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是“三乡工程”架起

了城乡要素资源互通

互联互融的桥梁，市

民下乡让农村“活”起

来，能人回乡让家乡

“富”起来，企业兴乡

让产业“旺”起来。武

汉找到的这条城乡

“共鸣”的新路，形成

了吸纳社会资本、资

源促进乡村振兴的强

大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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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靖 安路蒙

蓝天、白云、绿草地，巴林

草原迎来一年中最美旅游季。

近年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

旗厚植生态底色，深挖文化底

蕴，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将

民族文化、乡土人情、自然风光

等各种旅游资源串珠成线，探

索出了一条旗强民富的乡村振

兴之路。

巴林右旗拥有1000多万

亩的草牧场和林地，不仅自然风

光秀美，文化底蕴也十分厚重，

红山、蒙元、巴林石、格萨尔等文

化交织共融，为发展生态文化旅

游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为了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熟

悉蒙元历史和蒙古族风土人

情，景区打造了大型室外历史

剧《铁骑成吉思汗》，那达慕、男

儿三艺、游牧、赛马等民俗在其

中一一呈现，景区还建起了别

致的马文化博物馆。刚进入6

月中旬，阿敦塔拉草原旅游区

已游人如织，来自南方、国外旅

行团的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

近年来，巴林右旗以“心灵

牧场，豪爽巴林”为品牌，打造

出了北部自然生态与辽文化旅

游区、中部特色旅游城镇与民

族文化旅游区、南部巴林草原风

情旅游区等三大旅游片区，建设

了多条旅游公路、自驾车营地、

旅游公共厕所。旗委、政府按照

政府主导、政策引领、企业带动、

农牧民参与的方式，推动旅游向

生态、环保、富民方向发展。

在阿敦塔拉草原旅游区，

有150多位农牧民在此打工。

来自和布特哈达嘎查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吉雅夫就是其中之

一，他是彩虹滑游戏项目的管

理者，妻子在旅游区门口卖票，

去年两人在景区从5月忙到10

月，收入了3万多元。

由于背靠翁根毛都沙漠旅

游度假村，农牧民可以把土地

流转给景区收取租费，在景区

打工，还把自家养的草地绵羊

卖给度假村餐厅。贫困户哈斯

巴图夫妇2018年卖了3只羊，

加上在景区工作赚的钱，当年

就脱了贫。

2018年，巴林右旗共接待

游客60万人次，旅游收入实现

5.36亿元，同比增长23%；全

旗完成9.4万亩京津风沙源治

理工程，全民义务植树20万

株，同时退耕还林1万亩。

□ 陈 地

近日，在四川省广安市

广安区龙安乡群策村，村民

冯中菊正在自家的4亩柚子

园里采摘龙安柚幼果，这些

幼果将送到村里的加工厂，

经过切片烘干后销往成都一家

中药材公司。

“没想到这些畸形果、次果

也能卖钱。”冯中菊说，以前这

些“边角料”最后都烂在地里，

从去年开始，她和其他村民一

起，将幼果卖到加工厂，仅这一

项收入就有800多元。“加上熟

柚的收入，一年收入在8万元

以上。”

