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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就 新 农 村 美 丽 画 卷
——探寻乡村振兴之路（上篇）

本报采访组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报告在农村

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他们

积极探索符合当地农业发展的振兴战

略，对未来“三农”发展充满期待。

本报采访组奔赴江苏盐城市大丰

区、河北柏乡县、四川崇州市等地，深入

到田间地头，走访农村合作社、农业示范

园，与干部群众谈体会、话发展，共同探

寻未来乡村振兴之路。从今天开始，本

报将分上、中、下三篇，报道乡村新风貌。

核 心 提 示

江苏盐城大丰区位于黄海之滨，一句“请到麋鹿故乡
来——大丰好玩呢”广告语，勾起很多人的好奇心，也让
大丰声名鹊起。

大丰总面积超过3059平方公里，人均耕地面积江苏
第一，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这里是麋鹿的故乡，也是
中国湿地之都，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近年来，坐拥
土地“聚宝盆”的大丰，坚持“产业强市、生态立市、富民兴
市”，探索出一条“既富且美”的绿色发展之路。

好政策带来致富信心

土地承包延期政策让农民吃下“定
心丸”，纷纷表示要大干一场

斗龙港村是江苏大丰高效特色渔业示范村，这里的
“两虾一菜”——小龙虾、白对虾和紫菜养殖远近闻名，也
是当地先富起来的村子。

5年前，斗龙港村修建了渔村公园，并统一规划建设
了村民居住房——远远看去，整洁大方，如城市里的别墅
群。不过，房前屋后的小菜园，告诉人们这里就是地地道
道的乡村。

60岁的村民张玉斌是斗龙港村的养殖大户，以前一
直养鱼的老张，在村委会的指导和带领下，从2014年开
始转向了南美白对虾的养殖。“对虾养殖是一年两季，一
亩塘纯收入比养鱼高，能达到3万多元。”张玉斌告诉记
者，村里经常举办养殖技术讲座，这些年陆续有几百户投
入到对虾龙虾的养殖中来。聊起十九大报告，老张开心
地笑了，他告诉记者：“土地承包到期后还能延长30年，
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有了这句话我就敢继续投资了。”

斗龙港村党委书记丁旭明说，十九大报告明确了第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这给村民们吃下了

“定心丸”，他们对未来生产生活更有信心了。“这几天有
几户主动提出要流转土地，有的还投入几万元购置了大
型农机，准备大干一场呐！”

像斗龙港这样的新农村在大丰并不罕见，农村的发
展要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步。斗龙港村有大面积的盐碱
地，以前村民种棉种粮，但收成并不稳定，农民穷，村里环
境也脏乱差。自从调整了农业结构，村民开始转向附加
值更高的养殖业和果蔬种植，农民不仅收入增加了，还住
上了村里统一规划建设的小楼，让这个沿海小村庄的风
景越来越好。

绿色铺就发展底色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涌现出越
来越多的绿色新产业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
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总书记为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
盐城市委常委、大丰区委书记王荣对此深有感触。他说，
良好的生态环境才是普惠民生最大的福祉，大丰的新农
村建设绝不追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有这样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大丰把着力点放在了打
造生态农业、发展绿色新产业上。草庙镇川东居委会通
过产业互动和联农机制，形成以党员干部带头、村民众筹

参与、共享发展成果的富裕路；太兴村的绿色果蔬品牌走
进苏南、上海等地大超市；丰收大地农业园区引进人才和
技术，大力发展绿色订单农业……而大丰的“荷兰花海”
和恒北村则是当地两张最具特色的生态名片。

种郁金香取代种棉花，棉农变花农，位于大丰新丰镇
的“荷兰花海”名不虚传。置身花海，不仅满眼五彩斑斓，
连空气都是香甜的。新丰镇镇长仇飞说，荷兰花海项目
是当地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渊源的结合，为建成这个综
合观光度假村，镇上流转了 700 多户农民的 5000 亩土
地，最终成功打造出面积最大、种类最多、形态最美、业态
最全的“中国郁金香第一花海”。

事实上，“荷兰花海”不仅有郁金香，这里一年四季都
盛放着应季鲜花，这里的鲜花和盆栽通过电商销往全
国。随着荷兰花海建设不断成熟，前来赏花休闲的游客
越来越多。新丰镇紧抓这个机遇，规划建设郁金香农园、
荷兰风情小镇客厅、荷兰风情街等项目，不断推动农业生
产、旅游观光等产业全面融合。

据悉，目前荷兰花海涵盖了“旅游、花卉、婚庆、文化”
等产业发展，也带动当地400多户农户直接参与花海的
种植与管护。2016年，该镇第三产业产值突破23.56亿
元，其中通过花海带动周边8个村的农民走上致富增收
道路，户均增收超过6000元。

在综合园艺中心，年近六旬的裕北村村民朱翠芳正
在熟练地摆弄着货架上的多肉植物盆栽，“在这里上班已
经4年了，家里的4亩土地已经流转出去，现在每月工资
有2000多元，再加上土地流转获得的租金，收入较过去
增加不少”。

