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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设施齐全，窗明几净，通风
透气无油烟；厕所铺设瓷砖地板、干
净整洁无臭味……近日，记者来到广
西壮族自治区德保县城关镇西读村
大沐屯，推开一户户农家的大门，仿
佛置身城市楼房中，印象里村居的景
象均已不见。

大沐屯变美，是广西德保县“三
个千”工程（投入千万资金、配置千名
保洁员、组织千人行动）成果的体现。
两年来，该县坚持“清洁乡村”“生态
乡村”“宜居乡村”建设工作齐管共

抓，整治农村环境“脏乱差”现象。
去年以来，按照上级拨一点、政

府补一点、群众出一点的“三个一点”
方式，该县整合自治区下达资金及县
本级财政资金 4227.5万元用于乡村
建设。截至去年底，全县改厕改厨各
完成 6500 户，改圈完成 201 户。城
关镇大沐屯成为该县改厨改厕试点
之一，农户改厨获财政补助 650 元，
改厕获补助600元。

德保县还投入 526.084万元，按
照每 350人配备 1名保洁员的标准，
给 185 个行政村（社区）配置保洁员
1000多人，全县农村生活垃圾的“日
产日清”制度日渐成熟。

燕峒乡燕峒村太平屯共有79户
308人，如今已建立起清洁乡村的长
效管理机制。除财政聘请保洁员外，
每户每月自觉缴纳10元增加保洁员
收入，每月还举行一次大扫除。太平
屯通过实施“村屯增绿、家园添美、景
观升级”工程，不断美化亮化环境，并
依托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和舒适宜
人的人居环境，发展集休闲垂钓、观
光体验等于一体的乡村生态旅游，
2017年累计接待游客 10余万人次，
成为太平屯群众增收的新渠道。

为了鼓励村民爱护环境，德保县
每季度或者每半年对乡（镇）、自然屯
进行一次评比，季度评比排名前3名

的乡镇给予 1 万元至 3 万元工作经
费奖励，评选出的 60 个“美丽村屯”
每个奖励肉猪一头。去年8月，该县
召开 3000 人动员大会表彰先进，营
造上下联动、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既要美化环境，更要美化心灵。
德保县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提高群
众文明素养的重要途径。除了财政
支持外，该县隆桑镇陇金屯群众投工
投劳建设村屯道路、栽种树木、铺设
排污管道，利用石头文化打造休闲文
化景观，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中华传统文化。如今，“山绿、水清、
村美、民富、安居、乐业”的陇金屯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

广西德保县实施“三个千”工程扮靓乡村

农村生活垃圾也能“日产日清”
本报记者 童 政 通讯员 李荣报

早春的暖阳驱走了一冬的寒
意，江西鹰潭贵溪市雷溪镇金土地
公司的种植基地里生机盎然，碧绿
的铁皮石斛、明黄的太阳花、红彤彤
的草莓……从城里来的游客们穿梭
在大棚间，采摘新鲜果蔬，享受收获
的快乐。

刘先生正带着儿子一起拔萝
卜。“以前假期总觉得无处可去，大
人聚在一起打牌，孩子们就和电子
产品做伴。现在农村的道路畅通
了，设施也完善了，带着孩子一起过
来很方便，正好让他参加劳作，亲近
自然。”刘先生说。

“一枝太阳花，在市里的花店买
要 4 元，在这里采摘只需要 2 元。”
李女士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玩起
了自拍。

基地的游客服务中心里，刚刚
采摘上来的新鲜果蔬正被称重分
装，检验后贴上专属二维码标签。
这是在贵溪市多家农企推广运用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游客用
手机一扫，就可以了解该产品的播
种、种植、采收、环境监测数据及质
量安全等一系列信息。

金土地公司负责人徐闵洪说，
一年来，旅游观光给企业带来的收
入高达500万元。

近年来，贵溪市投入 3.1 亿元，
实施乡村公路升级改造工程，将沿
线的雷溪镇现代农业示范区、流口
镇横路村荷花谷、金屯镇渡坊水村
以及塘湾古镇等景点串联起来，形
成一条长达 25 公里的乡村生态观
光带。同时，着力整治沿线环境，根
治“脏乱差”，结合新农村建设精心
规划，使处处有亮点、村村有特色。
目前，以采摘休闲和民俗体验为主
的乡村生态游成为当地人度假的首