从种植柚树、销售农产品，

到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在

广安，曾经没有人要的龙安柚

“边角料”也成了柚农收入的重

要来源。

据了解，目前广安区龙安

乡、崇望乡、大龙乡等20个乡

镇共栽植龙安柚24.5万亩，建

成龙安柚现代农业产业基地8

个，已挂果面积15.3万亩，年

产龙安柚22.5万吨。

目前，龙安柚已经成为广

安的“拳头”产业。2018年广

安龙安柚综合产值近40亿元，

远销全国多个城市。

龙安柚产业规模发展起来

了，但农产品受气候、市场等因

素影响大，稳定的销路对产业

发展至关重要。为此，当地通

过每年举办中国广安龙安柚旅

游文化节、参加全国各大展会

等方式，打响广安龙安柚品

牌。同时，利用“互联网+”让

龙安柚触网。2018年，广安龙

安柚在网上的销售量超过

10%。“我们正在与成都一家公

司洽谈，今年准备将龙安柚出

口至俄罗斯。”广安区农业农村

局局长罗钧说。

为了延长产业链，2018

年，广安区成立了广安鑫农发

展有限公司，在群策村建立起

龙安柚加工厂，主要加工龙安

柚精油、柚原浆、柚皮苷等。龙

安柚的产品更多元化，柚农的

收益也更多了起来。

今年上半年，广安鑫农发

展有限公司流转了 1万亩土

地，计划开始进行标准化种

植。“以后龙安柚标准化基地都

将由广安鑫农发展有限公司统

一管护，而对于散户柚农则将

采取不定期的方式进行培训和

技术指导，保证龙安柚的品

质。”罗钧说。

据悉，目前当地还正在实

施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工

程，力争建成绿色高效生产基

地、加工冷链物流基地、产村融

合示范基地，将一颗龙安柚中

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 杨绍功

仲夏季节，午后两点，是石

头寨村一天里最热的时候。红

土地上蒸腾着热气，气温接近

35℃，把枝头一串串蓝莓从白

色、红色炙烤到成熟的蓝色。

“你等我10分钟，我把人带

到前面去采摘。”蓝莓种植大户

王昌米，一边掀起防护网把客

人往地里引，一边笑呵呵地招

呼新华社记者。

“还好今天有风，客人不会

太热。”回过头，他腆着肚子，用

老茧斑驳的大手在额头上抹了

一把，跟记者聊起来。

200 亩蓝莓、10 亩杨梅，

王昌米不是村里地种得最多的，

却算是农产品卖得最好的。正

是上市初期，蓝莓一斤能卖到三

四十元，杨梅一斤卖到20元。

能卖得上价钱，主要靠采摘。

采摘客大批到来还是近两

年的事。凭什么城里人多到他

的地里来？老王掰着手指头喜

形于色，“东边是溧阳市的1号

公路，西边是石尤线，北边是廖

尤线……围绕我的园子，全是

柏油路！”

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是全

国“一村一品”蓝莓示范村镇，

曾是收入薄弱村的石头寨为增

收较早发展蓝莓种植。

虽然在2005年，南京就在

全国较早实现了“村村通”水泥

路，但路网密度不足，延伸到田

间地头的多是砂石土路。即便

后来水泥路普及，也满足不了

村民的需要。

“运过蓝莓你才知道，水泥

路比柏油路差远了！”老王说，

柏油路比较软，颠簸少，水泥路

太硬，隔几米就一个伸缩缝，车

轮转几圈就得颠一下。“颠一

下，心都疼！运出去，好的二三

十元一斤，颠坏的5块钱一斤。”

