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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甘肃省陇南市康县的乡
间小道上，只见嫩芽初上、百花竞放，
一个个白墙黛瓦、充满诗情画意的美
丽乡村如雨后春笋隐在青山绿水间，
令人心旷神怡。

在阳坝镇梅园沟，天鹅湖新村
90岁高龄的唐芳远老人正坐在竹制
摇椅上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品着今年
的新茶。老人说，家里依托这片竹林
开办了“翠竹人家”农家乐，吸引了不
少天南海北的客人来，很是热闹。

阳坝镇副镇长吴文宝告诉记者，
得益于康县的美丽乡村建设，唐芳远
老人的子女们返乡创业开起了农家
乐，既能致富又能陪在老人身边，生
活其乐融融。

康县地处甘陕川三省交界地带，
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和甘肃省58
个特困片区县之一。近年来，康县以打
造全省生态环境最优美、村容村貌最
整洁、产业特色最鲜明、社区服务最健
全、乡土文化最繁荣、农民生活最幸福
为目标，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经过几年的努力与探索，康县的
美丽乡村建设已取得较大成效，昔日的

“脏、乱、差”变成今日的“绿、美、净”，过
去的“烂泥村”变成现在的“旅游村”。

既重“外在美”又重“内涵美”

不是简单的村庄整治和
环境改善，而是对新农村的
整体化建设和品牌化经营

康县的美丽乡村建设，不是简单

的村庄整治和环境改善，而是推动农
村生态产业的培育与持续发展，实现
对新农村的整体化建设和品牌化
经营。

走进天鹅湖新村，只见小桥、流
水、人家，花海、竹林、石墙，每户院落
就是一个景点，还有不经意间出现在
眼前的就地取材小景致，吸引了不少
摄影发烧友前来取景。目前，天鹅湖
新村已建成融旅游观光、休闲度假、
茶园体验、生态养生于一体的生态旅
游胜地。

不仅是阳坝镇，康县处处皆景。
不久前，王坝镇何家庄村又获得了中
国最美村镇的殊荣。

王坝镇党委书记李锐介绍，全镇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突出“外在
美”与“内涵美”的同步提升，着力建
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康县的美丽乡村建设，凸显了
“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乡村经
营发展理念。“不砍树、不埋泉、不毁
草、不挪石”的乡村原生态保护理念，

“一村一规划、一村一景观、一户一品
牌”的全县生态旅游大景区建设理
念，“把农村当城市一样规划、城乡一
体协调发展”的就地城镇化理念，以
及“不搞大拆大建大集中”“就地取
材、顺势而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理念，让康县变成了一个风格独特、

美美与共的大景区。
目前，康县在全县350个建制村

中高标准建成了294个“天蓝地绿水
清、村美院净家洁、群众安居乐业”的
美丽乡村，并且在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培育、风貌打造、环境治理、
文明创建、民主管理和机制创新等方
面探索了一系列成功做法，形成了美
丽乡村建设的康县模式。

美丽乡村实现美丽脱贫

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
产业发展生态化”的要求，做
精做优特色优势产业

基础设施改善了，村容村貌改变
了，农民脱贫致富的精气神更足了。
正在田坝村驻村的阳坝镇党委副书
记朱景堂告诉记者，这里以前道路坑
坑洼洼，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
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以来，基础设
施建设大为改善，许多外出务工人员
陆续还乡，在家门口发展致富产业。

康县满福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是一家茶叶、天麻合作社。总经理李
满福告诉记者，合作社每年要拿出一
定资金帮扶贫困村、贫困户。“我们的
天麻合作社社员年收入最少 1 万元
左右，最多的有30多万元，我们帮扶
的300多个贫困户，去年已有200多
户脱贫。”李满福说。

康县白杨乡竹园村依托资源优
势，按照“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扶
贫模式，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先后成
立魔芋种植、土蜂养殖和中药材种
植、石蛙养殖等专业合作社。去年，
村民陈建军成立了绿园魔芋种植专
业合作社，吸收30多户贫困户入社，
同时流转贫困户的土地种植魔芋，不
仅让自己率先脱贫，也带动了 30 多
户贫困户实现增收。

“产业兴旺”是振兴乡村的核心
要素，康县按照“生态建设产业化、产
业发展生态化”的要求，把当地核桃、
花椒、食用菌、蜂蜜、茶叶等生态特色
优势产业做精做优，加强重点产业专
业合作社的扶持培育力度，将发展产

业与促进创业有机结合，带动了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

不只引客来还要出大山

康县当地的生态特色农
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了大山

康县的美丽乡村吸引了大批游
客，当地生态特色农产品也通过互联
网走出了大山。

记者遇见贾小刚时，他正端着两
杯泡好的茶做比较，准备改进茶叶加
工方式。他是天鹅湖新村的党支部
书记，也是由148户茶农组成的茶叶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贾小刚指着茶叶包装上的二维码
告诉记者：“来游玩的游客想买茶叶又
不方便带走，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通过网
上商城订购，然后直接按地址打包发
走。”记者看到，网上商城不仅有茶叶还
有“康县木耳”、天麻、三七等土特产品。