选。
“政府的导向很明确，我们企

业也主动融入，将传统的农产品转
变为旅游产品，将农业园升级为观
光园。”徐闵洪说，由于游客数量
激增，基地原有的设施已无法满足
需求，为此公司新修了5公里田间
观光小道，种植了樱花、桂花、紫
薇等观赏树500多棵，并投资300
多万元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我
们还专门辟出100亩作为游客体验
基地，种植特色花卉果蔬，并根据
大家的喜好和时令变化更换品种，
保证游客每次来都有新感受。”徐
闵洪说。

如今，在雷溪国家级现代农业
示范区，12家农业企业旗下的多肉
植物、藏红花、金佛手、玫瑰、火龙果
等种植基地都建设了观光服务设
施。示范区内新建星级农家乐 20
多家、电商服务点3个，年接待游客
5万多人次。

看到络绎不绝的游客，雷溪镇
南山村村民杨祖荫乐坏了。今年春
节以来，他一直在自家草莓大棚忙
活。“现在草莓不愁卖了！”说话间，
又有四五篮草莓摆在了他的面前，
等待称重付款。杨祖荫原是村里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通过“合作
社+基地+农户”模式，他加入了金
土地农民合作社，在企业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种植了5亩草莓。“现在每
天可以卖几十斤，一年下来光是游
客采摘就能带来4万多元收入。”杨
祖荫高兴地说。

在雷溪镇，像杨祖荫这样吃上
“旅游饭”的贫困户还有 126 户，他
们或到企业基地务工，或加入合作
社参与种植，或开办农家乐，已大部
分脱贫致富。

江西贵溪市实施乡村公路改造见成效

农业园“升级”成观光园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油皮黄瓜两斤，青蒜叶一份，
羽衣甘蓝一份……”天边刚露出一
丝曙光，亚海绿园生态农场里已是
一派忙碌景象。五六个工人手拿
订单和包装袋，奔走在一堆堆刚刚
采摘下来的蔬菜间，按照订单要求
将蔬菜进行分拣、打包，上午七点，
一车鲜嫩嫩、水灵灵的蔬菜整装
待发。

亚海生态农场位于安徽省滁州
市来安县水口镇武集村喻郢生产
队，农场主王洲 2014年流转了 402
亩土地，专门生产绿色有机农产品，
并通过网络平台销售。

走进农场大棚，一股蔬菜的清
香扑面而来，仔细一看，记者发现鲜
嫩水灵的蔬菜间，长着各种各样的
杂草，颇有些“懒汉种地”的架势。

“不是没除草，但我们不用除草剂，
全部靠人工，不可能除得很干净。”
王洲说。

“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食物的
品质，我们就是要靠品质赢得市
场。”抱着这样的理念，王洲从上海
请回了有十几年大棚蔬菜种植经验
的黄雪芳作为蔬菜管理员，采用“古
法”种植，保证作物生长过程中无化
肥无生长激素，无化学农药。采用
这种方法种出的“三无”农产品菜香
四溢，鲜嫩多汁，很快有了固定的客
户群。

“当了几十年农民，也没见过
这么多种奇怪的蔬菜。”说起亚海

的蔬菜，当地的农民连连赞叹。为
了满足高端市场需求，农场请来江
苏农科院退休专家王佳林，开设了
两块试验田，经过对比、考察、科
学分析，根据口感与客户反馈筛选
最佳种植品种。江苏的香青菜、湖
北的红油菜心、广东的四九菜心、
山东的蒙阴山芋、意大利的芝麻
菜、北美洲的孢子甘蓝、地中海的
宝塔花菜、非洲的冰草、印度的蛇
瓜……在农科院专家的坐镇指导
下，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良品种在农
场里安了家。