从把货送出去到把人引进

来，柏油路的修通让老王地里的

客人一天天见多。“开车下了高

速，顺着柏油路过来，没费什么

力气！”来自常州的孙女士说。

周末，石头寨村里一个采摘园

一天最多要接待200多人。一年

下来，100亩地的利润能超过南

京城里一个工薪阶层的收入。

可观的收入催动了蓝莓种

植面积的增长。村里上千户农

民八成都在种蓝莓，50亩以上

的蓝莓种植园有近50个，年产

蓝莓2000多吨，鲜果销售额超

5500万元。

去年是通柏油路的第二

年，石头寨村49户低收入农户

也实现了全面脱贫。村集体收

入从4年前的不到40万元，增

长到了去年的150多万元。

溧水区公路管理站党支部

书记徐国林介绍说，2015年~

2018年溧水区交通运输局对白

马镇境内的农村公路实施提挡

升级，将原先3.5米宽的水泥路

升级为6米以上双车道四级柏

油路。目前，白马镇境内拥有

农村公路189公里，其中一半以

上是柏油路。

“这里的路比我家乡的还

好！我爸爸说，种地应该到中

国来！”小伙马克斯的父辈在德

国种地，他留学后定居南京，慕

名而至在石头寨村种了近50亩

有机蓝莓。采摘季，他会开着

电动汽车沿着柏油路，把水果

送往南京市区。

3公里村道、8公里县道、

60公里高速……从石头寨村到

南京市中心，一路上蓝莓园等

特色农业种植基地络绎不绝。

车水马龙间，柏油路为乡村振

兴串起了一条闪耀着希望的蓝

莓经济“项链”。

□ 侯文坤 廖 君

山峦青翠，碧水潺潺，一排

排香樟、红叶石兰等苗木，沿着

古朴的青石小径，串联起一栋

栋古香古色的民宿……近日，

迈步在湖北武汉市黄陂区杜

堂村，新华社记者很难想象几

年前，这里还是萧条破败的贫

困村。

“空心村”变成景区

“这一片过去全是荒田荒

地。”杜堂村党支部书记葛国兴

指着一片郁郁葱葱的香樟林

说，由于位置偏僻，土壤贫瘠，

杜堂村与不少的落后村庄一

样，农村产业体系曾一度崩塌，

四处可见荒山荒坡。从面朝黄

土背朝天，到大多数青壮年外

出务工，大部分农房闲置，2014

年全村常年居住人口不足

30%，房屋闲置率达45%。农

田、农房和田园风光等资源贬

值，甚至成为村民的负担。

面貌一新的杜堂村，是武

汉“三乡工程”助力乡村振兴的

一个缩影。2017年，为了吸引

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向乡村回

流，武汉市启动实施了市民下

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的“三

乡工程”，同时整合了农业、财

政、建设、土地、环保等10多个

市直部门和各区力量，集成农

业农村的资金和政策，形成服

务合力，鼓励和引导市民到农

村租用空闲农房，鼓励本地能

人、外地企业家到乡村创业。

“现在的家乡，已经从‘空

心村’变成景区。”葛天才是出

村致富又被请回来的“能人”，回

村后，他成立了武汉木兰花乡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数亿元，

先后流转该村及邻村土地近

7000亩，建设木兰花乡景区。

荒田荒坡上种上了不同季

节开放的鲜花1000亩，在山林

空隙中建成了 150 亩的鸟语

林，植入旅游元素，开发农耕体

验、赏花休闲、滨湖亲水、户外

拓展、民俗文化、共享农庄、休

闲农家乐、婚纱摄影等产业项

目……2017年4月开园，带动

就业 1100 余人，其中本村农

民就业389人。“一小时车程、

一幢幢特色农房、一口口新鲜

空气……现在一到周末，村里就

‘一房难求’。”葛天才说，景区与

周边418户农民签订协议承租

空闲农房，打造高端民宿产业，

使户均年收入增加6.2万元。

闲置房变成休闲地

正是“三乡工程”架起了城

乡要素资源互通互联互融的桥

梁，市民下乡让农村“活”起来，

能人回乡让家乡“富”起来，企

业兴乡让产业“旺”起来。武汉

找到的这条城乡“共鸣”的新

路，形成了吸纳社会资本、资源

促进乡村振兴的强大磁场。

截至2018年底，武汉共创

新实施“三乡工程”的行政村

618个，建设共享农庄2085户，

吸纳社会资金316.99亿元，实

现农民增收48.09亿元。

黄陂杜堂村之外，蔡甸天

星村、新洲丰乐村、江夏小朱湾

等一批村庄成为武汉市民假日

休闲、享受田园风光的好去处，

也成为返乡创业和社会资本投

资的热土。

江夏小朱湾是“市民下乡”

的发源地。实施“三乡工程”以

来，吸引了一批有情怀的市民，

下乡租赁闲置农房创新创业，

一栋普通闲置农房，能为村民

增收3万元~6万元。目前，小

朱湾成功引入多个“市民下乡”

项目，涉及精品民宿、文化书

院、摄影培训、休闲农庄等多种

模式。每逢假日，这儿游客如

织，高峰时期日接待客流近2

万人次，村民返乡开办农家乐，

年收入远超在外打工收入。

“眼瞅着曾经靠种地种菜

过活的老家，变身成了一个城

里人爱来玩耍的地方。”坐在自

家农家乐门口的木桌旁，返乡

创业的小朱湾村村民曾明清聊

起“三乡工程”为村子带来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资源下来了，农

村闲置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

聚集起了人气，村民有了更多

奔头。

“未来，村里计划搞一个旅

游合作社，更加有序有规划地

发展。”曾明清说。

一条柏油路串起蓝莓经济“项链”

旅游带动草原变身“绿富美”

“三乡工程”打造乡村振兴“强磁场”

延长产业链 没有“边角料”
四川广安建立加工厂，加工龙安柚精油、

柚原浆等，使产品多元化，柚农收益多起来

““多肉多肉””种植富农家种植富农家
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的

沈阳绿馨花卉园艺有限公司，2011年

建起多肉花卉基地，吸引100多名种

植户进驻基地。种植户有当地农

民，也有从城市里来农村的创业者，

他们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并带动附

近600多名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助力

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图为种植户

李艳华在大棚内查看多肉植物的生

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杨 青 摄

广西钦州广西钦州““一村一品一村一品””促增收促增收
近年来，广西钦州市钦南区那思镇实施“一村一品”工程，

该镇种植的2000多亩“山泉豆角”带动贫困种植户逐步增收。

图为那思镇那思村村民在田间摘收“山泉豆角”。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江苏南京石头寨村49户低收入农户实现全面脱贫，村集体收入从4年前
不到40万元，增长到去年的150多万元

近年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将各种
旅游资源串成线，探索出一条旗强民富之路

湖北武汉实施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鼓励和引导市民到农村

租用空闲农房，鼓励本地能人、外地企业家到乡村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