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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同安军营村

高海拔村美丽蝶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位于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西北
部山区的军营村，与漳州、泉州毗邻，
距厦门城区 30 余公里。过去，这里
交通不便，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薄弱，
曾一度是厦门最穷的一个高海拔
村。近年来，军营村不断改善生态
环境，发展特色产业，如今已成为远
近闻名的“生态村”“文明村”。

“生态宜居”促乡村旅游

最近，军营村刚刚完成了全部
147 栋房屋的“平改坡”改造。作为
厦门市唯一的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试点村和厦门市乡村振兴重
点示范村，过去一年，军营村大力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其中最为
直观的就是村民住宅的变化，由过去
的形态各异、颜色各异，变成了如今
的红蓝屋顶相间，错落有致。

过去一年，厦门各级各部门紧紧
围绕“生态宜居”理念，推动军营村开
展中心溪整治、裸露山体整治和美丽
庭院建设等各项工作，让军营村的山
更绿、水更清、房前屋后更美丽。

素有“闽南小九寨沟”之称的七
彩池，是外地游客到军营村的必到之
处，月牙形的水池清澈见底，宛如明
镜。然而，在过去，外围裸露的山体
让七彩池的风光大为失色。去年，军
营村在七彩池周边的裸露山体上种
上了数万棵新树苗。

军营村党支部书记高泉阳介绍，
去年，军营村和白交祠村范围内的
17 处小范围的裸露山体得到了治
理，军营村另有 1600 亩生态林得到
修复，两村2万亩山地绿意盎然。

中心溪的整治，也是军营村去年
的重要工程之一。当地村民回忆，原
来的中心溪杂草丛生，溪床上多是淤
泥，再加上一些污水流入，导致环境
恶化。

后来，村里请来专业设计人员，
对中心溪进行重新规划设计。施工
人员将原来的溪水排干，先在溪底安
装污水管道，之后又将整条溪砌成了
鹅卵石护岸，还在溪流的一侧建起了
亲水步道，以方便人们沿溪边散步、
健身、观景。仅仅几个月，这条小水
沟就变成了一条生态溪，溪水清澈
明净，溪底的鹅卵石清晰可见。

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成为军营村
发展乡村旅游的契机。不久前，村民

高水银家的民宿重新营业。作为军
营村发展民宿和农家乐的先行者之
一，随着最近几年军营村乡村旅游
的兴起，高水银收益颇丰。

“去年村里启动‘平改坡’改造
后，我们也借机对自家的民宿进行
了改造。”高水银说，他家就在保留
原有特色农家民居的基础上，改造
了一批配有落地玻璃的大阳光房，
并对其中的硬件设施进行了提升。

高泉阳透露，为提高军营村的
旅游服务水平，在同安区委区政府
的推动下，今年 4 月，厦门旅游集团
与军营村成立合作公司，正式参与
到军营村的旅游开发中。合作公司
目前正在打造统一的民宿运营平
台，引导村民对现有民宿进行改造
提升，并将符合标准的民宿纳入统
一管理、运营，以提高乡村旅游的接
待与服务水平。

合作社鼓起“钱袋子”

“这些年，村民的‘钱袋子’鼓起
来了。”高泉阳说，依托专业合作社
推动特色产业发展的新机制，军营
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于2013年首次突
破万元大关后，2019 年预计可达 3
万元。

这是巨大的变化。上世纪80年
代中期，军营村有 700 多名村民，主
要收入来源是种植茶叶，全村种植
了400多亩茶园，人均年收入仅280
元左右。

“多年来，村民们上山开垦、整理
土地，山坳种茶叶，山坡种水果，山顶
大力造林……把绿色资源变成了乡
村旅游资源。”高泉阳介绍，如今，军
营村山上“帽子戴起来了”，全村公益
林面积已经达到 4100 亩；山下也开
发出来，村里种植了6000多亩茶园，
高山茶叶供不应求，全村80%的人从
事茶叶种植生产和销售，村民人均年
纯收入由 1986 年的不到 300 元，增
长到如今翻了近百倍。