类似朱翠芳这样的村民，在当地还有很多。“如果用
一句话概括荷兰花海带来的变化，那就是改变了业态、改
善了生态、优化了心态。”仇飞说。

做足生态产业文章

不同区域做法各异，但各地发展生
态产业的决心和信心十分坚定

与荷兰花海的高起点规划、大手笔建设不同，大丰大
中镇恒北村的梨树种植源于上个世纪60年代。依托当
地实际，恒北做起“梨文章”，因地制宜地发展起“梨产
业”。

党的十九大代表、恒北村党委书记李晓霞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恒北村原先只是种树卖果，现在的恒北村确
定了“梨园风光、生态宜居、乡村旅游”总体发展定位，致
力于打造“恒北恒美、梨缘天下”品牌，既做强了产业又做
美了村庄，成功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恒北村最大的优势就在生态。国家级生态村是我
们的一块金字招牌，我们就是要在土地里种出黄金来。”
李晓霞告诉记者，恒北早酥梨专业合作社辐射周边6个
镇两个农场，带动了3300多人致富增收，“恒北”牌系列
果品年销售额超过3500万元。自2012年以来，全村总
产值从5000 万元增至目前的1.2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
入从1.85万元增至2.75万元，集体资产从300万元增至
4000万元。

恒北村委会主任陈涛说，乡村旅游是恒北村着重发
力的新领域。目前，恒北村“春有花、夏有绿、秋有果”，

“冬有泉”也即将成为现实。引进社会资本打造的生态温
泉度假村项目主体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旅游吃住行游购
娱全要素将在恒北村全面落地。

祖国大地幅员辽阔，不同区域做法各异，但做足生态
产业文章的决心和信心，却是共同而坚定的。

在四川崇州市，稻田水里有大文章：当地突出“水”
字改良土壤，发展绿色农业，提供高端供给，培育农业
新产业。据悉，稻田综合种养过程中涵盖了鱼、虾、蟹、
鳅、鳖、鸭6大种类，不仅实现了稻养共生、稻谷增产、品
质提高、增值增收，而且达到了以水改土、绿色发展，一
水两用、一田双收的效果，促进了“稻、鱼、旅、销”深度
融合发展。

据介绍，通过稻田综合种养，鱼类松土活水，吃掉稻
田杂草、害虫、浮游生物、底栖动物，通过消化吸收后排出
大量粪便，达到增肥效果，改良土壤。实施化肥、农药“两
减量”，增施有机肥，施用微生物农药，促进绿色生产。

农业增收的同时，崇州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也逐
步发展成了大产业，当地建成了58公里稻乡旅游环线，
承办四届“四川自驾赏花节”开幕式，推出10万亩稻乡金
秋旅游季等乡村旅游活动，一、三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农
民增收的新亮点，促进观光农业向度假农业发展。2016
年，全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接待游客750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20.5亿元。
河北柏乡县是农业大县，也是典型的财政穷县。对

于柏乡来说，乡村振兴，首先必须从产业发展上求得突
破。针对当地牡丹、葡萄产业发展基础好的优势，柏乡
县确立了举全县之力发展牡丹产业的目标，计划在农
业公园种植300至500亩牡丹，同时通过大力发展陆地
葡萄和设施葡萄，不断提高葡萄产业发展的附加值。
未来，这两大甜美的产业将对当地新农村建设形成有
效支撑。

乡村“绿富美”农民更幸福

各地更加注重改善农村环境，建设
美丽乡村，提升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乡村振兴要以绿色发展为导向，这是新时代中国
农业的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指出，注重环境友
好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内在属性。农业和环境最相融，
稻田是人工湿地，菜园是人工绿地，果园是人工园地，
都是“生态之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就是要大力推
广绿色生产技术，加快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重显
农业绿色的本色。而注重生态保育则是农业绿色发
展的根本要求。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推
进农业绿色发展，就是要加快推进生态农业建设，培
育可持续、可循环的发展模式，将农业建设成为美丽
中国的生态支撑。

让农村环境更美，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乡村环境脏
乱是痼疾,但河北柏乡县龙华乡的牡丹小镇会让人对农
村的看法大为改变。这里是河北省第一批特色小镇。龙
华乡乡长韩利锋告诉记者，龙华乡美丽乡村建设，最初就
是从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抓起。

韩利锋说，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民也希望能过上城里
人一样的生活，但是农村门里门外环境差距很大，村里垃
圾随处可见。从清理垃圾、整治环境卫生抓起，当地建设
美丽乡村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在整治环境的过程中，村干部们发现，仅仅环
境干净了并没有完全达到农民心愿，农民还有更高的文
化需求，为此，当地大力普及农村文化广场、文化书屋等
建设。

在柏乡县龙华乡十里堡村，以前没有一条直的街道，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村庄道路硬化了，环境整治了，一些
废弃的村舍被“打扮”改造为文化书屋，空地上修建了文
化广场；在一些农户院子里的老井上，古老的辘轳仍然在
转动，吟唱着今天的乡村歌谣。

