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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福建省漳洲市东山县东沈村辖区内的

金銮湾海滨浴场、海湾公园等景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游客纷至沓来。“海湾整治让家乡海岛变漂亮了，游客

也就来了！”东沈村村民沈海燕说。

在东山县，从鲍鱼场拆迁户转型开起了旅游民宿，

“半路出家”的“沈海燕们”不在少数。东沈村成立了漳

州市首家村级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打造集民宿预订、

餐饮服务、特产销售等于一体的金銮农家民宿平台，现

已发展民宿 20多家，仅去年一年，游客们就为民宿经营

者带来了 300多万元的收入。

从“荒凉海岛”走向“东海绿洲”，如今，生态+理念

融入了东山的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优越的自然禀赋

和生态环境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推东山成为福建省

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中国最具投资潜力特色示范

县 200 强，并使它成为 33 个全国生态保护和建设典型

示范区之一向全国推广。

“拥抱”互联网，“高颜值”海
岛逆势而上

在干净清澈的海面上，成片的深水大网箱、小网箱

渔排规整有序，一改往日拥堵、脏乱的场面……这是东

山县推进海洋生态综合整治的美丽变化之一。

“多年前，在这里看不到这样的场景！”年逾古稀的

福建东山岛水产公司退休职工朱受感叹说，以前东山

渔船多、近海捕捞多，渔业资源受限于传统的讨海方

式，近海生态遭到破坏。

近年来，东山坚决守护好海岸、海湾、海岛、海滩、

海水“五海”资源，下大力气推进海洋生态综合整治，率

先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并重拳开展鲍鱼、虾池等无

序养殖乱象整治，3年来累计清退或迁移无人岛周边渔

排超 3.5 万格、筏式吊养约 4000 亩。同时，扶持发展远

洋渔业，形成全市最大的远洋捕捞船队，2019 年产量

3.4万吨。

不仅如此，东山还大力发展“互联网+新渔港”，加

强渔船渔港信息化建设，推行新型渔船定位系统；鼓励

发展一批高标准、现代化的工厂化养殖和封闭式循环

水养殖基地；组建 129家电商企业、近千家网店、3500多

人的“水产电商大军”……

绿林果飘香，成就富民金产业

“曾经‘水土不服’的台湾莲雾，如今终于在东山

‘扎根’。”台商苏明家感叹说。

20世纪 90年代，苏明家初到东山，便在东山县陈城

镇山口村风口位置的沙地上试种了 200 多亩台湾黑珍

珠莲雾，由于东山生态脆弱、风沙肆虐，以及种植技术

和管理不到位，莲雾产量并不理想。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苏明家果园周边种上了防

风林，原本沙化的荒滩上搭起了遮阳网，果园里的土壤

也得到了改良。如今的莲雾实现了品质和产量的提

升，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

多年来，东山着力打造绿色海岛，坚持“每年至少

投入 5000 万元、绿化 1 万亩”。如今的东山，全岛绿化

率超过 94%，获评全国首批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全国

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国家生

态县，在全国十大美丽海岛评选中取得第一。

依靠海岛良好的土质、水质及气候优势，东山岛大

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引入推广台湾青枣、百香果、凤

梨释迦等优新水果种植，涌现一批新型农业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有力带动农民就业增收。2019 年，全县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2.24万元，已多年稳居全市第一。

“搞好生态，荒滩上不仅能飘出瓜果香，还能发展

一系列富民金产业。”东山县有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年

来，东山全县游客人数、旅游收入以 20%的速度快速

增 长 ，2019 年 接 待 游 客 721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74.92 亿元。

漳州东山：生态+理念让“荒凉海岛”成“东海绿洲”

