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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旅融合 村民增收
■ 张宏洁

近日，走进安徽省肥西县官亭镇
半店社区路边一个家庭农场，只见地
里的茭白郁郁葱葱，不少游客在池塘
边垂钓。农场主人解光勇坐在自家
院子里摘菜，为游客准备午餐。

“食材基本上都是我家农场种养
的。”解光勇说，农场距官亭林海景区
不远，占地158亩，不仅种了茭白、香
椿、小西红柿等时令蔬菜，还养了小
龙虾、黄鳝、鱼等水产和鸡、鸭、鹅等
家禽，今年又新栽了200多棵橘子
树。丰富的业态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休闲和采摘，生意越做越红火。

“周末或节假日想来乡下体验一
下慢节奏生活。官亭镇离合肥市不
远，周末带家人过来，不仅可以逛逛
林海景区，还可以到附近的家庭农场
体验农耕生活。”一名游客说。

“我们社区地处江淮分水岭，过
去缺水易旱，没人种茭白。前两年，
解光勇前往浙江学习，参加县、镇组
织的农技培训班，在本地培育出了品
质好、产量高的茭白。”官亭镇半店社
区党总支书记翟荣银介绍。

像解光勇家庭农场这样实行农
旅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官亭
镇还有不少。据介绍，近年来，官亭
镇流转5个村（社区）共6万多亩土
地，发展苗木花卉产业，成功打造出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官亭林海。为
丰富旅游业态，促进一二三产融合，
该镇在林海景区周边村（社区）培育
了429个家庭农场，其中，省级示范
农场4个，市级示范农场12个，县级
示范农场7个。各家庭农场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农业，年产值7700余万
元，带动3000多村民就近就业，人均
年增收近2万元。

安徽省肥西县官亭镇依托林海景区培育家庭农场，
发展特色农业，引来众多游客。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鹏

“做旅游，也是想让乡亲们能够吃好这碗
‘旅游饭’，让上庸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价值。”走
在圣水湖边，湖北圣水湖旅游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德琴告诉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

李德琴的身后，上庸镇静静地安卧在竹山
县城南的圣水湖边，千余座白墙黛瓦的庸派建
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一派安宁祥和，以其独
特的魅力吸引着八方游客。

荒僻小镇建景区

10年前，上庸镇还是另一番模样。
作为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地之一的圣水湖，

因为修建水库产生了不少移民，他们集体搬迁
到今天的上庸镇。

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之后，移民们几
乎家家都住进了三层到四层的小楼，住房虽然
宽敞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2010年搬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该怎
么生活。以前自己种粮食、养鸡养猪，搬上来
以后地没有了。”56岁的当地居民柯贤梅回忆，
为了生活，当时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孩子留
守在家。

2012年，在十堰市做房地产的李德琴来到
上庸考察，很快被当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
所吸引。位于神农架和武当山之间的上庸，本
是古庸国故地，从女娲、伏羲的传说，到“朝秦
暮楚”等典故，其历史浓缩了从上古时期至今
的中华文化，具有山水人文相得益彰的独特资
源。多次考察之后，李德琴决定在上庸投资做
旅游开发。2013年，圣水湖旅游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

旅游开发从零起步，绝非易事。李德琴
四处奔忙，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在了上庸，经过
几年的艰苦努力，庸国府大酒店、上庸文化博
览园等相继落成。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渐完
善，圣水湖旅游度假区逐渐成形，还带动了数
十家企业共同发展，承接了 50多个文旅项
目。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原本地处荒僻的上庸
镇逐渐变得人气旺盛，移民们的处境也迎来了