村民“钱袋子”鼓起来的背后，作
为支柱产业的茶叶功不可没。海拔
高，固然带来交通不便，但也让军营
村适于种茶，这里出产的茶叶素有

“莲花高山茶”的美称，远销海内外，
军营村也一举成了厦门市重要的出
口茶叶种植基地。

早在 2010 年，高水银和几名村
民就联合办起了西营茶叶专业合作
社，将以往小农经济各自为战的状况
变为“抱团取暖”。合作社成立后，还
专门邀请专家到村里来指导社员种
茶制茶，镇村干部也带领合作社社员
赴安溪等地学习茶叶制作工艺，并在
全村推广。

恒力茶叶公司总经理高树足则
投入 5000 多万元兴建了 4500 亩有
机茶园，其中 2093 亩通过了绿色食
品认证。他倡议成立了村茶叶合作
社，通过“合作社+农户”“企业+农
户”模式推广新技术。就这样，军营
村家家生产茶叶，与合作社签订合
同，统一运营服务，统一利润分配；合

作社不断改良茶叶新品种，以保护价
向茶农收购茶叶，为茶农解决销售难
题，帮助茶农增加收入。

“如今，合作社不断扩大茶叶种
植面积，‘毛蟹’品种出口日本以及东
南亚国家，年销售额达 5800 万元。”
高树足说。

“高山党校”注入新动力

军营村党支部高度重视党建引
领，2016 年 4 月，厦门市委党校和同
安区委党校在军营村、白交祠村设立
了高山教学点，成为厦门市干部培训
和主题教育的重要基地。这不仅促
进了军营村党建更上一层楼，也为军
营村振兴注入了新动力。自挂牌成
立以来，高山党校共举办200多个培
训班次，培训学员1万多人次。

厦门市同安区委党校常务副校
长叶文彬介绍，为更好地推动高山党
校运行，助力军营村和附近的白交祠
村发展，去年，同安区结合两村的实
际需求和乡村旅游资源，邀请厦门旅
游集团作为军营村、白交祠村乡村旅
游整体开发运营商，对两村进行统一
规划、开发、招商、运营和管理。厦门
旅游集团提出以党建为引领，以旅
游、文创为手段，打造以文化引领带
动的“党建主题乡村振兴示范区”和

“高山乡居村落型休闲度假区”，努力
通过政治文化、生态文化、乡村文化
和传统文化的发掘，激活厦门高山乡
居旅游产业，以产业兴旺带动村民实
现生活富裕。接下来，各方还将继续
推动军营村和白交祠村民宿、高山特
色露营地以及体验类项目的开发，打
造“近者悦远者来”的乡居村落型旅
游目的地。

今年7月，军营村和白交祠村成
了“厦门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
学基地”，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和同安区委组织部签订共建协议，在
高山党校建立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双方把思政课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
有机结合，共同组织开展党建活动、
理论研修、人才培养、干部和师资培
育等活动。厦门大学党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徐进功
说，军营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浪
潮中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这样积极
的探索、生动的实践，有必要让青年
学子看到、感受到、学到、触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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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全景。 何东方摄（中经视觉）

海升公司智能温室内种植的串收番茄。 牛新建摄（中经视觉）

广西贵港覃塘区东龙镇

一根木材带旺乡镇产业
本报记者 周骁骏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陈自林

走进广西贵港市覃塘区东龙镇
木业集中加工园区的厂房，工人们正
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分拣、烘干、
涂胶、热压……木头经过一道道工
艺，变成一片片板材。

一根木材的能量有多大？当它
形成产业后，足以推动一个农业镇向
工业镇转化。东龙镇就依托一根根
木材，一步步走上了工业快速发展的
路子。到 2018 年底，该镇共拥有板
材加工企业400家，占覃塘区板材企
业总数的 37.6%。2018 年该镇板材