锄草、捉虫、采摘、包装……农
场里的工人很忙碌，周边的农户也
没闲着。寒冬已至，阳光却明媚如
春，正是腌咸菜的好时候，晒场上、
院子里，到处铺满了洗干净的青菜、
雪里蕻、萝卜缨子。“我腌的这些咸
菜，送到农场，每斤能卖十几元钱
呢。”正在洗青菜的张大妈乐呵呵地
说。为了带动当地农民共同增收致
富，农场发展生产队富余人员挖野
菜、晒菜干、代养家禽家畜、腌制咸
菜，田间地头常见的蒲公英、鹅肠
草、野蒜、荠菜，农家自制的酸豆角、
雪里蕻、萝卜干等通过农场的销售
平台，丰富了城里人的餐桌，也给村
民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回到办公室，王洲点开电脑，发
现 QQ、微信图标都闪个不停，“全
是订菜的，我们现在每天要卖五百
多单。”王洲说。

安徽来安县

看生态农场咋种菜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苗竹欣

周末，避开城市的喧嚣，带上家
人、约上好友，前往市郊，住进民宿，
呼吸山间的新鲜空气，品尝农家的山
珍野味，舒缓一周紧张的心情，已成
为很多城市人向往的生活方式。

在湖南省长沙市郊东北方向，就
有这样一个地方——森林覆盖率超
过 70%，浔龙河、金井河、麻林河在
山林丘壑间穿梭流淌，百余口水塘点
缀其间……

这里是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
从 2009 年开始，在返乡企业家柳中
辉的带领下，浔龙河另辟蹊径，摸索
出一条政府、市场、农民合力推动乡
村振兴的新路子。

满足乡亲意愿

城镇化建设不是让农民
进城，而是让城市文明下乡

当前，在我国大规模推进城镇化
的过程中，如何留住乡村肌理，传承
民间记忆，是每个新农村规划者、建
设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浔龙河村原为双河村，位于长沙
县，距离长沙市仅30公里，但由于耕
地面积少，外出打工的人较多，是一
个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这些劣势

在柳中辉眼里却可转化为优势：人
少，集中安置就相对容易；耕地少，土
地多样性就丰富，水库、池塘、山林，
都是未来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需要
的形态……

于是，柳中辉带领团队携巨资返
乡创业，2009年，他当上了浔龙河村
党总支第一书记。返乡创业之初，一
切并没有想的那样简单。单单说服
村民们搬到统一规划的地方去居住，
就让他们费尽脑筋。

“一开始我们想建楼房，但乡亲
们习惯了独门独户，嫌楼房憋屈，后
来我们设计成了联排别墅，每家都有
前后院，都有车库，一楼可以做门面
商铺；大家说想吃自己种的菜，我们
就在住宅旁边规划了50亩耕地作为
景观菜园；乡亲们又说锄头耙头放
哪？于是我们又在菜地里增加设计
了工具房……”经过无数次协商，柳
中辉及其团队不厌其烦地修改规划，
以满足乡亲们的意愿。

如今，破旧脏乱的农村不见了踪
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白墙灰瓦的
联排别墅和青砖铺成的乡间道路，每
家门口都停放着小汽车。

村民姚爱明去年搬进了新家，她
最满意的是环境卫生改善了许多。

“跟在城市里生活没什么两样，甚至
更好。”姚爱明边忙活着做午饭边对
记者说，以前住在城里的儿媳妇嫌村
里脏、蚊子多，不愿意回来住，现在每
个周末都过来玩。

浔龙河村党总支书记徐宏勋告
诉记者，今年年底将有180户村民实
现集中居住，明年将启动二期安置房
建设，未来 1800 名浔龙河村民都将

“就地城镇化”。
柳中辉认为，城镇化建设不是让

农民都进城住，而是要让城市文明下
乡，让农村享有和城市一样的教育、
医疗、服务资源，实现城乡和谐发展。

让村民得实惠

以土地资源支持项目建
设，通过项目建设实现致富
增收

柳中辉常说，他和团队是租客，

浔龙河的每位村民都是房东。“房东
不满意，租客能发展吗？”本着这样的
初衷，柳中辉及其团队一切以村民利
益为出发点，让乡亲们在新型城镇化
过程中得到实惠、感到温暖。

建设之初，柳中辉团队经与村
民协商确定了浔龙河生态小镇的发
展模式：农民将集体土地所有权、
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进行出
让、流转或置换，以土地资源支持
特色小镇项目建设，通过项目建设
实现致富增收。