走进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留车村，科技日报记者

看到果园里瓜果飘香，幢幢民居整洁宽敞，村民们或

在地头采摘果实，或在扶贫车间赶制订单，展现出一

派祥和有序的新农村风貌。

曾经的一场天灾，使留车村沦为远近闻名的贫困

村；痛定思痛后经过一番自强不息的努力，一幅乡村

振兴的新画卷正徐徐铺开。

如今的留车村，述说着七年间一个个难以忘怀的

故事，也彰显着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坚实步伐。

曾经的支柱产业轰然倒塌

本世纪初，留车村开始大面积种植脐橙。这里阳

光充足、雨量丰沛、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种植条

件，使留车村脐橙迅速打响了果业品牌。

“当年全村脐橙种植 4000 多亩，27 万多株，商品

橙销售火爆，用脐橙做果汁，给橙子包装、打蜡，干啥

都赚钱。”留车村村主任陈忠添回忆道。那时候，大家

都铆足了劲儿在脐橙产业一条道上奔忙。

2013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脐橙黄龙病的暴发，给

留车村的支柱产业带来灭顶之灾。全村受灾果树达

到 80%以上，村民经济收入受到激烈冲击，尤其是

2010 年前后种植果树的农户，在种植前期投入了大

量的资金甚至债台高垒，未等到种植收益，果树便已

患病，导致许多种植户直接返贫，全村因而列入江西

省“十三五”贫困村。

村民陈皆治表示，没了脐橙，村里好多人都失去

了产业，由于没有相关的技术手段和经验，外出打工

成为唯一的出路。

当前多元转型的生态振兴

“现在果子进入成熟期，要及时采摘才不会烂

掉。”一片片绿洼洼的百香果园里，郁郁葱葱的藤蔓上

挂满浑圆饱满的百香果，陈皆治正忙着采摘今年的第

一批黄金百香果。

六年前的“被迫”转型，陈皆治至今记忆犹新，“这

片果园以前都是脐橙，要不是因为黄龙病，也不会种

百香果”。百香果采摘期长、产量高、价格好，平均年

亩产在 3000斤左右，因季节不同销售价格每斤在 2元

至 7元之间不等。

如今，陈皆治不但自己种植了 100 多亩百香果，

还成立了日日红种植专业合作社，在扶贫信贷支持

下，把以前的脐橙分级厂改成了百香果榨汁厂，他所

在的合作社共有 114 户农户，其中贫困户 89 户，除工

资发放外，年终每户分红保底 3000 元。陈皆治也因

此成为远近皆知的致富带头人。

多年脐橙产业的发展，使留车村人有很深的“脐

橙情节”。2017 年，黄龙病基本得到控制，在上级政

府和专家的帮助规划下，留车村实施了“山顶戴帽、山

脊隔离、山腰种果、山脚穿裙、园路绿化”的生态模式

建园，走上了一条生态复种的道路。

邝春景是留车村最早开始种脐橙的农户，一场

黄龙病让他的 100 多亩脐橙绝收，也让他认识到科

学种植的重要性。通过华中农业大学刘永忠教授

的手把手指导，邝春景在自家田里搞起“试验”，水

肥一体、深翻改土、生物杀虫……“今年应该能采果

2 万斤，冬至后一箱 20 斤可以卖到 168 元。”他乐呵

呵地说。

从一蹶不振的脐橙产业，到百香果、猕猴桃、枇

杷、甜柿、李子、油茶树等绿色生态产业的齐头并进，

再到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多元发展的产

业格局，短短七年的砥砺前行，使留车村于 2019 年 3

月顺利通过国家第三方评估脱贫摘帽。

江西留车村：

七年转型蹚出多元致富路

中缅边境上的勐捧镇岔沟村，是云南省临沧市镇

康县 14个边境村（社区）之一，国境线长 4.2公里。

岔 沟 村 对 门 山 村 民 小 组 的 李 文 良 这 几 天 非 常

忙碌，也很开心。他交完了自家的烟叶，又到村里

的收购站当起了烟叶分级预检员，每天都有 260 元

的报酬。

“我家今年栽了 20 亩烤烟，长势不错，一季就收入

8 万多元。现在正准备种香料烟和油菜！”李文良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以前没有政策和资金扶持，他家的山地

只能种玉米，每亩地仅有 300元纯收入。自从临沧市开

展产业兴边以来，烤烟成为岔沟村的支柱产业，他家盖

起了 300 多平方米的二层“洋楼”，实现人畜分离，庭院

整洁，花木扶疏。“党的政策好，我们边境线上的老百姓

日子也越过越美！”李文良脸上溢满了笑。

岔沟村党总支书记张会强告诉记者，一条通村道

路，可见证这个沿边村的变化。

14 年前，张会强从勐捧中学来到村里任支书、主

任。“以前岔沟村 8 个自然村 20 个村民小组都不通公

路，我们到各村小组只能骑摩托，还要带一根宽竹板，

走一段，要用竹片撬一回黏在轮毂上的泥；再走一段，

再撬……”张会强说，曾经的“毛毛路”经历了三次“变

身”，泥泞路变成沙石路，沙石路变弹石路，近年弹石路

上铺通了 12公里的通镇柏油路。

“路通了，产业就发展了，群众的日子就变样了！”

张会强说。如今，全村 903户人家投身烤烟、香料烟、甘

蔗、核桃、畜牧业，2019年，全村农村经济总收入 6843万

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2730元。

岔沟村的变化，是临沧市率先启动沿边小康村建

设工作，进行“先行先试，示范带动”的一个缩影。

临沧市与缅甸接壤，边境线全长 290.791 公里，沿

边村寨辖国土面积 1586.57 平方公里，涉及 10 个乡镇、

44 个行政村、241 个自然村；涉及少数民族群众 4.29 万

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157人。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与全省全国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增强边疆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美好生活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固土守边的使命感、责任感，2019 年 5

