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贵州省

贵定县盘江镇依托当

地农业资源优势 ，围

绕坝区高效农业发展

定位， 大力发展“水

稻＋油菜＋稻田鱼 ”

特色农业项目， 推动

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

融合发展， 有效带动

当地群众增收， 助力

乡村振兴。

图为 近日， 在盘

江镇“金海雪山 ”景

区， 游客乘坐观光小

火车观赏油菜花。

杨文斌 摄

铜陵市义安区

乡村“高颜值”

如何变现“附加值”

着墨山水田园

留住乡愁韵味

日前， 笔者来到铜陵市义安

区钟鸣镇泉栏村时， 阳光正温暖

地照耀着这个小山村。 村部旁边

的一汪清水倒映着青山、白云，清

新的空气沁人心脾。从村部出发，

沿着水泥硬化道路， 两三分钟后

便可看见泉栏河。

“泉栏河发源于山上的泉水

坑，穿村而过。 ”泉栏村党总支书

记林海告诉笔者， 村里以村庄改

造、环境整治为突破口，充分利用

泉栏河穿村而过的特点，新建、改

造了 6 座小桥， 实现了让村庄回

归山水生态、回归自然特色。

移步换景， 同样在深山之中

的钟鸣镇金山村龙潭肖自然村，

依山傍水间，白墙黛瓦参差错落，

村口前一座青石拱桥下流水潺

潺。在村落中间，映入眼帘的便是

“龙潭”。 村后有一龙泉， 与龙潭

遥相呼应，泉水清澈，终年不息。

龙潭河从村庄内穿境而过， 村庄

依地形散落在龙潭河两侧， 在航

拍镜头下，景色如画。

“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我们突

出规划与建设协同，坚持从山水、

田园着墨，保留乡愁韵味，彰显独

有特色，已经建成的 99 个省级中

心村，村村都有不同风光、处处都

有独特看点。”义安区美丽乡村建

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方小山告诉

笔者。

义安区山水林田湖俱全，近

年来，该区打造了梧桐花谷、十里

长冲等人气景点， 结合长江江心

洲风光和生态保护塑造了“长江

湾里·圩洲风光”品牌，还打造了

“水韵犁桥”“红色钱湾”等一大批

“明星村”。 该区西联镇犁桥村、

胥坝乡群心村、东联镇合兴村、天

门镇金塔村、钟鸣镇水村村、顺安

镇凤凰山村等获评“全国美丽宜

居村庄示范 ”“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中国美丽田园”等“国字号”

