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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赤壁市不仅是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发生地，也是万里茶道源头之城，更是

长江流域农耕文化传承地。近年来，赤壁瞄准“守住一库清水、打造一片田园、做强

一个产业、繁荣一座小镇”目标，遵循治理围绕生态转、生态围绕美丽转、美丽围绕

产业转、产业围绕市场转、市场围绕共富转路径，积极探索“两山”发展新模式，以羊

楼洞港小流域综合治理为试点，打造联农带农富农机制，推动农文商旅融合发展，

让“赤壁模式”复制推广至全市全省。 （本报记者 吴纯新）

湖北赤壁：守住清水产业旺

黑龙江省海林市地处长白山脉张广才岭东麓，“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貌特征

让这里生长的猴头菇产量高、品质好。为了做大做强猴头菇产业，近年来，海林市

牵手科研院所，延伸产业链条，不断强化海林猴头菇产业化品牌化发展路径。截至

目前，海林市拥有生产规模超千万袋的猴头菇专业村 3个、猴头菇标准化示范园区

6个，海林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猴头菇生产基地。 （本报记者 朱虹 李丽云）

黑龙江海林：猴头菇撑起致富伞

黑龙江省
海林市海林镇
模范村村民栾
妮妮正在采摘
猴头菇。

范峻辰摄

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点“硒”成金，在功能小麦上做文章，逐步构建起绿色高效的

农业产业链，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叶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魏进庚介绍，依托当地

土壤富含硒元素的独特优势，以及 68万亩绿色种植基地，叶县加紧创建国家级富硒

小麦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不断提升粮食品质。多年来，叶县坚持“藏粮于技”战略，

目前已建成90多万亩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占比超过90%。

（本报记者 张毅力）

河南叶县：田野上孕育新“硒”望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地处黄土高原，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有着悠久的马铃

薯种植历史。近年来，定西坚持优势品种脱毒快繁、新型品种引进试验。通过严格

的监测和调整，定西种植出的马铃薯口感醇香、软糯绵沙。经过多年发展，马铃薯

已成为贯通安定区一二三产业、辐射千家万户、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豆豆”。

（本报记者 颉满斌）

甘肃安定：马铃薯变身“金豆豆”

近年来，北京市顺义区积极探索“森林+”发展路径，发展林下经济项目，实现农

民增收和生态稳固双赢，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新动力。顺义区引入智力资源，聘请专

家指导，与北京林业大学等单位开展合作，高质量发展林下经济，实现造一片、保一

片、富一片。经过两轮百万亩造林，顺义区完成造林约 28万亩，共有 13个镇的新型

集体林场成为市级示范性集体林场。 （本报记者 华凌 通讯员 李在滨）

北京顺义：林下经济茁壮成长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地处长三角核心前沿地带，

拥有苗木花卉种植销售的先天优势。近年来，该县积

极培育特色林业经营主体，将发展苗木产业作为乡村

振兴的重要产业。来安县打造“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苗木产销模式，建设以舜山、雷官两镇为核心的 18

万亩苗木花卉基地。基地遍布全县 12个乡镇和 5个国

有林业企业。苗木花卉从业人员 4.5万人，苗木花卉年

销售 9000余万株，年销售额突破 16亿元。

（本报记者 洪敬谱）

安徽来安：小苗木“长成”大产业

安徽省来安县
舜山镇林桥村村民
正 在 苗 木 地 里 锄
草。
受访单位供图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素有“中国竹乡”的美誉，境内拥有竹林

面积约 100 万亩。近年来，安吉将竹产业二次振兴作为重要任

务，以竹林碳汇改革为突破口，“三产”深度融合为主路径，加快推

动“以竹代塑”，促进竹产业转型升级。在推动“以竹代塑”的过程

中，安吉在纤维、化工、建材、大健康等方面开展竹产业企业发展

规划和布局调整，同时通过市场推广，让更多公众了解竹产品、接

受竹产品。

（本报记者 江耘 通讯员 章琦 许徐康 高怡 黄山松）

浙江安吉：翠竹“挑起”振兴重任

北京市延庆区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核心，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

路。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的四季花海项目不仅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还提升了旅

游品质；依托丰富的长城文化资源，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等村落通过创新旅游产

品服务，成功吸引大量游客。延庆区注重塑造地域品牌，将绿色农业、文化遗产与

旅游体验相结合，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进优质企业和完善旅游要素，全面提

升旅游品质，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本报记者 华凌 通讯员 刘嘉豪 王亚楠）

北京延庆：农文旅融合谱新篇

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地处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地形地貌，使这里的特色林果产

业闻名遐迩。其中，鲜桃让林果大县顺平被冠以“中国桃乡”之称。为使鲜桃产业

增效、农民增收，近年来，该县先后打造 10 多个鲜桃科技小院，建立桃果标准化生

产管理体系，引育龙头企业向深加工发力，生产桃丁、桃罐头和桃汁等多个桃产品，

探索“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联农带农新模式。目前，顺平县鲜桃种植

面积 14万亩，鲜桃年产量达 28万吨。 （本报记者 陈汝健）

河北顺平：新模式助桃农增收

湖北省赤
壁市赵李桥镇
羊楼洞“爱上
你的小屋”民
宿工作人员正
在展示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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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定
西市安定区农
户分享马铃薯
丰收的喜悦。

受 访 者
供图

北京市顺
义区龙湾屯集
体林场的工人
正在采收竹荪。

华凌摄

北京市延
庆区大榆树镇
高庙屯村水果
西红柿喜获丰
收。

李晓鹏摄

河北省顺
平县黄桃深加
工企业员工正
在生产线上作
业。

陈汝健摄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是中国莲藕人工栽培的起源地，已经拥有了超过 1000年

的人工种植莲藕历史。如今，该区通过科研攻关不断培育出鄂莲系列莲藕新品

种。这些品种具有早、中、晚不同熟性，覆盖凉拌、炒食和煨汤等不同消费习惯。目

前，蔡甸莲藕种植面积超 10万亩，年产量达 15万吨，年产值达 18亿元。

（本报记者 吴纯新）

湖北蔡甸：莲藕产业焕发活力

湖北省蔡
甸街道永利村
采藕工人展示
丰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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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安
吉县竹海一角。

受访单位
供图

河南省叶
县高标准良田
机收现场。

受 访 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