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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耕 进 行 时

最近几年，田间花季游异军突起，发
展势头强劲。作为新生事物，问题仍不
少，亟待集思广益，富矿深挖。

花期短，留不住客，生意难做大，是
各地普遍反映的问题。

“每年花期只十来天，除了秋后采摘
旅游，一年里其他时间，村里几乎没人
来。本地旅游资源单一，赏花只一两个
小时就够了，来客都是一日游，不住宿。
要是能开发别的旅游景点，把客人留下
来住宿就好了。”梨花村党支部书记刘有
志说。全村有 300 多农户，注册“农家
乐”的有几十家，经营得不错的只有十多
家。其他的都没做起来，更甭说做大。
梨花村年接待游客 13 万人次，虽然人均
纯收入 1 万多元，但效益还是不令人
满意。

为服务赏花旅游，人为再造景点，效
果恐不理想，投资风险太大。较可行的

方案是整合资源。庞各庄镇旅游管理科
科长计美香说，附近有草莓园、航天教育
基地等资源，目前镇上正在整合，将来有
望实现两日游。

令不少地方苦恼的还有基础设施。
“虽然水泥路已经修到村里，但是田间还
是土路。春天雨水多，田间小路泥深陷
脚，游客赏花很不方便。村集体、村民修
不起路，最好是政府掏钱。”一位村支部
书记说。田野观光线路长，修水泥路耗
费很大。据黔西南州农委主任莫武安介
绍，仅硬化万峰林纳灰村四个组田间公
路，投资就达 30万元。

田间观光路修好又如何？纳灰村地
处万峰林景区，四季游客不断，基础设施
利用率高。梨花村水泥路铺进果园，私
家车进出方便，但除了清明观花、秋后采
摘短短几十天时间，其余绝大部分时间
只能闲置。

斥巨资建成的基础设施，一年里大
部分时间闲置，实在可惜。并非所有乡
村都有多种旅游资源可供整合，较可行
的办法是，避免同质化，合理种植多种作
物，错开花期。一年四季，花开不断，则
游客不断。

再就是深加工问题。为提高品质、
产量，果农年年都要疏花。花开花落，化
作泥土，令人痛惜。能否将多余的花深
加工，提高附加值？浙江省长兴县种植
红梅 1.2 万亩的“梅花大王”吴晓红，发
展梅花游之余，尝试提炼香精，经数年攻
关，近来终获成功。一吨鲜梅花，可提炼
梅花精膏 1.1 公斤。产品一经问世，国
内 外 订 单 纷 至 沓 来 ，回 报 丰 厚 ，值 得
借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有果园
1.8 亿亩，油菜籽种植面积达 1.1 亿亩。
发展田间“春花经济”，可谓空间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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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风和日丽，草

长莺飞。长城内外，大江南

北，无际原野里，油菜花、杏

花、梨花、桃花竞相绽放，吸引

了众多游客。在“春花经济”

的推动下，乡村旅游快速发

展，农民增收步伐加快，美丽

乡村建设取得实效

4 月 7 日，风和日丽，北京大兴区庞各庄
镇梨花村车水马龙，游人如织。庞各庄梨园
3 万亩，梨花村正处中心。洁白的梨花挤满
枝头，层层叠叠，如无边飞雪，铺天盖地而
来。梨花村农民以梨为业，有梨树十余万
株。近年每逢清明，市民纷纷来此赏花。

“城里公园花太少，还是这里过瘾！早
晨开车出门，上午逛逛梨园，中午在村里尝
尝土菜，傍晚回家，啥都不耽误。”家住北京
西直门的刘建刚先生说。刘建刚从前年起，
每到 4 月上旬，都要开着私家车，载着老人
和妻儿，来梨花村玩一天，饱览田园风光。