荣誉。

推进农旅融合

带旺乡村人气

位于铜陵市义安区西联镇犁

桥 村 是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重 点 村 ，

2018 年以来， 已组织开展了三届

“中国·铜陵田原艺术季”活动，擦

亮了“犁桥艺术村”品牌。 近年来，

义安区立足该村“梦里水乡”实

际，打造了犁桥水镇景区，让“犁

桥”这个乡村文旅品牌火爆出圈，

吸引了周边芜湖、 合肥以及苏浙

沪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在义安区，火爆“出圈 ”的不

止犁桥村。

天门镇金塔村引能人返乡，

打造中药材生态产业园， 并逐步

推动中药材种植向融合了生态旅

游观光功能的新型农业种植转

变，打造了“四季花海”和亲子活

动园、采摘园、主题庄园，为乡村

聚了人气、添了活力。 位于该村的

“梦思康百合庄园”成功跻身国家

3A 级旅游风景区。

游美丽田园、赏绿水青山，吃

农家美食、 摘新鲜水果……近年

来，义安区着力激活乡村“美丽引

擎”，以千年青铜文化、白姜文化、

凤丹文化为底蕴， 打造了九凤路

风景廊道，举办文旅推介会、白姜

文化旅游节、凤丹文化旅游月、田

原艺术季等活动，带旺乡村人气，

年吸引游客超 450 万人次。

该区还完成全域四大板块规

划和首批 3 个精品示范村规划编

制，着力打造中国凤丹文化研学基

地———顺安镇凤凰山村、安徽和美

乡村精品示范村———西联镇犁桥

村、全国中药康养示范村———天门

镇金塔村，并谋划建设犁桥水镇二

期、“江南铜谷” 风景廊道等 18 个

重点项目， 持续推动乡村“高颜

值”转变为发展“附加值”。

完善产业联结

添彩幸福生活

央视直播报道景区浓浓年味、网

络“大 V”2 分钟视频专门推介……

今年春节， 可以一站式满足游玩、

吃饭、温泉、住宿等各种体验的永

泉小镇人气火热。 春节期间，小镇

累计接待游客 17.1 万人次。

永泉小镇位于铜陵市义安区

金桥村，有“忆江南十二景”“江南

味道” 小吃街， 还有农家小院内

“农家厨娘”做的地道农家菜。

义安区于 2018 年试点成立村

企发展联合党委，联合党委既“务

虚 ”又“务实”，在征地拆迁 、协调

矛盾、促进就业上发力，以村企联

建方式释放组织活力、促进融合发

展。 如今，成立村企联合党委这一

模式被复制推广，梧桐花谷、梦思

康百合庄园等一批知名景区与周

边村成功牵手，让村民吃上了“旅

游饭”。

乡村美了、产业有了，义安区

还着力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近

年来，该区围绕产业发展、寻味乡

愁、文化传承等主题，通过组织创

作广播剧《寻梦江南》、传唱《铜陵

牛歌》、 举办传统文化节活动等方

式，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更对

味的“文化大餐”， 也让农村百姓

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刘洋）

从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金凤村钱庄出发，沿着九凤路前行，沿途可见苍翠的

青山、白墙黛瓦的特色民居以及历史厚重的人文景点，秀美的乡村风光尽收眼底。

以路引景，“串”出乡村风景线。 近年来，铜陵市义安区在抓好乡村建设的同时，完善

配套、彰显特色，把可看、可吃、可玩、可研学的资源进行统筹、规划、整合，并通过推动村

企抱团、培植“美丽产业”等方式，让和美乡村成为魅力板块和发展新引擎。

福建：

支持试点县发展庭院经济

近日， 福建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印发通

知，支持一批试点县发展庭院经济。 力争截至 2025

年底，全省培育超 200 个庭院经济重点村、6000 户庭

院经济示范户，带动千家万户发展庭院经济。

按照试点先行、分类推进的原则，福建省将因地

制宜确定庭院经济试点县，重点支持 38 个乡村振兴

重点县及欠发达老区县 ， 兼顾脱贫人口较多的县

（市、区）。 对上年度试点工作推进力度大、发展势头

好的试点县，可延续巩固提升。

省级财政对试点县给予适当资金补助。其中，按

照每户不超过 1 万元的标准， 对试点县的庭院经济

示范户给予补助， 可叠加享受脱贫户发展产业到户

资金补助， 示范户总补助金额不得超出该户发展庭

院经济的投资额； 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示范户

10 户以上发展庭院经济，每带动一户示范户，按不

超过 5000 元给予补助，每个经营主体补助总额不超

过 20 万元。

各地可结合实际采取直接补助、以奖代补、贷款

贴息、 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庭院经济发展。 试点资

金用于支持庭院经济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等必要的

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用于到户发展庭院经济产

业补助， 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 农民

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示范

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联农带农发展庭院经济。

（孙宗亮）

宁夏中卫：

大棚里的“电商致富梦”

近日，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镇罗村，村

民朱建国正在温室大棚内忙碌着， 眼前的辣椒青翠

碧绿，长势喜人。

“我家种的火龙果过年期间全部卖完了。 ”朱建

国笑着说，“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在乡村振兴的大

潮中， 我们村的产业一天比一天好。 之前我在外面

打工， 现在村子发展环境越来越好， 我便选择了返

乡创业。 ” 如今朱建国在鼎腾现代农业设施蔬菜标

准化示范基地承包了 6 座大棚， 分别种植火龙果、

青椒、黄瓜等果蔬。

近年来，镇罗镇积极对接宁夏农业科学院、上海

农业科学院、宁夏大学的专家学者，借助科研力量，

建立镇罗镇设施蔬菜核心产区技术指导“专家工作

站”，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提高设施蔬菜种植的科技含量。

技术上有专家领进门， 销路上朱建国也不再发

愁。 镇罗镇积极拓宽市场，先后与广州、东莞建立长

期供港蔬菜销售链， 凭借瑞农、 新汇发等合作社在

全国各地成熟的市场资源优势， 引导扶持建立产销

机制， 对外与外销市场签订销售合同， 对内与农户

签订生产订单， 从而保障农户种出适销对路的蔬

菜，确保产得出、卖得掉。

目前， 镇罗镇电商蔬菜销售平台逐步扩大，瑞

农、平顺发、新汇发、鼎腾合作社等利用电商销售网

络信息平台，年销售量达 50 吨。 设施蔬菜大棚架起

越来越多农户的“电商致富梦”。 （王旭）

陕西礼泉：

特色养殖“兔”飞猛进

日前， 走进陕西省礼泉县昭陵镇冯马村肉兔养

殖场内， 一排排兔笼整齐划一， 干净整洁。 靠近兔

笼，一只只圆滚可爱、毛发光亮的大白兔可爱极了：

有的正在悠闲进食，有的不时摇头晃脑，煞是喜人。

养殖场负责人刘伟正忙着喂养饲料， 查看兔子的生

长情况。

“我是土生土长的礼泉人，前些年在外地打工，

看到肉兔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 而且我也很喜欢兔

子，当时就萌生了回乡养兔的想法。 ”谈起自己的

“养兔经”，刘伟娓娓道来。 2019 年，他满怀热情和

希望回到家乡，建起了他的肉兔养殖基地，从河南

引进了第一批共 100 多只伊普吕品种的肉兔进行

养殖。

繁殖快、产量高、见效快，这让刘伟在肉兔养殖

的道路上节节攀升，“兔”飞猛进。 如今，他的肉兔繁

育基地不断扩大， 肉兔也从起步时的 100 只增加到

了 4000 只。 目前，养殖场一年能出栏 12 批肉兔，年

销售量 20 万只，家庭年纯收入可以达到 20 万元。

近年来，礼泉县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振兴

为主线，立足“特”字挖潜力，加大特色产业培育力

度，积极盘活农户庭院资源，引导农户发展兔子、飞

鼠、 肉鸡等多元化生态特色养殖， 为农户带来广阔

的“钱”景。 （李晶晶 张美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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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贵州贵定：“农旅融合”促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