在白杨乡桂花庄村，不仅大力发
展大鲵生态养殖，天麻、茯苓、食用菌
种植等特色产业，还成立了康县桂香
园乡村旅游度假有限公司，通过开办
实体店和淘宝网店，将纯天然木耳、
花菇、蜂蜜等农产品和手工艺品，通
过网络远销各地。

康县兴源土特产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是一家生产、销售康县特色农产品
的电子商务公司，2013年该公司成立
了电商服务平台，修建了700平方米
的电商产品配送大厅，并在“1688”批
发平台上注册了一家网店，在淘宝网
注册了4家网店，还与一些银行合作，
分别在“三维商城”“四融”“善通商务”
等平台上注册了网店。同时，公司给
陇南各县区500多家网店提供货源，
解决了很多网店货源不足的问题。

“去年完成总产值3050万元，其
中电子商务销售465万元，公司5个
网店全年共承接线上线下订单14526
笔。”公司总经理郑文山介绍，“今年
开发的网货新品有香菇脆片、香椿芽
以及旅游产品王坝手串等，产品除了
卖给多年合作的老客户外，大部分都
通过网络销向全国各地。”

甘肃康县

生态产业化 美丽村连村
本报记者 李琛奇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牛新建

甘肃省陇南市康县探

索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推

动农村生态产业的培育与

持续发展，并实现对新农

村的整体化建设和品牌化

经营，从而带动村民脱贫

致富

康县阳坝镇田坝新村一角。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兴源土特产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分拣包装黑木耳和银耳。 焦杨红摄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
沟村距离延安市区15公里，黄延高
速辅线穿村而过。这个位于黄土高
原上的小村落，不仅有驰名中外的
安塞腰鼓，更坐落着木屋酒店、花样
迷宫，在豪迈的西北风情之外，又添
了一缕柔美的江南韵味。在 2014
年之前，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山
区贫困村，是被群众调侃为“出行
难、娶媳妇难、村干部干事难”的“三
难”村。短短几年间发生如此大的
变化，秘诀何在？

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2015
年，在镇村两级党组织的牵线搭桥
下，南沟村外出创业成功的企业家
张维斌回乡创业，注册了延安惠民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启动了南
沟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建设。之后，
南沟村在与这家公司的合作中，不
断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这才有了南沟村如今的新
面貌。

高桥镇党委书记延永宏介绍，
在实现“资源变资产”的过程中，该
村党支部在对全体村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将全
村 22500 亩撂荒地、沟洼地、滩涂
地和山林地，折股量化到村党支部
领办的南沟生态旅游经济合作社，
合作社再将土地资源和财政投资项
目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入股延安
惠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公
司每年保底给合作社固定分红 50
万元，合作社按占股比例为村民
分红。

在实现“资金变股金”的过程
中，按照“量化到村到户、参股保底
分红、滚动循环发展”的方式，该村
将陕西供销集团3500 万元专项扶
贫资金入股到惠民公司，占股35%，
获得收益前每年固定分红 150 万
元，其中 100 万元用于扶持全镇
651户贫困户发展产业。南沟村又
组织全村村民集资组建了花样迷宫
专业合作社，股金由46户贫困户的
46 万元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村民
自筹资金组成，与南沟景区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合资兴建了花样迷宫停
车场，现已对外开放。

在实现“农民变股东”的过程
中，该村党支部通过领办和组建合
作社，积极动员全体村民参股入股、
人人持股，拓宽增收致富的渠道。
除了南沟生态旅游经济合作社和花
样迷宫专业合作社，南沟村还组建
了苹果专业合作社，以1060亩承包
地入股惠民公司的子公司延安惠民

果业发展有限公司，占股49%，建起
了矮化密植苹果示范园。果园前期
投资由公司承担，盈利后按股份比
例分红。

政策好，还要让村民理解好。
张光红是高桥镇的副镇长，也是南
沟村的驻村干部，给村民讲解惠民
政策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要用村民
听得懂的大白话来讲。”张光红说，

“在贫困户家里，我告诉他们，这 1
万元钱是国家给的，村里帮他们投
到停车场生意上。从今年开始，每
年年底分2000元钱。即便停车场
生意不好，之前分的钱也不用退回
来。村民明白这是一件特别靠谱的
事儿，自然愿意跟着村里一起干。”

张光红告诉记者，如今南沟村
的农民除了户均10亩果树产业外，
人人是股东，每户至少入股一个合
作社，有的入股了三个合作社；人人
是产业工人，有的在园区务工，有的
围绕园区办农家乐、小卖部等，就连
周边村镇甚至县里的不少人也来这
里务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随着

‘三变’改革的推进，村民形成了多
元稳定的增收渠道。不仅如此，从
2016 年起，由惠民公司出资，给全
村 60 岁、65 岁、70 岁以上的老人，
每人每年分发 1200 元、1800 元、
2400元的养老金，贫困户家庭里的
老年人，每人每年在此基础上再增
加600元。村民们的日子一年更比
一年好。”张光红说。

