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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生态产业富农家

“一亩羊肚菌平均产量为 400-500 斤，按照当前市场
价鲜菌每斤 80-100 元，每亩纯收益近 3 万元，利润相当
可观。”

连日来，在旺苍县嘉川镇羊肚菌产业园内，工人们忙
着采收成熟的羊肚菌，丰收的喜悦挂在脸上。

一直在外务工的寨梁村村民马红梅，前两年回乡后
种植了 2 亩羊肚菌，短短几个月，就让她看见了种植羊肚
菌的“钱”景。“这几天我一共采摘了 300 多斤羊肚菌，目
前已收入 2.4万元。”马红梅高兴地说。

据介绍，嘉川镇在新生、自来、榆钱等 5 个村共发展
羊肚菌 1100 亩，按照当前市场价格，产值预计可达近
5000 万元，羊肚菌产业喜获丰收。

正当产业园内的羊肚菌带来好收成时，全国最大的
黄茶基地——旺苍县的各个茶园则正在抢采“明前黄
茶”。

上午十点多，村民贾青莲已摘好满满一篓黄茶鲜
叶。“现在一天能采 4 斤左右，到了盛采期，一天可采 8 斤
鲜叶，最多的时候一天的工钱就能有 300多元。”

这边，茶山的姑娘采茶忙。而在另一边，直播间的卖
茶人也在从容应对着热情的消费者。

数 万 网 友 涌 进 抖 音 直 播 间 ，上 千 盒 广 元 黄 茶“ 秒
光”。不久前，当地网红张富贵度过了直播以来最忙的一
天，在黄茶园里直播了 6 小时，黄茶俨然成线上“爆款”。
看着眼前的场景，旺苍县大两镇金光村村民都很高兴。

黄茶因“色翠形美、香浓味醇、富锌富硒”的品质，被
誉为“茶中黄金”，颇受消费者喜爱。种茶给老百姓带来
了好收成，旺苍县的茶园面积也越来越大。两年前，村里
投资把 200 亩绿茶园都换种了经济效益更好的黄茶，如
今，茶园的年收入达 3000 万元以上。

龙山村的茶叶专合社则发展到 182 户农户，黄茶种
植达 350 亩。去年专合社总产值超 400 多万元，户均茶产
业收入 1.5万元。

据 了 解 ，今 年 旺 苍 县 黄 茶 种 植 面 积 有 望 突 破 3 万
亩。至 2019 年底，旺苍实现整县摘帽，97 个贫困村全部
退出、1.5万余户 5.2万余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乡村休闲、度假、体验等新业态，打通了嘉川镇“绿水
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乡村振兴通道。

林下“掘金”实现脱贫“摘帽”

“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是享了政策的福。我有信心让
今后的日子更有奔头。”白水镇新民村村民杨显俊高兴地
分享道。杨显俊曾是新民村的贫困户，一家 4 口原来的
生活主要依靠 4亩地和打零工的微薄收入。

如今，杨显俊是当地的生态护林员，这是政府安排的
扶贫公益岗位，一年工资收入 4800 元。除了这份工资，
他还在帮扶部门的帮助下，用小额贷款 4.5万元发展柴胡
等林下经济。

杨显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种植 4 亩柴胡，每亩收获
200斤，按每斤 6元的市场价，光这一项每年收入就不菲。

与杨显俊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普济镇远景村的贫困
户刘兴兵一家。2015 年，他在帮扶部门的引导下，加入
了杨腾毅专业合作社，通过出租土地、参与合作社生产经
营、种植前胡，被选聘为生态护林员等方式，各项年收入
已在 5万元以上，彻底摘掉了“贫困帽”。

旺苍县林业局相关工作人告诉记者，“生态护林员是
我们的有力帮手，全县 320 万亩林地，只靠林业工作人员
总是力不从心。现在有了护林员，他们既可以通过劳动
为自己增加收入，还让生态林变成了造福子孙后代的‘金
山银山’。”

据了解，从 2016 年开始，旺苍县就积极落实生态管

护脱贫政策，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重点在贫困
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生态功能脆弱等区域，严格执行相
关政策条件，着重考虑热爱生态事业、热心公益事业、无
违法行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选聘认真负责的人担任生
态护林员工作。

“能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我已经很满足了。管好林，护
好林，是我作为护林员的职责，干一天，我会尽一天的责，
把管辖的这 3000 亩林区看护好。”杨显俊表示。

