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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产业

带动云南一批乡村“焕新”

“以前出门讲方言就行，现在还要学一点普

通话了。 ”

79

岁的齐正忠说，没想到这两年不仅

孙子、孙媳妇回来创业，村子里还住了不少外地

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齐正忠的家在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杨官田

社区土瓜冲居民小组，自家老房子经改造成了绿

意盎然的多肉植物小院。 返乡的孙子、孙媳妇在

家经营一家田园餐厅，服务村民和来自天南地北

的旅居客人。

土瓜冲距离马龙城区

5

公里，距离曲靖主城

区不到

20

公里， 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可在几年

前，正是因为进城务工方便等原因，很多年轻人

选择外出打工或迁盖新房，

120

多间老房子由此

被闲置，土瓜冲成了典型的“空心村”。

今年初，马龙区引进云南一家文旅开发有限

公司等对闲置房屋进行改造，政府整合涉农资金

提升公共基础设施水平，村集体统一租赁房屋并

进行维修加固和外部改造，企业则负责房屋内部

装修、家具置办和运营管理。

作为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产物，乡村

旅居是集居住、旅游、休闲、度假、疗养等为一体

的新型生活方式，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都市人群的

欢迎。 土瓜冲居民小组长张正兵说，得益于乡村

旅居产业的布局，不少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也看到

商机，纷纷返乡创业。 曾经有些冷清的土瓜冲，如

今人气渐旺、充满生机。

在云南，像土瓜冲这样因乡村旅居产业而改

变的村寨还有不少。 在苍山脚下的大理市中和

村，如今成为远近闻名的“文艺村”。

中和村村民小组长杜武介绍，中和村原有村

民共

129

户约

600

人。

2015

年起，中和村通过整

合改造并活化利用闲置老宅，在保留传统风貌的

基础上融入艺术和非遗元素， 推出

56

个院落向

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开放，逐步吸引外地旅居客前

来“安家”。 客栈、餐饮、旅拍、培训学校、动漫创

意等各类企业也陆续入驻，如今村里的“新大理

人”已达

1000

多人。

行业人士称， 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广

大农村地区的交通条件、公共设施、服务配套等

均有明显改善，能满足旅居客对品质和便捷生活

的需求。 田园生活的“松弛感”也对城市人群有相

当大的吸引力，乡村旅居产业有望为乡村旅游和

乡村建设提供新动力和新方向。 （据新华社）

重庆市垫江县：

一碗小豆花 串起大产业

泡豆子、磨豆浆、点卤水……一粒粒黄豆华

丽变身成鲜嫩可口的豆花。“很好吃， 感觉很细

嫩，吃起来很有弹性。 ”“垫江豆花确实好吃！ ”近

日，产自重庆市垫江县的石磨豆花收获了消费者

们的一致好评。

该县作为中国石磨豆花美食之乡，有千年鲜

食豆花的历史。 一碗洁白如玉的豆花，一碟麻辣

鲜香的佐料，就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甑子饭，这就

是千百年来垫江石磨豆花的食用标配。 近年来，

垫江县以豆花美食为媒介，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今年我承包了

200

亩土地，用于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玉米和大豆都获得了丰收，大豆

今年的亩产在

300

斤，每亩实现利润

1000

元。 ”

垫江县高峰镇建新村大豆种植基地负责人张勇

告诉记者。

垫江大豆种植历史悠久 ， 春夏两季均可种

植，且出豆花率高，豆香味浓，复合种植效益好。

按照“新型经营主体

+

村集体经济组织

+

农户”

粮经统筹发展模式，同时加强大豆新品种、新技

术、新模式、新机械推广应用和跟踪服务，垫江县

2022

年的大豆种植面积达到

9.4

万亩，全年大豆

产量达

1

万吨以上。

随着“豆花经济”的火热，围绕豆花形成的多

样化业态不断涌现。 在去年入驻垫江的重庆和豆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磨豆、点浆、压榨，一

道道工序有条不紊，生产出来的包浆豆腐通过冷

链运送到全国各地。“我们以垫江石磨豆花为基

点，加快延伸产业链条，开发垫江石磨豆干、豆蓉

酥等

26

类快销产品，以工业化、标准化的发展方

式，让垫江石磨豆花香飘四方。 ”垫江县商务委员

会主任吴文聪介绍。

探索“标准化、连锁化、产业化”发展路径，做

好“土特产”文章，垫江豆花产业不断壮大。目前，

川渝地区已有

3000

多家门店， 产业链从业人员

超万人。

2024

年上半年，仅“垫江石磨豆花”产业

营业额就达

26.2

亿元，一碗豆花奋力“绽放”在

乡村振兴富民路。 （据《农民日报》）

寒冬时节，漫步在山西省晋

中市昔阳县街头 ， 道路平整干

净，高楼鳞次栉比，城市绿化连

线成片，“口袋公园” 点缀其间，

为这座小城增添了几分生机与

暖意。 行人悠然自得，享受着这

份宁静与美好。 昔阳正以其独特

的魅力，展现着宜居宜业的县城

新风貌。

这些清晰可见的变化，无不

折射出昔阳这座小城“二次生

长”的蓬勃生机。近年来，昔阳县

围绕“让百姓安居乐业”目标，统

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从生态

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完善、公共

服务提升、培育新型业态等多维

度出发，系统性更新盘活城市资

源，加快实现产城融合，让城市

“颜值”与“气质”双提升。

如今，地处山西省太行山西

麓的昔阳县，已荣获国家园林县

城、国家卫生县城、中国宜居宜

商宜游最具魅力县、住建部县城

体检与宜居县城建设先行县等

多项殊荣，见证了其从昔日小城

到如今宜居宜业新城的华丽转

身。

城市更新面貌

幸福指数攀升

近年来，昔阳县聚焦“安居、

乐业”目标 ，遵循“不搞大拆大

建，不搞重复投资，不搞千城一

面”原则，充分盘活利用闲置低

效资源，让“存量”变“增量”，努

力探索集约化、可持续化的县城

更新模式。

老旧小区改造既是城市更

新的重要内容， 更承载着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新向往。 昔阳县聚焦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施县城