今年 64 岁的李有旺是南沟村
的贫困户，记者见到他时，他刚刚在
村委会领到了惠民公司发放的养老
金。1800 元，他笑着数了好几遍。
李有旺说，老伴2015 年去世后，他
就没有精力种地了，家里十几亩地，
一部分流转给村里搞合作社，剩下
一些自己种；国家给的 1 万元钱扶
贫资金投到停车场，听说今年底就
能拿到第一笔分红。李有旺说：“日
子过得越来越有劲头了。”

“三变”改革让南沟村焕发了新
面貌，但这出好戏才刚刚开场。“‘三
变’还要往深里推，接下来要思考确
权、赋权、易权的问题。确权，要解除
农民的后顾之忧；赋权，要解除土地
承包人的后顾之忧；易权，让土地入
市实现效益最大化。土地是农村最
大的生产资料，一定要把土地这篇
文章做透，才能释放出‘三变’改革
的最大红利。”安塞区委书记任高飞
说。届时，或许就是一幅“让村民种
着果子，包里装着票子，开着漂亮的
车子，住上舒适的房子，培养出优秀
的孩子”的美好画面。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

从“三难”到“三变”
本报记者 牛 瑾

南沟村村民正在领取来自花样迷宫停车场项目的分红。 尚文庆摄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年度报告

（2017 年）》指出，2017 年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在继续推动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进程、丰富融合内容、提升融
合质量的同时，着重围绕农民持续
增收、农民就业创业等方面聚焦发
力，取得了明显成效。

农村产业融合主体不断涌现。
目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主体已
实现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从单
纯生产到综合带动、从收益独占到
利润共享的转变，展现出较强的经
济实力、发展活力和带动能力，进入
到成长成型的蓬勃发展期。据统
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各类新主
体超过300万家，新型职业农民超过

1500 万人，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
22.7万家，已服务3600多万农户。

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提档升级。
2017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12448.8亿元，同比增长39.1%；农村
网店达到985.6万家，带动就业人数
超过2800万人。新产业新业态加快
发展，已成为农业农村发展新活力
和新动能的重要来源。

农企利益联结机制更加紧密。
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深
入推进，经营主体同农民形成了订
单生产、股份合作、产销联动、利润
返还等多种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探索出了“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固
定租金+企业就业+农民养老金”“土
地租金+务工工资+返利分红”等多
种收益分配形式。

年度报告指出，不断拓展的农
牧结合、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网购
电商、乡村养生养老等领域，成为农
民就业创业的巨大平台和重要载
体。2017 年，全国返乡创业人员超
过 740 万 ，其 中 返 乡 农 民 工 占
72.5%；全国从事休闲农业的人员达
到900万，带动了700万户农民从中
受益。返乡下乡创业人员中82%以
上创办的都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类项目，广泛涵盖特色种养业、农产
品精深加工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等产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
任、新闻发言人严鹏程指出，同时也
需要看到，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向加速阶段
迈进的关键时期，仍面临不少问题

和挑战。比如协同推进机制尚不健
全，中央和地方之间、各有关部门之
间的协同配合仍有待加强；要素瓶
颈制约仍较突出，土地、资金、人才、
技术等关键要素支撑仍不到位，融
资难、融资贵、用地难、人才缺等问
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农户与新
型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还
不够紧密，农户不能充分分享二三
产业增值收益；产业融合发展层次
仍然不高，不少农村产业融合企业
数量小而散，农产品加工深度不足，
产品质量和档次有待提高，产品品
牌竞争力不强。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坚持问
题导向，不断创新思路、强化支持，
持续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推向纵
深。”严鹏程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年度报告指出

农村产业融合开始“加速跑”
本报记者 熊 丽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有 18 个
少数民族，其中畲族人口全国最多，
有4.06万人。同时，上杭县还有龙
岩市仅有的两个民族乡——庐丰畲
族乡、官庄畲族乡。

近年来，为推动少数民族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上杭县一方面投入上亿元资金支持
民族乡村各项建设，另一方面大力
弘扬民族文化，通过民族特色村寨
建设、举办畲族文化节等举措，走出
了一条以文化促乡村振兴之路。

目前，该县民族特色村寨建设
正在加紧推进。该县先后有6个民
族村被列入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创建试点村；2 个村被国家民委命
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今年
该县重点实施2个畲族乡集镇环境
综合整治提升项目、围屋保护与开

发项目、畲族文化公园建设及畲族
文化互动体验活动项目等，以特色
产业带动乡村振兴。

在庐丰畲族乡，一座融合了客
家建筑特色、具有 260 多年历史的
蓝氏家庙坐落在畲族文化公园内。
以蓝氏家庙为中心，这里正在兴建
家庙广场、祭祖仪式台、畲乡民俗文
化长廊等，实施“畲乡文化休闲小
镇”建设。

当地村干部告诉我们，畲族文
化公园将成为当地重要的畲族文化
活动场地，村里的船灯、舞狮、山歌、
树叶吹奏等畲族特色文化可以在这
里集中展示，民族文化将得以很好
地传承和弘扬。“畲乡文化休闲小
镇”建成后，将吸引游客前来观光，
在弘扬畲族文化的同时为广大村民
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福建上杭县以民族文化促振兴

畲乡小镇引客来
本报记者 薛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