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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安静了昂，咱们前芦村农

家小院出租第一次‘叫行’大会马上就

要 正 式 开 始 啦 。”4 月 19 日 上 午 10 点

半，随着主持人一声开场，台下看热闹

唠家常的村民们瞬间安静了下来。

“叫行”是青岛胶州本地方言，之前

多用于承包土地时进行议价的场景，而

此次农家小院“叫行”大会，拍卖的是村

庄闲置房屋的使用权。

“本次‘叫行’出让的是位于村庄最

南侧的 7 套小院。首先开始‘叫行’的

是第 30 号小院，面积 180 平方米，起拍

价 2300 元。”“1 号出价 2300 元。”随着

主持人介绍完毕，坐在台下的 1 号竞拍

者栾发成迅速举牌喊价。

“叫行”开始前，在前芦村党支部书

记刘汝江的介绍下，8 位竞拍人已经对

7 套小院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举牌

的底气，除了价格合适外，更多的还是

对前芦村地理环境的认可。前芦村东

临山洲水库，西靠庙子山，北临万亩林

场，风光秀丽，适宜居住。而在村庄东

侧，一座新装修的民宿“湖光山舍”也印

证着村庄发展旅游的潜力。

“2400 元第三次，成交！恭喜 1 号

成功拍下 31 号小院。”“叫行”进程很

快 ，不 一 会 儿 ，栾 发 成 就 以 2490 元 、

2400 元的价格成交了两套小院。“这边

环境好，依山傍水，我打算把这两个小

院好好打造一下，没事的时候邀请家

人 、朋 友 过 来 体 验 农 家 生 活 。”栾 发

成说。

活动开始不到 3 分钟，就成交了两

套小院，栾发成志得意满，其他竞拍者

摩拳擦掌。“下面‘叫行’的是 36 号小

院，面积 180 平方米，起拍价 2300 元。”

“2300 元！”吸取了之前的教训，8 号竞

拍者赵静抢先举起了手中的号码牌。

“8 号出价 2300 元，还有没有要加

的了。”“2400 元！”“3000 元！”不等主持

人介绍竞拍人的出价，赵静迅速喊出了

一个让全场安静的价格。

“3000 元一次，3000 元两次，还有

没 有 出 价 的 了 ⋯⋯3000 元 三 次 ，成

交！恭喜 8 号。”前后用时 10 多分钟，

7 套小院全部拍卖结束。

“请各位竞拍者移步观光车，下面

带大家到村里进行游览考察。”在前芦

村党委大门外，河崖新村党委书记匡琪

开着从周边景区借来的敞篷观光车，热

情地招呼竞拍者上车。

“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了，村里仅闲

置的小院就有 41 套。这些年试着搞过

养殖、采摘都不大行，去年开业的‘湖光

山舍’启发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

小院出租出去来增加人气、搞活集体经

济。”在游览路上，刘汝江坦率地对众

人说。

“由镇强村共富公司出面，根据房

屋面积、状况等条件，确定了每年 2000

元至 2300 元不等的基础租金，租赁期

10 年起步。你们‘叫行’选定后，底价

归户主所有，高出部分成为村集体收

入，这样可以实现村集体和村民增收的

双赢。”里岔镇党委书记孔浩在旁边补

充道。

镇里和村里的干部们推心置腹，竞

拍者们也纷纷打开了话匣子。

“说实话，本来没想着一定要拍，美

丽的环境和朴实的干部打动了我，我打

算把小院打造成拓展基地，邀请客户定

期来住两天。”拍下 3套小院的赵静说。

“下次‘叫行’计划啥时候，我看好

临水库的 12号、13号小院了。”没有拍到

小院的竞拍者向刘汝江询问。

游览结束后，刘汝江把写有“前芦

村”的出入证送给竞拍成功者，向他们

保证道：“你们放心，俺们已经跟镇上打

报告申请了道路、排水等基础设施提升

工程，以后还要组织乡亲们当好‘服务

员’，打扫卫生、做农家饭、打理菜园这

些活俺们都包圆了，保准让你们这些

‘新前芦人’来了就像回家一样。”