2010 年，双河村分阶段组织实
施村民集体土地产权调查工作，调查
核实各户土地所有人、宅基地、耕地、
林地状况，测量各组范围内塘坝、河
流、道路等公共用地面积，并形成了

《双河村土地调查报告》，明晰了土地
产权关系，将土地由村集体所有确权
到组集体所有，为开展土地流转、土
地改革等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全
面了解了双河的土地经营状况，为今
后开展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提供
了准确的参考。2012 年，村里对村
民土地流转事项进行了民主决策，支
持率达100%。

既然柳中辉把自己比成是租客，
那么村民们一年能得到多少租金？

村民陈仕卓老人今年 80 岁，右
腿残疾多年，以前是一位低保户，住
着四处透风的房子，每个月靠微薄的
低保维持生活。如今，老两口不仅住
进了宽敞明亮的别墅，每年还有两三
万元收入。

这些钱主要来源于商铺的租金
收入，此外，以前每家每户的几亩耕
地还可获得每年800斤到1000斤的
稻谷作为口粮。村民们的生活有了
巨大改善，浔龙河村呈现出欣欣向荣
的景象。

由“输血”变“造血”

布局生态、文化、教育、
旅游和康养 5 大产业，让农
民实现就地就业创业

在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民
可以享受征地拆迁等开发带来的收
益，但这毕竟是“一锤子买卖”，钱花

完了怎么办？因此，必须要建立长效
机制，推动农村产业发展，让农民实
现就地就业创业，才能由“输血”变

“造血”。
浔龙河抓住地处长沙近郊的独

特经济地缘优势，兼顾农业、农
村、农民利益，统筹生态、文化与
小城镇建设，布局生态、文化、教
育、旅游和康养 5 大产业。柳中辉
告诉记者，目前，浔龙河小镇形成
了以蔬菜、花卉苗木和果木基地等
为主的生态农业，不施用农药、化
肥，生产健康绿色食品；以地球村、农
业观光、养生度假等为主的乡村旅游
产业为项目聚集人气，拉动消费；以
亲子教育、青少年国防素质教育、与
北师大合作建校等为主的教育产业，
形成固定消费人群；以田汉文化、湖
湘文化、亲子文化为主的文化产业提
升小镇艺术气息和品牌影响力；以养
生服务、健康生活打造的康养社区引
导市民下乡居住，满足市民品质化生
活需求。“浔龙河项目区产业之间形
成了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的关系，生
态产业、文化产业、教育产业为基础
产业，做到盈亏基本平衡；中短期内
重点发展康养产业，实现盈利；长期
则以旅游产业等形成持久稳定的收
入来源。”柳中辉说。

在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里，有一
条“好呷街”，每到周末就人满为患。
在这里，咖啡店、民宿、KTV、特色美
食、工艺制品等门店应有尽有。村民
贺彩珍 3 年前和家人落户浔龙河居
民安置区，并分得一间门面房。贺彩
珍拾起了自己“擂茶”的手艺，经营了
一家擂茶铺子。

“一碗 10 元，生意好的时候，一
天能卖上百碗。”去年，贺彩珍的擂茶
铺子盈利十多万元，相当于以前种
10年地的收入。

如今，浔龙河通过众筹、入股等
方式，引进各类企业商户 200 余家，
覆盖绿色农产品、影视文化、民办基
础教育、职业培训、儿童主题公园等
各个领域，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
集群生态。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个
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活力浔
龙将进一步展现在人们面前。

湖南长沙市郊浔龙河生态小镇农民

过“城市生活”留古镇乡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湖南长沙市市郊有一

个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

在这里，村民家家住别墅、

户户有汽车，还能在家门

口就业创业。原来，浔龙河

农民以土地资源支持特色

小镇项目建设，通过项目

建设实现致富增收，摸索

出一条政府、市场、农民合

力推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民宿街上，满是整齐划一的白墙灰瓦联排别墅。 常 理摄

2016 年，村民姚爱明搬进了统

一规划的新居。图为姚爱明站在

新家门口。 常 理摄

游客在生态农业园里观光游玩。 彭建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