补齐短板提升人居环境

每天傍晚，旺苍县东河镇长滩村的文化广场上都有
三五成群的村民跳广场舞。“环境好、空气好，如今城里人
也羡慕村里的环境好。”村民张大姐对现在的生活很满
意。

在乡村振兴工作的推动下，近几年，旺苍县农村人居
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走进木门镇三合村，宽阔平整的马
路，干净整洁的院落，绿树掩映的人家，摆放整齐的垃圾
桶，一幅秀美靓丽的乡村美景映入眼帘。

“以前村里可不是这样，房前屋后垃圾乱堆，一刮大
风，垃圾满天飞。现在经过整治，环境真是大变样，住在
这真舒心。”三合村党支部书记张全兴深有感触。

近年来，旺苍县共建设幸福美丽新村 1867 个，创建
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5 个、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56 个，垃
圾、污水有效治理面分别达 90%和 60%。

“我们将持续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农村发展
的突出短板，以改厨、改厕、改圈为重点，统筹推进农村垃
圾治理、道路通行、饮水安全等水平的提升，不断改善村
容村貌，最终实现农村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整体提
升。”旺苍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如今，村里的人们相信，家园还会更加美丽，日子也
将越过越好。

◆本报记者周兆木
通讯员骆晓飞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积极推进省A级村庄创建，89个村
庄通过创建评定，全域旅游迈入

“村”时代。2020 年 1-10 月，全区
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1184.59 万人
次，同比增长 43.66%；乡村旅游收
入6.44亿元，同比增长36.63%。景
区村庄的创建不仅让人居环境得
到提升，还让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
护，促进乡村经济跨越式增长。

以生态优先推进“万
村景区化”

从 2017 年开始，浙江省正式
出台全域旅游示范县、A 级景区
村庄等创建标准，根据“万村景区
化”创建标准，富阳景区村庄建设
依托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一
个个原本不起眼的村庄美丽蝶
变，发展成绿色生态家园。

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达到验收
标准？富阳区文广旅体局规划发
展科相关负责人介绍，评分标准
主要由旅游交通、生态环境与卫
生、基础设施与服务、特色活动与
项目、综合管理和游客满意度调
查评价等内容组成。

在创建景区村庄工作中，富阳
坚持顶层设计，多规融合，坚持生
态优先原则。致力于壶源溪流域、
葛溪流域、大安顶区域等重点区域
旅游规划。在申报、推荐、专家研
判基础上，初步确定浙江省 A级景
区村庄创建培育名单。在创建过
程中，每个行政村制订实施方案，
对标列出需建设和整治的工作任
务，整体推进。在旅游交通、生态
环境与卫生、游憩设施等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开展提升改造，落地一批
有特色的餐饮店、有主题有故事的
民宿。深度挖掘自然景观、田园风
光、建筑风貌、历史遗存、民俗文
化、体验活动、特色产品七大景区
村庄吸引要素，彰显乡村风采。

追求个性化发展，实
现“主客共享”

在严格落实景区村庄各类标

准的基础上，富阳还重点保留乡
村特色、保持原生态特色、讲究个
性化特色。如根据多山的地貌特
征，富阳充分挖掘狭长山谷型、山
区田园型、沙渚田园型、平原田园
型等不同类型村庄的自然景致，
吸引游客来体验。

如狭长山谷型村庄主要分布
在富春江南岸湖源、大源、灵桥小
源等地，两山夹一溪，村庄依山绕
溪，风景优美，很多村至今仍是竹
纸重点产区，古道寻踪、竹林漫
步、山珍采撷等是游客重要体验
内容。

“不同的自然景观叠加人文
景观，就构成了不同村落的不同
风景，在创建景区村庄过程中，富
阳因地制宜，依托环境优势，差异
化发展。”区文广旅体局规划发展
科相关负责人说。

洞桥镇的大溪村位于镇子南
面、岩石岭水库西侧。这里因花
出名，花开时节景色宜人。除了

“花花世界”，这里还有被普利兹
克奖获得者王澍称为“真正的建
筑艺术”的“石头房子”。

依靠村里的古民居和优美的
自然环境，大溪村开发了各式各
样的民宿。村原党委书记王荣华
就投资了数十万元，打造出大溪
村 首 家 民 宿 旅 店 ——“ 云 台 石
寨”。现在，村里有 20 余幢老屋
打造成了综合性民宿群，吸引各
地游客。“美丽乡村建设加上近两
年的景区村庄创建，让村里的基
础设施等各方面不断完善，最得
益的自然是村民。”王荣华介绍。

