屋文化的宣传贡献了

一份力量——“我们聚到一起，每个人都会全

情投入，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实践结束，也

学到了许多。”

十来天的实践，同学们担负着调研、测绘、

策划、设计一系列任务，也需要和当地建设局、

旅发委反复沟通对接。

我是设计测绘组的一员，带着纸笔，和小

组的同学们一同前往围屋。古建并非学校的设

计课题，但在支队的学长学姐带领下，渐渐融

会贯通建筑测绘的要领，工作站的雏形也在脑

中渐渐形成。

纸笔承载的是未来乡村的蓝图。在村里的村

落景观调研中，我看到了一些无奈，但更多的是

未来的可能：十几个岗上村的围屋连点成线，串

联起一条景观带。竹子、水塘都大有文章可做。

村里的天然形成的跌水和小水车自然而可爱，也

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队员手记

乡村振兴，我们在路上
在实践的最后阶段，支队经过精心准备，向

当地政府领导汇报了实践成果，并确定了之后工

作的推进节点。支队的工作得到了当地政府与村

民的一致好评。未来，清华大学学生乡村振兴工

作室将与龙南政府共同推动工作站的建成落地，

探索校地结合、同学参与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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