如今，像刘建刚这样，迷恋田园花季的
城里人越来越多。田野花开，之所以迷人，
一因贴近自然，空气清新，民风古朴；二因规
模宏大，百亩算小的，万亩很寻常。以湖北
省沙洋县油菜花为例，沿着汉江西岸，绵延
上百里，满眼金黄，堪称人间奇观。也因此，
看似平常的农田花季，日益成为春季旅游热
点。各地围绕油菜花、杏花、梨花、桃花等农
田花卉，开发的旅游景观数不胜数。不少景
观已在全国有知名度，比如以油菜花闻名的
有江西婺源、云南罗平、安徽黟县、湖北沙
洋、江苏兴化、浙江仙居、甘肃民乐、青海门
源；以桃花闻名的有江苏句容、浙江长兴、福
建龙岩、山东蒙阴、河南鄢陵、四川龙泉、贵
州兴义、甘肃秦安；以梨花闻名的有天津蓟
县、辽宁鞍山、江苏丰县、山东冠县、河南宁
陵、四川华蓥、陕西洋县、新疆库尔勒。

前不久，农业部发起美丽田园推介活
动，受到网友热捧。专题页面总浏览量达
3000 万次，有效投票超过 1200 万张。经专
家评审、网上公示，最后，包括贵州省黔西南
州万峰林油菜花在内的 108 项农事景观，被
评为“中国美丽田园”。其中，仅油菜花、桃
花、梨花景观就占了 30 项，另有荷花、葵花
等 21 项也与花有关。今天，田园花季游，在
神州大地已遍地开花。

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局长宗锦耀说，像
油菜花、桃花、梨花、向日葵、荷花等旅游项
目，产业规模大、体验类型多、生态条件好、
配套环境优，反映了各地的农耕文明、地域
风情和特色风貌，具有较高的农业综合效
益。这些乡村以耕读乡土文化为魂，以久远
优美田园为韵，以生态循环农业为基，以古
朴村落民居为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成为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也成为建设
美丽乡村、美丽中国的缩影和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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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收有妙招 创收有妙招
花香引客来，如何让游客玩得高兴、

乐于花钱，则大有讲究。且看各地各村
的高招：

其一，赏花配套服务。“天下山峰何
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明代著名旅行
家徐霞客一声惊叹，使黔西南州万峰林
名满天下。每年春季，峰间谷地 1500亩
油菜花盛开，来客直线飙升。一家人合
骑一辆自行车，在峰间花海里漫游，别提
有多惬意。“6 人座每小时 30 元，4 人座
20 元。旺季一天能赚 4000 多元。”地处
万峰林景区的纳灰村农民黄元江说。黄
元江有几十辆多座自行车，每天开业不
久即被抢租一空。仅靠出租自行车，去
年他就赚了十多万元。原野赏花，地广
路长，代步服务肯定受欢迎。还有哪些
服务存在潜在需求？值得动脑筋。

其二，特色餐饮品尝。游客既然下

乡赏花，饭也可在村里吃。如今生活水
平高，城里什么好东西都吃过，稀罕的是
特色乡土菜。在纳灰村大榕树下，郭守
会夫妇开了家饭馆，经营布依族传统美
食。油菜花盛开这段时间，每天有 400
多人就餐，年纯收入 13 万元。梨花村特
色餐饮则更绝。梨花村村民以梨花为食
材，琢磨出十多种美食——炒梨花、梨花
鱼、梨花扣肉、梨花肘子，名目繁多，让人
眼花缭乱。连茶水也是梨花沏的，堪称
名副其实的梨花宴。梨花宴大受欢迎，
清明小长假还没到，村民勾振兴家的饭
馆 200个坐席，全被预订一空。

其三，乡村民俗体验。纳灰村谭达
文开了家手工纺织体验馆，摆上老织布
机，免费教游客织土布。每天游客络绎
不绝，他的土布服装生意越做越红火，
一年纯收入六七万元。梨花村勾振兴对

自家 15 亩梨园动起了心思。他的妙招
是农耕文化体验：种一棵梨苗，收费 65
元，赠一顿梨花餐；认养古梨树一棵，每
年收费 1600 元，秋后赠全树果实；树下
红薯，每分地年认养费 1200 元。“客人
花钱替我种果树。秋后挖红薯，把土都
挖松了，等于帮我翻地！”勾振兴不无
得意地说。