每个上榜的景区村庄都有自
己的特色。以联群村为例，这里
有古祠堂、古民居，杭派民居，以
及江鲜阁、王洲庭院、彩雅休闲农
庄等民宿、餐饮。整个村庄沿江
而建，是风光优美、安逸、恬静的
江边小村。

富阳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通过依托环境、打
造环境、提升文明素质、挖掘资源
等，村中的池塘、小溪、名人古宅，
都成了有机旅游产品，是‘全域旅
游’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这一
切都给村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富阳4年创建89个省景区村庄

全域旅游迈入“村”时代

本报讯 北京市 41 处水库湖
泊日前陆续进入禁渔期，相关水
域全面禁止渔业捕捞作业。北京
市密云水库的 741 吨净水鱼苗分
批入库。

据了解，上世纪 90 年代北京
在主要水库实施禁渔制度，对饮
用水源水质改善作用明显。2019
年，北京市重新调整禁渔制度，禁
渔范围涉及 179 条河流和 41 处水
库、湖泊。

禁渔期间，农业执法人员将
以禁渔专项执法行动和日常巡查
相结合开展执法，严厉查处违反
禁渔期制度，猎捕、杀害水生野生

动物等违法行为。对违反禁渔制
度进行捕捞的，将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渔业法》等，依法追究责
任。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在水生生物的主要繁殖
期和幼苗生长期实施禁渔，有助
于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良
好水生生态环境。2020 年至今，
全市禁渔专项执 法 行 动 共 出 动
人 员 31606 人 次 、车 辆 7580 辆
次 、船 艇 630 艘 次 ，查 办 违 规 违
法案件 310 件，移送司法机关案
件 14 件。

张雪晴

北京41处水域进入禁渔期
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 保护水生态环境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加强对博
斯腾湖的生态治理。随着博斯腾湖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各族群众保
护野生动植物意识的不断提高，博斯腾湖野生鸟类品种和数量不断增
加。图为一群赤麻鸭在博斯腾湖南岸戏水觅食。

年磊摄

打通转化通道打通转化通道
带来美好带来美好““钱钱””景景

◆◆张厚美张厚美

图片新闻

在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云峰镇狮
岭村，一栋栋川北小洋楼依山而建，与
洁白的梨花、金灿灿的油菜花相互映
衬，赏花踏春的游客徜徉花海中，俨然
勾勒出一幅“房在花中坐，人在画中
游”的美丽乡村春景图。

“今年的梨花开得比往年更早更
漂亮，吃梨花宴，赏梨花美景，住在这
里简直太享受了。”再次来到狮岭村的
游客吴亚茜不禁赞叹。

好风景带来了好“钱”景。“梨花盛
开时节，来赏花的人多了，我的农家乐
生意也跟着好起来，年收入有 10 多万
元。”苍溪县云峰镇狮岭村梨园农家乐
业主张元松说。

近年来，广元市发展绿色经济，着
力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路
径，让“美丽经济”越来越有活力。

万亩生态茶场万亩生态茶场。。段雪朝摄段雪朝摄

早上在千年瓷都景德镇领略陶瓷之美，中
午在最美乡村婺源篁岭观赏梯田花海，下午便
能到世界地质公园感受“黄山归来不看岳”的
绝美盛景……

景婺黄高速沿线旅游资源丰富，景点距离
较近，游客花费在旅途中的时间越来越短，留
在景区的时间越来越长，在快旅漫游中感受

“高速旅游长廊”。

“景漂”来了，千年瓷都更活了

清晨，一辆旅游大巴驶入景德镇陶溪川陶
瓷文化创意园，来自江苏南京的 30 余名亲子
研学团队来到这里参加陶瓷文化研学。

“江西及周边省份的学员大多会沿着高速
来到景德镇，将在这里体验陶瓷从拉坯、烧制、
绘画直到成品的全过程。研学结束还可以到
附近的景点游玩。”景德镇游桃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负责人丁泽欣告诉记者。

丁泽欣 2017 年从北京辞职来到景德镇，
她和团队的数位“景漂”青年更倾向于从体验
式研学入手，向来景德镇的游客分享陶瓷文
化。

自驾游客大多沿着景婺黄高速而来，景德
镇东出入口位于景德镇市浮梁县湘湖镇，便利
的交通条件吸引很多“景漂”在此聚集，26 岁
的易梦寻便是其中一员。她曾在北京某电视
台担任主持人，一次来景德镇游玩让她爱上
这里，并于 2020 年辞职来到景德镇。