雨污分流、管网扩容改造等项目，

翻新道路

25

公里，改造背街小巷

1.9

万平方米，改造升级老旧小区

41

个，惠及群众

2530

户，并为

12

个小区加装电梯， 改善了县城居

住环境，提升了居民生活质量。

除了基础设施的改造完善 ，

昔阳县还注重城市绿色空间别具

一格的拓展。

1.5

万米的健身步道

镶嵌城中， 六大主题公园每一处

都充满巧思与创意，

36

个小游园

的点缀， 使得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达

15.51

平方米，实现了“推窗见

绿，出门见园”。

同时，昔阳县将历史文化、特

色建筑等要素融入城市建设，以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题，串

联好人广场、 县博物馆、 同心公

园、武家坪等重要节点，打造奋斗

大道，诠释“奋斗之城”的独特内

涵。

惬意生活新篇

共建共治共享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 昔阳县

更加注重全龄关怀， 努力打造民

生幸福家园。 对于老年人群体，昔

阳县建设了幸福养老服务中心，

提供老年餐厅、棋牌室、便民服务

代办中心等多功能区域， 形成了

“互联网

+

家庭

+

社区

+

物业

+

医疗”的一体化养老模式，努力满

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和精神文

化生活。

对于少年儿童群体， 昔阳县

建成试运营全省县级唯一的儿童

科技探索中心， 为孩子们提供一

个集学习、娱乐、探索成长于一体

的多彩世界。 昔阳县还不断增加

儿童公共服务投入， 持续拓展儿

童成长空间。

此外， 昔阳县推进的智慧城

市建设，正逐步改变着城乡管理、

交通出行、就医养老等多个领域。

特别是通过市场化运作、 物业化

管理、网格化监管模式，构建“智

慧城管”平台，实现了城市管理要

素、过程、决策的全方位数字化。

产业转型升级

赋能城市发展

昔阳县的宜居宜业建设并非

一蹴而就，而是科学规划、稳步推

进的结果。 尤其是昔阳县坚持问

题导向，优化转型路径，加快推动

产业转型，努力实现以产兴城。

在农业方面， 昔阳县因地制

宜发展

13

条沟域产业振兴带，带

动发展肉牛、生猪、菌菜等

8

条产

业链，持续提升“昔阳红 ”公用品

牌含金量、竞争力。

在工业方面， 昔阳县在做好

煤炭产业稳盘托底的基础上 ，深

挖资源优势，加快形成“美

(

煤炭

)

丽

(

锂电池

)

花

(

化工

)

园

(

新能源

)

”

工业体系。

在旅游业发展方面， 昔阳自

然风光秀丽，文化底蕴深厚，该县

不断丰富“旅游

+

”业态 ，高标准

打造民宿集群，擦亮叫响“最美昔

阳红”文旅品牌，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观光旅游。

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 让昔

阳县成为晋中市唯一的文旅赋能

型县城试点县， 红旗一条街被打

造成为“那年昔阳” 特色民俗街

区，日均接待游客

3

万余人次，实

现了“观赏流量”向“消费流量”的

转化。

2024

年前三季度，昔阳文

旅产业带动三产对

GDP

增长贡

献率达

43.4%

， 三产增速居晋中

市第。

昔阳县委书记黄亚平表示 ，

昔阳县有信心用三年时间， 全面

构建起产业兴旺、县城繁荣、旅游

成势、 人居和美的县城城镇化发

展新格局，形成可推广、可借鉴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昔阳路径”，为

更多地方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刘小红 田宏亮）

江西南昌：非遗小辣酱“映红”富民路

山西昔阳

打造宜居温情小城

引领城市发展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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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深冬时节，在位于江西省南

昌市东湖区扬子洲镇的江西久

鸿庄园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辣酱香味，

工 人 们 正 用 力 翻 炒 着 锅 中 的

酱料。

“扬子洲辣酱是南昌有名的

特产，一罐美味的辣酱，是当地

人无可替代的味蕾唤醒剂。 ”江

西久鸿庄园食品有限公司负责

人陶九筷介绍，东湖区扬子洲镇

的辣酱制作工艺，在当地传承了

百余年，是南昌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

作为南昌东湖区扬子洲镇

辣酱制作工艺的第五代传承人，

陶九筷不仅坚持传统辣酱制作工

艺，还不断尝试创新。“目前，我们

已经研发出小米椒辣酱、 黄豆小

米椒辣酱、蒜蓉辣酱等 20 多种产

品，市场反馈很好。 ”陶九筷说。

“此外，公司还成立了研发

中心， 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同时

逐步实现工业化、智能化生产。

目前，我们年产辣酱 500 万瓶，

销售额达 5000 万元。 ”陶九筷

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 为保障辣酱

原料品质， 陶九筷在南昌市东湖

区扬子洲镇和安义县设立了两个

种植基地， 并让 100 多户农户参

与种植辣椒、大蒜，再以高出市场

价回购， 每年为当地群众增收

200 余万元。“下一步，我们计划

在周边设立新的种植基地， 带动

更多农户种植辣椒和大蒜， 全方

位、多层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

陶九筷表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

之重。 据了解，南昌市东湖区始终

聚焦产业兴旺， 因地制宜发挥资

源优势，做大做优特色产业，以特

色农产品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助

力乡村振兴。

（王辰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