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休闲农业处处
长邵建成说，全国田间花季游规模、效
益究竟有多大，农业部门尚未专门统
计，但相当一部分农业休闲与其有关。
而据农业部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3 年
底，全国休闲农业聚集村达 9 万个，规模
以上休闲农业园区超过 3.3 万家，农家
乐已超 150 万家，接待游客超过 9 亿人
次，营业收入超过 2700 亿元，带动 2900
万农民受益。

 芳菲长留香

“春花经济”作为一种新业态，要实

现健康发展，必须面向市场，以农为本。

首先，发展“春花经济”，要服务于

“三农”。“春花经济”虽然有其独特性，

但 归 根 结 底 ， 仍 属 乡 村 旅 游 和 休 闲 农

业。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发端于十九世

纪 80 年代的法国，为激发农村活力、增加

农业收入而设计，如今在西方国家已实

现规模化、规范化。我国发展乡村旅游

和休闲农业，更是为解决“三农”问题而

倡导的融合一、二、三产的新产业。农业

部编制的《全国休闲农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指出，休闲农业必须坚持以农业为

基础、农民为主体、农村为单元，建成

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和满足居民休闲需求

的民生产业。

各地发展实践表明，休闲农业正成

为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带动农民就业增

收、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拉动国内消费

的重要途径。“春花经济”作为乡村旅游

和休闲农业的一种，必须坚持以农为本。

其次，“春花经济”应以不影响农业

生产为前提。“春花经济”必须服务于农

业生产，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据第二

次 全 国 土 地 调 查 ， 我 国 人 均 耕 地 1.52

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我国粮

食十连增，供给仍属紧平衡。按国际通

用标准，年人均粮食占有量 800 斤才算

安全，我国目前人均刚超过这个标准 50

斤。去年全国粮食总产 6.02 亿吨，总消

费高达 6.82 亿吨，粮食净短缺 0.8 亿吨，

出现了丰年缺粮现象。近年来，自然灾

害 呈 加 重 态 势 ， 粮 食 生 产 风 险 越 来 越

大。再考虑到人口增加、耕地减少、水

资源紧张等因素，我国农产品供给形势

不容乐观。俗话说，春华秋实，有花才

有果，果实是根本。发展赏花旅游，如

果影响了农业生产，则是舍本逐末。

再次，“春花经济”应致力于摊低农

业生产成本。由于机械化水平偏低、人

力成本连年攀升，目前我国主要农产品

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在市场竞争中

处于不利地位。

以田间春花旅游中的油菜花为例，

油 菜 是 国 产 大 豆 种 植 面 积 大 幅 减 少 之

后 ， 现 在 我 国 大 规 模 种 植 的 食 用 油 作

物。为保护农民种油菜的积极性，我国

从 2008 年起，实施临时收储政策。最低

保 护 价 逐 年 提 高 ， 销 售 压 力 却 越 来 越

大。据了解，3 年前收储的油菜籽，由

于成本价远高于进口货，至今仍积压库

中。对照鲜明的是，油菜籽进口量连年

快速增长。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去

年全年，我国进口油菜籽达 360 万吨，同

比增长 19%。今年 1 月份进口量达 58.5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52.96%，增速进一

步加大。要守住国产菜籽油阵地，要保

护国内农业，就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发

展农田花季观光旅游，是摊低国内农业

生产成本的好办法。

最后，要健全工商资本进入“春花经

济”的机制。工商资本进入休闲农业领

域，对于促进产业升级，实现标准化、集

约化、规范化经营，有积极意义。实践

中，个别地方出现工商资本借休闲农业

之名乱占耕地的现象，如不加以规范和

引导，就会使“农家乐”变成“老板乐”。

因此，要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坚持以农

为本的原则，推动“春花经济”健康发展。

“春花经济”萌发于田间，只有扎根

农业，面向市场，才能走稳走好，四季

花开。

面向市场 春暖花开
黄小东

从松嫩平原到三江大地，黑龙江垦区抢抓气温
快速回升有利时机，全面打响备春耕生产战役。截
至 4 月 1 日，垦区春耕生产所需 246.8 亿元资金全部
到位，农机检修基本完成，确保 4300 万亩农作物全
部播（插）在丰产期，为实现粮食总产 435 亿斤奠定
基础。