月，临沧市围绕“路网、经济、党组织”三套系统和“产业

村、旅游民族特色村、较大村、边境贸易、边境维稳”五

类集群，整合 186 个项目 50 亿元资金，全力推进基础设

施、农村经济发展、人居环境整治等五大工程，夯实沿

边发展基础。

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眼下，临沧沿边总长 573 公

里的公路已全线贯通；村组公路建设已实施 589 公里，

基本实现 30 户以上村道路硬化；14 条沿边旅游线路已

启动，26个旅游景点和 19个旅游村寨环境得以提升。

甘蔗、橡胶、坚果、魔芋……当地还大力发展特色

优势产业，建成专业合作社 32 个，产业基地 36.1 万亩，

养殖基地 35个，农产品加工企业 21个。

在沿边村寨，已实现 4G 移动电话和宽带互联网全

覆盖，有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合格的卫生室和村医、用

电和广播电视入户保障以及安全饮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41 个沿边自然村洁净

村庄、洁净庭院、厕所革命、村庄绿化、路灯亮化等工程

正全力推进，一批“小而美、小而干净、小而宜居”的村

庄正展露新颜。

“率先把沿边村寨建成小康村，让世世代代的‘守

边人’率先奔小康，是我们建设最美丽地方的‘临沧答

卷’。”临沧市委书记杨浩东说。

2019 年，临沧市沿边村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560元，增幅达 35%，首次超过全市平均水平。

云南临沧：241个沿边小康村，演绎国境线上最美风景

本报记者 赵汉斌

9月，从甘南州迭部县出发沿着唯一的山路向西北

走去，穿过纳加石门、扎尕那石门、光盖山石门三重石

门，雪松掩映的扎尕那藏式群落豁然进入视野。

扎尕那藏语意为“石头城”。2013 年，扎尕那村被

农业部授予“农林牧复合系统”荣誉称号，入选中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迭部县敏锐地发展民宿产业，越来

越多的国内外游客慕名而至。到 2018 年底，扎尕那村

实现集体脱贫，生动地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论断。

“礼而居”，乐享大自然的馈赠

这里的人们将世代口头相传的藏语村规习俗，转化

为适用于现代生活的汉字版。“我们这里的群众对村规民

约的理解，比森林法还要透彻。”主管文化宣传和实践工

作近5年的迭部县益哇乡党委副书记刘继宏这样形容。

拜访老人、搜集藏书资料、翻译总结、开设板凳讲

堂，益哇乡已形成了深受群众认同的村规民约。“居而

由余，富而尚礼。”2017年，“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通

过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评审，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

“我们去过很多地方旅游，来到这里后，感觉生态

文明小康村就是路上最美丽的风景。”来自广州的游客

吴女士感慨说，“山里无垃圾，群众讲文明，在甘南完全

享受纯净的自然风光、纯朴的藏族风情。”

“小而美”，奏响藏家乐致富曲

扎尕那东哇村的丁子扎西一家 4口，以前靠着几亩

耕地和养牦牛每年收入两三万元。2013年因修建景区

停车场易地搬迁，家里盖起了拥有 8 个标准间的民宿，

还附带超市和藏式客厅，加上为游客提供骑马体验服

务，旺季每天营收可达 1000 多元，靠着旅游产业已于

2018年脱贫。

“我大学专门读了旅游管理，现在正在积攒第一桶

金，想着把家里的民宿做强做精。”谈到对未来的发展

规划，20 岁出头的丁子扎西充满憧憬。从 2013 年的 10

户发展到现在的 146户，扎尕那村群众自主经营主体占

到 90%，农牧村群众年人均纯收入更是从 2013 年的

5100 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11000 元，2019 年文化旅游综

合收入达到 8亿元。

低成本、高营收，“小而美”的民宿让当地群众都走

上了致富路。

“专而精”，拓宽村集体经济路

生态旅游资源同属扎尕那每一个人，在村民个人

无力经营民宿的地区，“村集体受益，带动村民有规划、

有目的、有计划地发展旅游产业”的号角应时吹响。多

方咨询学习之下，扎尕那村的村委会主任阿吉在 2013

年为达日村成功注册了格宗农牧民专业合作社，2018

年格宗游客接待中心承包给兰州读友集团，承包租金

为每年 50 万元，其中的 70%由村民平均分红。达日村

村民还可以在酒店服务行业一边学习一边赚钱，平均

工资都有 2800元左右。得益于视野开阔、装修考究，这

里也成为扎尕那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接待地点。在

天津援建的益哇乡电子商务服务中心，特产商品琳琅

满目，极受游客青睐。

因为可信可靠而受到欢迎的达杰今年被村民们选

为部门经理。“我们家每年只有二三万元的农牧收入，

而在这每个月能拿到 4000 元工资，五六个月的工资快

赶上原先一年的收入了。”达杰手里转着佛珠笑说。

以生态文明保护为发展基业，扎尕那村打造出特

色民宿发展新风景。欣欣向荣的民宿，为这里的农牧

民提供了远高于传统产业收入的第二副业，也为石匣

子里的村落带来了更多欢声笑语。

甘肃扎尕那村：守护好风景，吃上“旅游饭”