转机。许多人的生活因为吃上了“旅游饭”而
改变。

旅游催生创业热

“能帮的，我都尽量去帮。”李德琴说，不能
让老百姓守着宝山没饭吃，景区和酒店都优先
招收当地人，尤其是带动了当地妇女的就业。

从外地嫁到上庸的朱丹结婚后一直在家
当全职妈妈，2016年，她来应聘。

“刚开始我觉得自己条件不行，应聘的是
酒店客房部的工作。”朱丹回忆说，后来李德琴
问了她各方面的情况，建议她去景区当导游。
景区从十堰请了高级导游为大家做培训，朱丹
从讲解员做起，后来成为可以独立带团队的导
游。到2020年，已经是景区副经理的她，拥有
了自己的讲解员和导游团队。

2016年以前，唐忠艳同样是一位全职妈
妈，当年3月份，41岁的她应聘当了一名酒店
保洁员。“我的起步低，其他部门都不要。”唐忠
艳说，当时和她一起来应聘的，基本上都是镇
上的妇女。

靠着勤奋和努力，到2020年，唐忠艳已经
升职为客房部经理，不光收入翻了一倍，还通
过股权激励机制成了公司股东。“以前家里全
靠老公在外面打工，全国各地跑，一年也就能

带回来2万块钱左右。现在
旅游发展起来了，老公回来
开出租车，一家人团聚了，过
日子的底气也足了。”唐忠艳
乐呵呵地说。

除了就业，旅游业的发
展还直接带动了当地的创业
热潮。开民宿，办农家乐，搞
水上娱乐，销售土特产品，成
为当地人创业的首选。

“旅游旺季的时候，一天要来20多辆大
客车，这让大家的信心很足。”李德琴告诉记
者，在湖上做快艇生意，一家人的年收入少说
也有一二十万。此外，镇上还开起了100多
家民宿和农家乐，许多都是在她这里工作后
回去创业的。对这些创业者，她都会尽量照
顾。酒店接待不完的客人，她会推荐到镇上
的民宿去安置，有时候还会上门去看看，为他
们提一些好的建议。

柯贤梅如今就是这样一位边打工边开民
宿的创业者。5年前，51岁的她已经很难在
外头再找到工作，到庸国府酒店客房部上班之
后，她同时把自家闲置的三层小楼改造了一
下，又动员弟弟腾出闲置的房间，一起开了一
家有8间客房的民宿。李德琴非常关心她，除
了介绍客人之外，还经常帮柯贤梅出出主意，

告诉她客房应该怎么打理。
在上海做了20多年印刷行业的江霞在创

业过程中同样得到了李德琴的帮助。2014
年，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家乡的江霞回到上庸，
萌生了要回来创业的想法。2017年，江霞的迎
逸农庄落成开业。如今，第二期工程的主体也
已经建好，她希望将来能打造一个医养结合的
康养中心。

江霞说，自己和李德琴是抱团发展的合作
关系，高峰期的时候，李德琴常常把接待不了
的客人介绍过来，她的精神也鼓舞了自己：“这
些年看着旅游业带着镇子发展起来，移民的人
心稳住了，更看到了希望。”

把旅游业做成支柱产业

记者了解到，上庸镇如今的年游客接待量
已经超过了50万人次，全镇旅游综合经营收
入超过亿元。仅李德琴的企业就直接或间接
带动300多人创业、2000余人就业，带动100
多户贫困户脱贫，她本人也当选了省市县镇四
级妇联执委，并获得十堰市“三八红旗手”“全
国巾帼建功标兵”等称号。

“我们这里正在开发建设的旅游度假区，
将以圣水湖和上庸古镇为核心，着力打造三大
功能片区、两大风情廊道、七大项目组团、多个
乡村休闲聚落，与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等
旅游区实现融合，进一步推动旅游扶贫，助推
乡村振兴。”李德琴信心满满地说，“路还很长，
我想把旅游做成发展一方经济、涵养一方生
态、致富一方百姓的支柱产业，让上庸的乡亲
们都能吃好这碗‘旅游饭’。”

不同功能区应分类推进乡村振兴

李德琴李德琴：：让乡亲们吃好让乡亲们吃好““旅游饭旅游饭””

新女性新女性·新农村

■ 陈明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形成城市化地
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相
应地，我们也可以把我国的乡村划分为三种类型，第
一类是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第二类是典型
农区村庄，第三类是生态功能区村庄。