车辆迎着日渐落下的夕阳缓缓启

程，返程路上，竞拍者们三三两两地讨

论着今天这个繁忙的小村，探讨着那个

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特色民

宿聚集区的蓝图。

春 天 里 的 慢 火 车
王新伟 吴秉泽

暮春时节，大地披绿，山花烂漫，白

如雪、粉似霞。

11 时许，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凯里市湾水镇翁当村的一些村

民或挑着箩筐，或背着背篼，陆陆续续

聚 集 到 村 子 中 间 的 加 劳

火车站站台上，等

候 5639 次列车

的到来。

加 劳 火 车 站

是 湘 黔 铁 路 上 的

一 座 四 等 小 站 ，每

日 路 过 的 列 车 多 达

数十趟，但绝大多数

都呼啸而过，真正停

靠办理客运业务的只

有 上 午 的 5639 次 列

车，以及下午的 5640

次列车。这

“唯二”停靠的两趟慢火车，均由中国铁

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客运段担

当客运任务，自 1997 年开行以来，一直

运行于贵州省的贵阳市至铜仁市玉屏

县之间，沿途经过的大小 16 个车站，遇

站即停。全线 337 公里路程，要跑 7 个

多小时。

11 时 30 分许，随着慢火车停靠时

间的临近，车站工作人员组织乘客排队

安检，有序候车。由于车站没有开设售

票业务，旅客只能先上车后补票。列车

长胡贵川在慢火车上已经跑了 27 年

多，列车上的岗位干过一大半。他说，

群众都很淳朴，虽然沿线小站不售票，

旅客们上车后都会自觉补票。

“车费 6 元，半个小时就能到凯里

市区，比起村里到城里的客运班车，不

仅快还便宜。”翁当村村民吴寿芬是慢

火车的常客，隔三岔五就要搭乘慢火车

去城区卖菜，一年下来有 2 万多元的

收入，足够一家人日常开销。

10 多年来，丈夫在外打工，留在家

里照顾两个孩子的吴寿芬，靠卖菜撑起

了家里的日常用度，“只要这趟火车开

着，个人不懒散，总能挣上一点钱”。

因为慢火车常年不辍地行驶，让在

铁路边出生的凯里市炉山镇甘坝村村

民金云龙在家种地脱了贫，先是种菜，

后又兼着养鸡，如今一家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

“上午摘菜、抓鸡，收拾停当，下午

搭乘 5640 次火车到凯里城区，4 点多一

点下车，正好赶上下午的市场。”金云龙

说，即使是去年新买了辆三轮车，“但仍

有 60%的菜是通过慢火车运出去的”。

今年，金云龙正在谋划扩大生产规

模，计划把邻居的 10 多亩果园流转过

来，发展林下养鸡。

在慢火车经过的苗乡侗寨里，类似

吴寿芬、金云龙这样的村民不在少数。

产自深山里的鸡鸭、蔬菜水果和土特产

经由慢火车被运到附近的城镇去售卖，

慢慢地也在火车上形成了一个“菜市

场”，不少搭乘火车的旅客慕名而来，顺

便买几斤。

为了帮助沿线村民致富，胡贵川与

他的同事们更是变身销售员，组建了一

个 100 多人的微信群，其中主要是贵阳

市的餐饮企业负责人。“到了桐木寨、加

劳、宝老山等几个卖菜群众较多的车站

后，我们都要在车厢里走几个来回，给

群众的蔬菜拍照，然后发到群里。如果

有人看中了，我们就帮忙给买下来，捎

到贵阳。”

胡贵川表示，列车员对铁路沿线的

不少群众都很熟悉，甚至与其中的一些

人还成了朋友。

今年年初，铁路部门根据群众实际

需要将担当慢火车的列车车厢进行改

造，拆除了其中一节车厢的座椅，以方

便群众放置菜篮，形成了一个移动的

“乡村市集”，更加深入融进当地产业发

展之中。

如今，这趟充满活力的慢火车，已

然成为乡村振兴的移动风景线。

慢悠悠的火车带着中国温度载着

村民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每座山都有温暖名字

敖

蓉

小村“叫行”忙
刘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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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多岁的赵德清一直有个“幸福的