近年来，湖北省沙洋县因地制宜，大胆创新，较好

地解决了农村耕地“分散化”“碎片化”问题，成功地探

索出了土地“按户连片耕种”新模式。沙洋县首创的

“按户连片耕种”曾两次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

9月 19日，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拾回桥镇刘店村

党支部书记肖道琴向记者介绍，当前正是秋粮收获季

节，以农户购买机械收割水稻服务的费用为例，连片

后比连片前便宜了一半。

“沙洋位于江汉平原西北腹地，属丘陵平原地

带。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土地‘分散化’‘碎

片化’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往一户农民只种几亩田，

却要跑多个地方，尤其是留守老人、外出务工农民和

种田大户等市场主体，迫切要求土地连片耕种。”沙洋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周洪华介绍，沙洋“按户连片耕种”

起源于三坪村的自发探索实践，完善于县里的试点示

范，成熟于整县全面推开。

2002 年秋收过后，三坪村以小组为单位，对责任

田按“土质好坏、中稻产量高低、水源灌溉便利程度、

离村湾远近”等条件折算面积，塘堰随耕地划入片区，

集中归并土地。随后，村里又统一修机耕道、修水渠、

打水井，全村 2070亩耕地实行“按户连片耕种”。

整村完成土地“按户连片耕种”后，农民劳动强度

大幅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下降，效益明显提高，邻里关

系更加和谐，全村土地问题实现“零上访”。2014 年，

沙洋县政府分管农业工作的负责同志在三坪村调研

时，发现了该村土地“按户连片耕种”的做法，并结合

多年的工作经验，进行认真总结提炼，形成了“按户连

片耕种”的“三坪经验”。

“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从实际出发，一村一

策、一组一策，不搞一刀切。”沙洋县县长陈威说，“采取

以水源、住房、最大田块、集中田块等为主要参照路径实

行了‘按户连片耕种’。全县承包耕地面积141万亩，其

中 129.98万亩已实现‘按户连片耕种’，连片耕种率达

92%。”

沙洋楚稻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袁伟说，

土地连片后，种植规模扩大，合作社可与粮食加工龙

头企业紧密合作，发展订单农业，发展优质粮油，创立

品牌，更有利于统一品种和种植技术，提升农业效益。

“按户连片耕种”也提高了土地利用价值。据调

查，沙洋县分散土地流转价格仅为每亩 300 多元，流

转时关联对象多、成本高。而连片土地流转价格虽达

每亩 700元，大户还抢着要。

2013 年，湖北襄阳农民左久胜看中了马良镇童

沙村的沙地，拟流转 200 亩种植山药，但忙活 4 个多

月，才从 20 多个农户手中成功流转 100 亩。2014

年，童沙村在沙洋县率先试点实行了“按户连片耕

种”后，他一周内就与 7 个农户签订了 100 多亩的土

地流转合同。

沙洋县总结了“按户连片耕种”经验，认为这一创

新举措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家庭承包经营层面上的

规模经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前农业生产面临的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僵”、农村劳动强度“大”、规模经

营基础“差”、公共设施建管“难”、利益纠纷“多”、种田

综合成本“高”、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小”、农村社会化

服务体系底子“虚”等八大困境。

“尊重群众意愿，充分发动群众智慧，是推进‘按

户连片耕种’工作的法宝。”沙洋县委书记刘克雄表

示，基层农民群众大胆创新，政府主动作为因势利导，

“按户连片耕种”推进效果好，能实现多个农业主体共

赢，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湖北沙洋：

土地连片耕种，农业主体共赢

张文丽 杜 英

本报记者 刘志伟

“

”

我们去过很多地

方 旅 游 ，来 到 这 里

后，感觉生态文明小

康 村 就 是 路 上 最 美

丽的风景。

“

”

率先把沿边村寨

建成小康村，让世世代

代的‘守边人’率先奔

小康，是我们建设最美

丽地方的‘临沧答卷’。

本报记者 谢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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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东山县冬古二级渔港繁忙的东山县冬古二级渔港 林华艺林华艺摄摄

三坪村完成土地‘按户连片耕种’后，农民劳动

强度大幅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下降，效益明显提高，

邻里关系更加和谐，全村土地问题实现‘零上访’。

2014年，沙洋县政府分管农业工作的负责同志在三

坪村调研时，发现了该村的做法，形成了‘按户连片

耕种’的‘三坪经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