如何在三大乡村空间格局下分类推进乡村振
兴？首先要深入了解这三大空间格局下不同类型村
庄的特征与走向。

第一类村庄中，城中村和城郊村，在空间上已经
处于城市内部或城市周边，但在行政区划上或者说
组织形态上还保留了一部分乡村特征；经济发达村，
主要是指那些超级村庄，比如华西村、永联村、南街
村等等，它们通过发展工商业逐步成长为发达村庄、
富裕村庄。这类村庄处于乡村和城市的一个过渡地
带。它们早已不从事农业，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农地，
村庄的存在方式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又没
有完全融入现代意义的城市。村庄的居住形态、生
活方式、产权秩序、治理结构都表现出介于城乡之间
的特征。

城中村、城郊村是农民进城的一个落脚点，实际
上也是农民融入城市，转化为市民的一个出发点。
近年来，我国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周边的这种城乡接
合部的地方都在急速膨胀。以超级村庄为代表的大
量经济发达村，已具备独立发育为小城市的潜力，能
够实现就地城镇化。事实上，有些村庄通过吸纳周
边人口和村庄，包括发展工业，人口已经达到几万人
甚至上万，完全可以自己变成一个小城镇。这类村
庄的“乡村振兴”命题，实际上已转化为如何让这些
村庄有序融入城市的问题，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是，变
乡村治理体制为城市治理体制，让治理形态与空间
形态、产业形态相匹配。

第二类村庄是典型农区村庄。典型农区是耕地
规模大、生产条件好，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区，大
体上覆盖了现在我们划定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
农产品的保护区，比如江苏、山东、黑龙江、吉林、辽
宁、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份。当前，典型农区的一个
基本格局是，具有在城市谋生能力的人群大多已经
进城定居或者稳定务工，常住在农村的主要是专业
农户和一些留守群体。

典型农区实际上是开展乡村振兴的主战场，这
里乡村振兴的核心是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
市场竞争力。这个任务主要靠正在崛起的专业农户
来承担。现代农业本身不需要大量的人群堆积在一
起，在农业生产大量环节分化成纵向的规模化以后，
比如有了农业生产托管等社会化服务，仅仅进行地
头生产环节的农民，分散居住更具有经济的合理
性。典型农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顺应、把握和引导
人口布局的变动，根据村庄规模的合理分化，引导人
口向较大规模的村镇或者小城市集中。衰退型的村
庄也不要全部拆掉，一些好的建筑可以保留下来，把
村庄收缩为专业农户的居住点，让他们有农业生产
用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当然还要配套对土地制度、
集体经济制度、财政支农政策进行调整，使之与专业
农户生产经营的需求相匹配，为中国农业竞争力的
提升夯实基础。

第三类是生态功能区村庄。生态功能区主要分
布在“瑷珲—腾冲”线以西的广袤土地上。这一类村
庄又可划分为两种类型或两个区域，一类是人口稀
少不适合人类生产居住的地区，属于生态保护区；一
类是人口数量还不少，具备一定的生产基础和条件
的地区，可以划入生态建设区。生态功能区的特征
是，本地的资源难以承载过多的人口，或者由于自然
条件的限制，人口难以就地与其他的生产要素结合，
那么，这里的乡村振兴主要是做减法。据统计，1990
年到 2018 年，我国的自然村从 380 万个减少到 240
万，平均每年减少 5 万个，如果除去村庄合并的因
素，村庄自然消失主要发生在生态功能区。可以预
见，未来这类地区人口减少、村庄消失的速度不会放
缓，能够保留下来的主要是一些特色村庄。

生态保护区的乡村振兴，主要是通过易地扶贫
搬迁、生态移民搬迁，将人口成建制地迁出，并且通
过合理的土地补偿政策和就业政策进行妥善的安
置；生态建设区的村庄，有一些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
和文化资源，这些地区可以优先发展一些特色产业
和特色村镇，但由于产业的容量和承载力十分有限，
这种发展不会成为一个普遍状态，因此，这类村庄的
乡村振兴，还是要以城市化带动下人口流出为基本
前提。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
文据“陈明农政评论”头条号视频整理，经作者审阅）