工业税收首次超过1亿元，达到1.49
亿元，占全镇总税收的 80.5%，成为
覃塘区乃至贵港市首个单个产业税
收超亿元的乡镇。

超龙木业有限公司是东龙镇板
材工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参与者
和见证者。

20 年前，东龙镇的板材产业还
是一片空白。1999 年，东龙镇开了
一家木片加工作坊，这便是贵港市超
龙木业有限公司的前身。

“2001 年投资 90 万元建厂，当

时的年产值就能达到五六百万元，发
展前景一片大好。”超龙木业有限公
司经理韦尚迁告诉记者。

一石激起千层浪，自那以后，东
龙镇的木片厂和木业公司如雨后春
笋般生长。

近年来，东龙镇围绕“以板为主、
家具主导、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思
路，立足东龙镇板材产业发展实际，
整合资源，大力培养扶持龙头企业，
加大科技投入，不断提高产品附加
值，增强产品竞争实力，促进以生产、

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板材产业提档升
级，加快了从建筑模板等低端产品向
装饰板、家具板、刨花板等高附加值
产品转变的步伐，全镇板材行业健康
快速发展。

如今，东龙镇已有大中型胶合板
生产企业 50 家、单板生产企业 300
多家、规模以上板材企业40家，从业
人员 1.1 万人，成为远近闻名的板材
工业生产重镇。

板材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当
地稳就业、促脱贫起到举足轻重的作
用。东龙镇古宝胶合板厂是覃塘区
今年新认定的就业扶贫车间，该厂厂
长韦明立介绍，今年 1 月至 7 月，扶
贫车间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20多
万元，有效改善了贫困户的生活。

据统计，目前，在东龙镇，共有从
事板材工业的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
1770家。“一根木头，旺了产业，富了
农民，美了乡村，铺就了乡村振兴之
路。”东龙镇党委书记覃桂新说。

甘肃张掖

“戈壁农业”有种头
本报记者 李琛奇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牛新建

甘肃张掖是传统农业大市，全
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穿境而过，在
戈壁荒漠中形成了大片肥沃的绿
洲。数据显示，全市适合发展非耕
地设施农业的面积达 546 万多亩，
日照时数 3000 小时以上，并有水
资源保障，发展戈壁农业得天独厚。

时值隆冬，在地处祁连山北麓
的民乐县海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智
能温室工业化栽培蔬菜包装车间
里，工人们正在忙碌。刚采摘下来
的新鲜“串收番茄”和“迷你彩椒”正
在装箱。

海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智能温
室 工 业 化 栽 培 生 态 示 范 项 目 于
2017 年 12 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
成投资 4.8 亿元，主体部分柱架已
安装完成，彩椒区和番茄区已投入
生产。

项目负责人祁胜平告诉记者，
一期项目占地 466亩，建有 20万平
方米的现代智能玻璃温室，采用集
智能升降温管理系统、精准水肥循
环系统、基质吊架立体栽培系统、物

联网中控系统等高科技手段于一体
的建造工艺和环控系统。“我们从荷
兰引进全球先进技术、设备、种子并
实现技术本土化。”祁胜平说，通过
采用现代化农业种植技术、数字化
智能管控、生鲜品牌塑造及营销流
通、农产品安全风控等，推动“农业
数字”到“数字农业”的顺利转型，目
标是打造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种植
技术最优秀、节能环保程度最高的
现代智能玻璃温室。

“我们的员工大部分是圆梦苑
的易地扶贫搬迁户。”祁胜平说，占
地377亩的民乐县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圆梦苑小区与海升公司只有一条
马路之隔。为实现易地扶贫搬迁贫
困群众能够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不反弹，民乐县积极推动搬迁群
众由“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

海升集团结合搬迁对象实际情
况和用工意向因户因人施策，积极
与地方政府签订带贫协议和用工协
议，实现了搬迁群众从普通农民向
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变。