“新农村建设改变了农民的思想，他们在这样美丽的
环境里生活变得越来越自信。”韩利锋告诉记者，农村的
环境好了，吸引了不少在外务工的村民返乡创业，他们的
到来也为当地“三农”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基础不同，路径不同，但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上的鲜
活实践均表明：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的深刻革命，坚定
地走绿色发展道路，让乡村更美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全社会的共识，也是提升亿万农民获得感、幸
福感的源泉。

（采访组成员：徐 涵 顾 阳 乔金亮 刘 慧
执笔：徐 涵 顾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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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干出来的，不
是喊出来的，这是农村广大基
层干部的共识。

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宏大基础工程，“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要
求，而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在
国家政策引导下，上下一心齐
努力。既要做好适合当地实际
情况的战略规划，同时还要做
好付出艰辛攻坚克难的准备。

实现乡村振兴首先要发展
农村生产力，拓宽农民就业创
业和增收渠道，让农民有持续
稳定的收入来源，生活便利，共
同富裕。乡村振兴不会从天而
降，需要大家一起撸起袖子加
油干。

乡村振兴不是要把乡村变
为城市，而是要留住乡村留下
根,保护好绿水青山和田原风
光。这次在农村采访，我们看
到有的村子幼儿园设有农耕课
程，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培养孩
子们对土地和农耕的认知，一
些村庄还建起农耕文化园，让
传统农业文化在人们心中扎根
发芽。也有的村子保留着农舍
的原汁原味儿，辘轳在唱歌，磨
盘上流淌着新希望。让乡村更美，把乡愁留住，这是
绘出新农村美丽画卷的重要一笔。建设美丽新农村
没有应用于所有“终端”的解决方案，更不能一刀切，
而是要因地制宜，借鉴各方好的发展思路和理念。
满足了农民的愿望和需求，让农民有了幸福感，这样
的乡村才更美。

乡村振兴更需要有作为的新农民。随着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农村的应用，迫切需要
有知识的年轻人来到这个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特
别是在农村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的新时代，需要有
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新农民队伍。让乡村留
住这些有理想有作为的年轻人，还应该有针对性地
满足他们的生活和学习要求，鼓励他们创新探索，开
拓视野，更要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实，这样才
能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
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我们的乡村才
能真正振兴。

“发展是根本，绿色是底色，产业选择是关键。没
有发展一切无从谈起，但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谈及新农村建设，江苏省盐城市委常委、大丰区
委书记王荣语气坚定。

王荣说，党的十九大把“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意识”写进党章，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乡村振兴等
目标，对此我们备受鼓舞。增收是富民的最基本要
求，但生态同样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底线。

“既富且美”的富民之路，大丰是如何实现的呢？
“我们的做法是，从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入手，加快

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富民资源。”王荣说，生
态旅游是典型的富民产业，大丰拥有海洋、湿地、森
林、麋鹿等独特生态资源，形成了郁金香、梨花、梅花
等赏花经济，发展生态旅游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注重打造生态农业品牌。王荣说，近年来，大丰以
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为抓手，主推“丰收大地”
公共品牌，形成了“宝龙龙虾”“恒北早酥梨”“裕华大
蒜”“大丰大米”等一批地方特色品牌，“今年，大丰新
获‘三品一标’认证产品将达到 40 个，绿色、生态、安
全、优质正成为大丰农产品的鲜明特征”。

狠抓农业污染治理。深入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整
治，加强限养区和适养区达标治理，病死畜禽无害化
处理收集体系年内建成运行。扎实推进农药化肥减
量使用，突出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新农药、新剂
型，积极推广新型施药机械，推进专业统防统治，提高
生物有机肥使用量，促进农药、化肥减量化使用。

推进绿色大丰建设。大力实施“一片林”工程，把
造林绿化与扶贫开发、农业结构调整、富民增收有机
结合起来，多为百姓种致富树、发财树，为子孙后代留
下宝贵财富。

“通过开展城乡绿化大会战，狠抓沿海生态防护林
建设，规划建设 3000 亩斗龙港生态组团城市森林，全
力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森林小镇、森林村庄和国家级
森林公园。”王荣说。

王荣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
战略，体现了我国城乡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依托

“市场化+社会化+特色化”的发展路径，促进城乡元素
互动，最终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

“建设美丽乡村，我们充满信心！”王荣说，农业是
聚力创新的基础领域，农民是聚焦富民的重点群体，
农村是高水平全面小康的突出短板。下一步，他们将
通过乡村配置标准化建设，进一步发挥好生态优势，
让绿色发展惠及更多百姓。

江苏盐城市大丰区委书记王荣——

“建设美丽乡村，我们有信心”
本报记者 顾 阳 徐 涵

本版编辑 董 磊 周 剑

电子邮箱 jjrbyxdc@163.com

江苏盐城大丰区新丰镇的荷兰花海风景区带动周边8个村的农民走上致富路，户均增收逾6000元。
本报记者 徐 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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