烦恼”。

这几年，老赵所居住的广西桂林市兴

安县五架车村兴起了农家乐，尤其是到了

葡萄采摘的季节，来村里游玩的城里人越

来越多。于是，老赵承担了家里分配的一

项重要任务——到村口接客人。

为什么说这件任务很重要呢？赵德

清家离村口步行要 10 多分钟，旺季的每

一天，老赵要来回 10 多趟。“确实有点吃

不消。”嘴里说着累，可老赵脸上却是藏

不住的笑容。

“今年用不着我来回跑啦。”老赵拿

出手机，打开电子地图，“我可以直接把

家里的定位发给客人，他们顺着导航就

能找过来”。

有地就有名

用手机导航来指路，在城里早就司空

见惯了。然而，在广袤乡村，能够标注在

电子地图上的，往往只有村名。再往村里

走，导航这个智能帮手就“爱莫能助”了。

“ 到 村 里 就 会 发 现 ，村 路 就 像 蜘 蛛

网。”兴安县民政局工作人员颜婷经常要

到村里开展基层社区治理工作，“要么是

无名道路，要么是一不小心就钻了死胡

同，想找对地方还得问村民”。

地名，是公众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使

用最频繁、用途最广泛的基础信息。然

而，在乡村地区，大量地理实体仍然缺乏

标准地名，有地无名、有名无标、一地多

名、多地重名、互联网地图地名信息缺失

比较普遍。

在福建大田县，老百姓就有这样的疑

问，为何“大田”没有田？“田阳八景”今天

在哪儿？“大鼓山”缘何一地四名？“银顶

格”为什么地名混乱？后经大田县民政局

干部和专家多方了解情况，翻检大量旧志

古籍、村史族谱，才发现，原来“大鼓山”是

闽南方言“台阁山”转换为大田方言所误，

“银顶格”是古银矿“银锭岬”之误等。

江苏省苏州市进入城乡一体化发展

新阶段后则遇到了另一种现实问题：当小

城镇里的街路巷、住宅区、桥梁等地理实

体日渐增多，地名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传承

并没有跟上城镇建设的脚步，一些富有吴

文化的地名在城镇开发中“隐身”。

2022 年 5 月 1 日，新修订的《地名管

理条例》正式实施。其中一项重要的工

作就是摸清乡村地名管理现状，对照条

例规定构建起科学有效、规范严密、配套

完备的乡村地名管理制度。

回头看，这项工作并非只有了解地

名和其背后的故事那么简单。随着新型

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乡村

地区村落布局结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

生产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

地理实体不断新建改建。比如某市经过

梳理排查发现，当地乡村地区无名道路

或不规范道路就有近千条。

过 去 ，一 个 村 庄 有 一 个 地 名 就 够

了。现在显然不够用了，村庄里的山水

林田湖草沙、道路街巷、农业产业、公共

服务设施等地理实体都应当被纳入命名

的视野。

过去，地名靠老乡们口口相传、约定

俗成。现在，人们在乡村地区的活动空

间不断扩大，社会交往日益频繁、地名的

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使用频率越来越高、

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农民出行、快递进

村、工业品下乡、山货进城样样都需要地

名来指位定向，利农惠农、助力乡村振兴

的大事都需要准确、规范、便捷的地名信

息提供帮助。

2023 年，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启动“乡

村著名行动”。所谓“著名”，就是让老地

名更加准确、规范，让新地名更符合新时

代乡村风貌，更重要的是提振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的“精气神”，让更多乡村地名

有温度、叫得响。

这项工作正在全国普遍推开，各地正

在利用 3 年至 5 年时间补齐乡村地名建设

短板，地名助力乡村振兴的模式路径基本

定型，争取到 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

进展时，乡村地名全面规范，城乡地名公

共服务实现一体化、均等化，优秀地名文

化成为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有机组成，

地名赋能乡村振兴取得重要成效。

有名有乡情

给村里的道路起什么样的名字？虽

然不像城市道路的名字那样，要经过研

讨、审核、公示才能确定，天南地北的村民

们也把起名当作一件村里的大事来办。

县乡来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文化专家提

建议，村民也在动脑筋，大家齐心合力想

为家门口的路起一个温暖的名字。

在五驾车村，有一条老路名为“钉子

路”。这条路从几户人家之间穿过，细细

长长，宽度仅供两个行人相向而行。

当村民坐在一起重新规划地名的时

候，有人提议，“钉子路”与“钉子户”谐

音相似，听起来不美，要不要改一下？

70 岁的康鸾忠还记得那晚的场景，

村里的老人没有丝毫犹豫就提出反对意

见，不同意改名字。“连我都差点忘记这

条路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康鸾忠说。

原来，这条“钉子路”曾经是古时湘

桂走廊必经要道，向北经兴安到湖南，向

南经榕江达桂林，今天的村道曾是过去

的省道。古代交通落后，走商的人也得

靠步行，一遇下雨便路烂泥滑。村民为

了来往客商行走方便，便从村西秦代建

成的灵渠河道里搬来坚硬的鹅卵石，一

块块镶嵌在路面上，即便下雨天穿布鞋

也不会湿鞋，于是村民世世代代管这条

路叫“钉子路”。

“后来，村里人说起这条路，就希望留

着这个老地名，大家希望留住钉钉子的精