易梦寻在浮梁县湘湖镇进坑村租了一栋
老房子，租期十年，并注册了短视频自媒体号

“寻梦记”，用短视频和直播等方式展现景德镇
的文化魅力，让更多人了解景德镇。

得益于便捷的高速公路，如今在景德镇，
像丁泽欣、易梦寻一样的“景漂”已经超过 3 万
名，他们结合当下的流行文化，做出广受年轻
人喜爱的产品，注入千年瓷都新的活力。

旅游火了，农民的生活也变了

从景德镇沿着景婺黄高速向东行，来到婺
源篁岭景区，46 岁的乡村摄影师曹加祥正挎着
相机走在村头巷尾，看到喜欢的砖雕、木雕、石
雕就停下脚步，按下快门。

篁岭景区处处是错落有致的传统徽派建
筑，一律灰墙黛瓦，水墨青砖。“曾经篁岭古村缺
水缺电、房屋失修，虽然村里有很多徽派建筑，
但我们守着‘金饭碗’，过着苦日子。”曹加祥说。

2006 年，景婺黄高速通车，人流车流逐渐
增 多 ，给 婺 源 篁 岭 旅 游 业 发 展 带 来 新 机 遇 。
2009 年，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和当地
政府协商，通过古村产权收购、搬迁安置等形
式，在山下建了篁岭新村，同时对古村进行保
护性开发。2013 年，篁岭景区开始试营业，一
年后一跃成为“网红”旅游目的地。

看到家乡进行旅游开发，2012 年，曹加祥
结束在浙江的打工生活，回到江湾镇，成为篁
岭景区的工作人员，业余时间当起了乡村摄影
师，用镜头记录家乡变迁。

篁岭古村 60 岁的曹细香裹着头巾、系着
围裙，将盛满柿子、辣椒的晒匾摆到木架上，成
为一名“晒秋大妈”；在距篁岭古村 70 公里的
察关村，村民詹有社牵着牛走过老樟树下的拱
桥，成了古村的一名“模特”，供外来游客拍摄
村中美景……

婺源位于景婺黄高速中段，过往游客量
大，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不少农民
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全县 37 万人口中已有
超过 70%的人口在从事与旅游相关的产业。

交通便捷，景区提质，客人就来了

日渐西斜，来自江西婺源的方先生一行人
沿着景婺黄高速进入安徽黄山境内，来到齐云

山服务区休息。“开车过
来只要一个多小时，看到
最近天气不错，我和朋友们
一拍即合，拼一辆车去黄山玩
几天。”方先生说。

与一般服务区不同，齐云山服
务区是安徽第一家依托高速公路服务区
建设的自驾游汽车营地，不仅有高标准配置的
汽车旅馆，还有房车专用停车位与充电桩、帐
篷露营地等设施。

“我们接待的来自江西、浙江、江苏等地的
自驾游和团游的游客比较多，从服务区到齐云
山、黄山、西递宏村等景区都很近，很多游客选
择在这里住一晚。”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黄山高速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年龙说。

对于很多沿着景婺黄高速来到黄山的游
客来说，下了高速去黟县西递镇西递村看徽州
古村落往往是打卡的第一站。为了吸引游客
留下来慢慢玩，西递村打造了夜游项目，天黑
后，隐藏在山间水边的五彩灯亮了起来，湖上
喷泉对应音乐“起舞”，水幕电影讲述着西递村
的前世今生，营造出沉浸式的旅游体验。

“自从 2019 年 10 月西递夜游开始之后，当
年第四季度游客量同比增加 30%，晚上营业的
商户比例也提高了 30%，留宿的游客明显增
多。”黟县徽黄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盛支君说。

旅游大通道的高效便捷加上景区服务内
容的提质升级，给只有 1300 多人口的西递村
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流量”。据统计，2020 年，
西递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2万元。

景婺黄高速沿线半径 200 公里内还有庐
山、三清山、千岛湖、鄱阳湖等“六山三湖四城”
热门景区。近年来随着“景已通路、路已成景、
路上观景”成为“高速+旅游”的发展趋势，围绕
景婺黄高速沿线的赣皖浙旅游风光带和旅游
经济圈正在形成。

景婺黄高速沿线旅游经济圈正在形成

在快旅漫游中体验“高速旅游长廊”
◆◆郭杰文郭杰文 汪奥娜汪奥娜 林翔林翔

走进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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