“80后”柳文韬出生在湖北省利
川市农村，中学毕业一直在城里的酒
店做厨师。2008年，他返乡创业，开
始养殖黑鸡。

经历多次挫折，他繁育的黑鸡数
量从200只增加到3000多只，2013
年开始上市销售。经厨师圈的朋友们
口口相传，他的黑鸡进入了当地30多
家餐厅，到2014年 ，总供货量达到了
1万多只，销售额达到了100多万元。
后来，黑鸡供不应求，他成立了合作
社，召集周围农户一起养黑鸡。

他把鸡苗以3.5元每只卖给农户，
再以15元一斤的价格回收，并且还包
售后，有啥问题随叫随到。2017年，
他投资160万元开了一家主打黑鸡菜
品的餐厅。2019年，他的企业形成了

“养殖+销售+餐饮+屠宰+深加工”产
业链模式，年出栏黑鸡40万只，年销
售额 2000 多万元，卤制品销售额
1300多万元。

（据中农科新闻网）

返乡养黑鸡返乡养黑鸡
创出产业链创出产业链

近日，专家在云南省砚山县开展
马铃薯农药减量暨增产提质现场考
察，对试验示范田的马铃薯进行了实
打实收测产，结果显示，经3次“芸乐
收”处理的马铃薯较对照亩增产716公
斤，马铃薯的品质也更好：外皮光滑，果
实个大均匀，小果实少。

据介绍，“芸乐收”是一种新型绿
色环保植物提质增产剂，其主要作用
是苗壮、抗病、抗逆、增花保果、可改
善品质，提高产量。专家表示，植物
生长调节剂的应用是实现农药减量、
提质增效、绿色防控目标的关键措施
之一。 （据中国农网）

用对农药用对农药
土豆增产又提质土豆增产又提质

农技新知新知

斯玉 整理

专家论坛论坛

创富文摘文摘

陕西省吴起县白豹镇李桥村村民
毛有学曾是村里的贫困户，2015年在
帮扶干部的帮助下，开始发展养殖业。

起初，毛有学家只有4头黄牛，随
着养殖技术提高，他开始养殖西门塔
尔牛。“西门塔尔牛被称为全能牛，体
格大、生长快、肌肉多、生病少，很好喂
养。”他慢慢积累了养殖经验，家里的
日子也有了起色，2016年，他家甩掉
了“穷帽”。

如今，毛有学家存栏西门塔尔牛
16头、生猪10头，还种了20多亩玉
米，他用自家种植的玉米做饲料，大
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前段时间我把
牛卖了3万多元，等到秋天有几头牛
也到了出栏的时候，每头能卖近4万
元。今年下来，收入应该有20万元。”
毛有学说。

（据陕西农村网）

自己种饲料自己种饲料
降耗增效益降耗增效益

移民小镇变身人气旺盛的旅游镇，带动贫困户脱贫，带动乡亲创业——

城市化地区村庄的乡村振兴，当务之急是变乡村治理体制为城市治理体制，让其

治理形态与空间形态、产业形态相匹配；典型农区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核心是提升

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生态功能区村庄的乡村振兴，或通过易地扶

贫搬迁、生态移民搬迁，将人口成建制地迁出，或发展一些特色产业和特色村镇。

近日，四川省华蓥市天池镇仁和村果农杨正茹（右）带领村民采摘“青脆李”。
杨正茹和丈夫曾在外经商、务工，2018年返乡创业，租下村头250多亩石

漠化土地，带领村民栽植“青脆李”“五月脆”等优质水果。今年，他们种植的李
子进入盛果期，预计产果5万斤，收入30多万元。 邱海鹰/摄

石化山里结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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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庸镇俯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