神，能吃苦耐劳，干事有钻劲。”赵德清的

脚下，钉子路的路面已经从鹅卵石换成了

青黑色的柏油路。此时，天空刚好下起淅

淅沥沥的小雨，雾霭氤氲的乡间小路向竹

林深处延伸，仿佛走入了时间长河。

谷雨时节，这场乡间小雨一直在下，

几十里外的湘江边界首渡口也是湿漉漉

的。与五架车村村民把地名看作是灵渠

岸、古道边的历史“长镜头”不同，在界首

镇见底村的老乡心里，地名或许是时间

的一次“定格”。

1934 年 11 月底，红军中央纵队从广

西兴安县界首渡口渡过湘江。当时，江上

的浮桥数次被敌人轰炸破坏，在见底村等

附近几个村庄老乡的帮助下，浮桥经过多

次 重 新 架 设 ，最 终 红 军 主 力 顺 利 渡 过

湘江。

红军渡过湘江离今天已经过去 80 多

年了，但是给界首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

的记忆。今天，在通往渡口的路上，几条

新铺设的道路分别被命名为“红星”“红

安”“红章”。兴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

化保护传承中心副主任尹汤怀是当地区

划地名论证咨询专家之一，说起这些地

名的命名，他说，红星路主要是为纪念湘

江战役中在此胜利渡江的中央红军领导

机关军委纵队，用其代号“红星”命名；红

安路为凸显红色兴安，用军委第一纵队

代号“红安”命名，这也是从高速公路进

入界首的第一条路；红章路为纪念军委

第二纵队，用其代号“红章”命名，横跨在

湘江上，是界首镇的主干道，也是当地最

繁华、人流最多的道路。

其实，红星、红安、红章 3 个纵队的代

号 在 红 军 长 征 历 史 上 仅 仅 使 用 了 2 个

月。“之所以用这 3 个代号来命名道路，就

是想让人们记住湘江战役这段苦难辉煌

的历史，铭记先烈事迹。红星、红安、红

章 3 条道路的命名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认

可和交口称赞。”尹汤怀说。

好名助农兴

有了规范的地名，赵德清和五架车

村的村民们在专家老师手把手帮助下，

学会了把地名上传到电子地图平台，村

里秋天收获的葡萄通过地图上能搜到的

农家乐卖出了大半。

有了导航上的地名，湖南省石门县

金穗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可以直接

把合作社的位置发给进货的外地人。

有了地名，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民

政 局 把 部 分 优 质 旅 游 资 源 发 布 在 平 台

上，游客能在导览平台详细了解乡村旅

游景区的游玩项目、设施、观光点、文物

古迹的具体位置，并查看实地全景照片。

城乡数字鸿沟是这些年新遇到的问

题，而通过推进采集上图、规范使用、创

新“一张图”服务，提升地名信息服务效

能，能为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乡村治理、

文化旅游等领域提供标准、规范、详实的

区划地名信息服务，为数字乡村建设打

好“数据底座”。从这方面看，乡村著名

行动起到了示范作用。

山东省莱西市院上镇邹家许村芹菜

种植历史悠久，品质和口感都非常不错，

但由于过去线上网络销售和线下合作门

店销售及品牌意识不强，优质的芹菜一

直“闷在深宫无人问”。不过，最近长出

来的许村芹菜已经打开了销路。

许村芹菜合作社的邹树进最想感谢

的人，是院上镇邮政投递员崔王建，“他

主动牵头将我们的‘邹旭牌’许村芹菜进

行定点标位，再由莱西市民政局对许村

芹菜进行地图标注上传”。

崔王建想的是：“我们投递员每天能

到全镇 56 个村庄投递，可以与印刷广告

宣传单页合作，用于报纸夹页、包裹粘贴

等宣传，让更多人知道镇上的好产品。”

为了帮助许村芹菜谋出路，院上邮政支

局全体人员也通过金融下村、支局优惠

购等宣传，让更多商家了解许村芹菜，进

一步拓宽了销售渠道。

乡村历来是中国人经济生活、文化

生活的宝藏。这些年，村里的路修好了，

房子建好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丰富多

样，农村的硬件设施跟上来了，但还需要

软件来提高服务水平，助力乡村振兴。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提出，乡村地名建设

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乡村

地名服务提质增效就是为了服务乡村全

面振兴，要结合不同乡村发展现状、区位

条件、资源禀赋，合理确定工作任务，不

搞“一刀切”，避免“一阵风”。

给每座山每条路起个温暖的名字，

让各具特色的“地名+”在全国发挥越来

越多的作用。

山东用乡村地名“采集上图”擘画乡

村著名行动“好图景”，全省已命名乡村

地名 7000 多个，累计新设乡村地名标志

1.7 万个，发掘“孔那里黑猪肉”“葛石大

枣”等一批乡村特色地名产品，打造“乡

村著名山东好品”300 余个。

通过“地名+”的带动，山东省聊城市

冠县积极整合资源，逐步形成了集农产

品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销链条，

特色产业发展日臻完善，聚合效应日益

明显。

“每当喝起灵芝孢子粉，我就好奇灵

芝是怎么种出来的。”家住河北廊坊市安

次区的陈先生说：“这次通过手机在线地

图搜到了冠县‘仙芝路’，我就驱车 450 公

里慕名赶过来了。”

得益于冠县命名打造的灵芝街、灵

芝园、灵芝镇，今年灵芝文化产业园外来

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有名则灵，相信

家乡的地名文化农产品能越走越远。”冠

县 灵 芝 文 化 产 业 园 负 责 人 董 学 堂 自 豪

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