军营村农户在茶叶合作社学习制茶工艺。 何东方摄（中经视觉）

“土如珍珠水如油，满山遍野大
石头”，河北省遵化市新店子镇沙石
峪村因这样的自然环境而得名。在
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张贵顺的带领
下，沙石峪人自力更生，刨山造地。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如今的沙
石峪发展葡萄特色种植和红色旅
游、绿色旅游，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乡村振兴大潮中，沙石峪人
又开始了新一轮创造。

沙石峪特殊的地质条件，让通
村主路“海棠大道”的建设颇费周
折。一边是山，一边是沟，路面又
窄，还要打造出景观效果。但困难
吓不倒沙石峪人，仅一个半月的时
间，沙石峪就完成了入村主路垒坝
和拓宽，其中垒坝出动人工 1.7 万
人次，动用土石方1万立方米，修建
了 3000 米的挡土墙。挡土墙修好
后，为了让海棠树成活，又填换了 2
万立方米的土。

一直以来，因为路不好走，很多
想开车去东山采摘葡萄的游客望而
却步。现在，全长 3.5 公里的东山
环山柏油路修好了，和原有的西山
路形成全长 6.2 公里的环村闭合线
路，将青年林、妇女林、合作林等景
观连成一线，形成了高标准的环村
旅游景观带。

在新的历史时期，沙石峪人的
思想与时俱进。传统粮食种植能解
决温饱，但很难实现富裕。调整种
植结构，发展市场前景好的新型农
产品。从上世纪80年代，就陆续有
村民种葡萄。30多年来，葡萄成为
农业结构调整的主打产品，不断引
进新品种、新技术，沙石峪成了葡萄
种植专业村，全村1500亩耕地中有
1000 亩种植了数十个品种的优质
葡萄，同时还种植了桃子、李子、柿
子、杏等，使得村里的果实采摘季节
得以最大延长。

葡萄种植大户张立柱早先种玉
米，一亩地最多收入千元。听说种
葡萄收入高，他也试种了两亩。刚

开始种不活，经过跟农技师学习，他
把葡萄秧栽在装满好土的塑料袋
中，再把塑料袋放到碎石土坑中
栽种。第一批葡萄就卖出了好价
钱，收入比种玉米翻了一番，他寻思
建20亩的葡萄园，做大葡萄产业。

张立柱用自家的好地，跟人置
换了 18 亩相对集中的坡地。可碎
石坡地上种不了葡萄，他就铁镐刨
石，徒手垒墙，肩膀挑土。“一小块一
小块地整，再连成片。”张立柱说。
现在，20 亩葡萄年产量达 5 万多
斤，年收入 20 多万元。近几年，他
又在自家葡萄园里设立了采摘园，
收入再次提高。

沙石峪干旱少雨、土少砂石多，
村里为此聘请专家，根据当地特殊
环境，定向培育出“玫瑰香”葡萄。
这种葡萄颗粒饱满，色泽鲜艳，甜度
适中，很受市场欢迎。目前，沙石峪
的葡萄主要有 4 大类多个产品，以

“ 沙 石 峪 ”命 名 的 葡 萄 品 牌 远 近
闻名。

2015 年起，每年秋季，沙石峪
都要举办葡萄采摘旅游文化节，吸
引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游览，品美味
葡萄，尝农家饭菜。沙石峪还被国
家 文 旅 部 评 为 全 国 农 业 旅 游 示
范点。

依托日渐红火的乡村旅游，沙
石峪村创新理念，培育了10家各具
特色的“农家乐”，很受游客欢迎。

王艳双家的“艳双农家院”由南
北两进房组成，中间的院子装成了
阳光房，摆了几张餐桌，整个小院最
多可接待 120 人就餐、十几人住
宿。“这几年举办采摘节后，口口相
传、慕名而来的游客多了，回头客也
多了。”王艳双说。

带着一家老小到此旅游的天津
市民李建旺说：“沙石峪风景如画，
物产丰富，而且吃住方便，以后还会
再来。”

据介绍，目前沙石峪村正在谋划
葡萄酒堡、外交小镇等一批新项目。

河北遵化沙石峪村

改造荒坡兴产业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施 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