高科技的广泛应用是黑龙江垦区今年备春耕工
作的一大特点。记者在创业农场水稻集中浸种催芽
基地采访时看到，88 个催芽箱全部由电脑控制，采
用定时循环浸种、适温催芽，实现了浸催一体，温度
误差控制在摄氏 0.2 度，不仅提高出芽率 5%，还保
证了芽齐芽壮，这个基地可一次浸种催芽 2600 吨，
不仅能满足全农场 56 万亩水稻芽种供应，还能满足
周边农村 645 户 9 万多亩稻田用种。目前，浸种催
芽智能化、大棚育秧工厂化等在垦区已全面采用。

今年黑龙江垦区备春耕工作启动早、标准高、扎
实 主 动 ，垦 区 完 成 秋 整 地 4275 万 亩 ，其 中 旱 田
1929.9 万亩、水田 2345.1 万亩，基本达到播种状
态。同时，垦区坚持“两稳、两调、两提、两增”的原
则，进一步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和产品品质结构，确保
农作物播种面积。

据介绍，下一步，黑龙江垦区将加强对备春耕工
作的组织领导，采取除涝保种、优化品种结构、强化
指导服务等措施，预备突发灾害。

垦区各地将以抓好抢农时、争积温、上标准、提
品质、增效益等措施为重点，搞好防汛抗旱和农田水
利建设，千方百计排除田边地头积水，适时散墒整
地，保证播种到头到边。同时，垦区强化政策扶持和
组织引导，坚持熟期合理搭配，确保农作物安全
成熟。

当前，垦区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人员深入生产一
线，开展政策宣传、技术培训指导和受灾农户生产，
全力抓好抢农时、保春种、夺丰收各项关键措施落
实，坚决打好备春耕生产第一战役，为北大荒夺取今
年农业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北大荒忙起来了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鲁宏杰

重庆蔬菜春播近尾声

近日，气温回升，重庆各地的蔬菜幼苗春耕春播

工作陆续进入尾声。在重庆市璧山县 10 万亩蔬菜

基地，大棚蔬菜和时令蔬菜种植面积达 32 万亩，预

计产量 65 万吨，年产值将实现 5 亿元。图为璧山县

蔬菜基地的一名种植户将采摘的新鲜芹菜码放到板

车上，等待客户运走。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清明前后，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梨花村万亩梨花竞相开放。梨花村村民世代以生产鸭梨为业，近年来依托万亩梨园，吸引

游客来免费赏花，带动“农家乐”和土特产销售，一跃成为“京郊发展乡村旅游先进村”。图为清明小长假期间，人们在万亩梨园里

赏花休闲。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村邮站送肥到家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小麦正拔节，明天要追拔节肥，家里还没肥呢，
可杨福忠一点都不急。他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不
一会儿，20袋化肥就送上了门。

杨福忠是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文城乡王来宾
村农民，给他送肥的是村邮站。村邮站其实是村民
办的小超市，因与邮政签了合同，就成为邮政业务代
办点。近年来，河南邮政大力开展农资分销业务，在
全省各村都发展了村邮站。村邮站代销代送农资，
可按比例拿提成。“每到播种、追肥季节，几乎每天都
要开三轮车送肥。一般每天要送一两千斤，前天就
送了 11吨。”王来宾村村邮站店主刘美玲说。

“现在种田都用农机，很轻松。”刘美玲一边经营
村邮站，一边照看自家十来亩田，日子过得很惬意。
在驻马店市，像王来宾村这样的村子有 3470 个，村
邮站也有 3470 个。“去年全市村邮站销售金大地公
司产的新型肥料 3.8 万吨，今年可望达到 5 万吨。”驻
马店市邮政局分销物流局局长翁斌说。

“村邮站送货上门，很方便。店主都是本村人，
邮局是国家办的，俺们很放心。有了村邮站，俺们方
便多了！”杨福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