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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的稻渔现代农业园区内，鲢
鱼、鲫鱼正在一大片稻田中来回游动。“我们这个鱼是生
态养殖的，品质很好。”稻渔现代农业园区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为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
创新“稻田+”产业发展模式，着力生态价值提升，掀起

“一场稻田经济的绿色革命”。2020 年，开江县被纳入四
川省首批整县推进“鱼米之乡”创建试点示范县。

探索“稻田+”综合种养模式，实现生
态与农业“双赢”

开江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基础较
好，因此素有“川东粮仓”之美誉。但在传统产业模式下，
规模小、农产品质量不可控、农业生产效率低等问题日益
凸显。

如何有效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
等问题？近年来，开江县充分利用良好的田资源、水本
底，积极探索建立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与环境
和谐的“稻田+”综合种养循环发展模式，加速推动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

对平坝和浅丘连片规划，创新开发“以渔养稻、以水
养鱼、稻鱼共生”，稻—蟹（小龙虾、鱼类）微生态养殖，

“121”尾水循环利用养殖“三大模式”，在“稻田+”产业单
元形成独立的生态循环系统，实现全程绿色、有机生产。

目前，开江县已建成“稻田+”核心区 7.6 万亩，绿色
高质量示范基地 1.3万余亩，特色水产立体循环生态种养
模式基地 8个。

“我们的产品，可以放心吃，都是可溯源的。”围绕小
龙虾、大闸蟹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开江县建起智慧农业管
理中心和农产品溯源信息化系统，全面落实农产品从生
产到销售各环节的质量安全监管责任。

不仅种养过程是绿色的，废弃物处置也是绿色的。

“从废弃的虾蟹壳中，我们提取虾蟹油，开发虾蟹油火锅
底料等系列产品，将提取后的残渣再转化为有机肥。”开
江生态环境局局长雷雳说，秉承着“变废为宝”的环保理
念，开江县建立“中心+院所+公司”联合开发模式，成立

“稻田+”产业研究中心，并与西南食品学院合作，实现了
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双赢”。

打造“寻觅乡愁的梦中田园”，“含绿
量”和“含金量”同步提升

继“稻田+”之后，开江县又推出了“果林+”种养结合
模式，即在丘陵地带大力发展水果种植的基础上，同时发
展林下家禽养殖，充分利用资源，通过种养结合模式，让
种养户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针对畜禽养殖，开江县开启了个性化定制。根据不
同的区域、畜种和规模，以能源化、肥料化利用为基础，采
用经济高效适用的处理模式，宜肥则肥、宜气则气，实现
粪污就地就近利用。

绿色的“稻田+”“果林+”经济，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
地人的生活方式。开江县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大革
命”为抓手，建立了“户、村、乡、县”四位一体的农村生活
垃圾收集与处理机制、完善生活污水处理长效管护机制、
探索农村户厕长效保障机制，并将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
等纳入村规民约。同时，按照“应集尽集、应治尽治”原
则，探索农村污水治理新模式，形成统一、集中、分散处理
3 种差异化治理模式，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为 100%。

良好的生态环境，给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也提供了
土壤。开江县着力构建起“城在田中、田在城中”的发展
格局,打造了“寻觅乡愁的梦中田园”。

“我们把园区按照 50 亩至 200 亩不等的规模，划分为
若干效益单元，以‘二次发包’的方式，招引各类创客主体
入园。”开江稻渔现代农业园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梁小宇
介绍，通过融入薅秧歌、拗棒等民俗文化，开江县打造出
乡村嘉年华、二十四节气、田园迪士尼等“稻田+”景观。

近年来，开江乡村发展“含绿量”和“含金量”同步提
升。不仅配套建设“三农”创客空间、生态体验餐厅和共
享农庄，还创建省级休闲农业主题公园 1 个，省级示范休
闲农庄 3个，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观赏。

实施监督考核，确保“1+4”闭环管理
体系落实

“目前，我们正着力生态价值提升、城市功能完善，以
稻香里、星空里、阡陌里‘三里田园’为主题，全力推进‘城
在田中融、田在城中依’，努力将其建成‘生态+生产’的
融合创新发展样板区，实现‘身居繁华，听取蛙声一片’。”
开江县委书记庞佑成表达着自己的愿景。

如何实现这一愿景？庞佑成认为，开江属后发地区，
追赶跨越任务一直很重，但是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
价。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开江县建立起“1+
4”闭环管理体系，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职能，设置建设
项目环评、环境监测监控、环境问题查处、行政决策落实
4 个业务闭环，对每一闭环的流程及关键节点进行科学
设计，做到环境问题确认、入库、整改及结果验收、问题销
号等关键步骤严管到位。值得一提的是，开江还设置了
一个监督考核环节，实行一季一查一通报，确保 4 个闭环
运行到位。

同时，为保持土壤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开江县推广运
用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增施有机肥等技术，创新
实施以“限药、减肥、禁烧”为重点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此外，还积极建立生物保护体系。以稻渔现代农业
园区为主体，探索构建“保姆式”管护、“渐进式”修复、“和
谐式”推进、“包公式”执法、“全员式”行动五大立体式生
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湿地管护联
动网络，增加湿地面积。

据统计，开江县新增蓄水量 2.5 亿立方米，植物 600
多种、湿地鸟类 50 多种、鱼类 42 种，水鸟等野生动物种类
数量不断增加。开江县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成效明显，
这离庞佑成的愿景又进了一步。

四川开江“稻田＋”模式着力生态价值提升

享满天繁星 听稻田蛙声
◆本报记者王小玲

李星华、李星庸家世世代代居住在缙
云村，从深山里的老屋望出去便是一片竹
林云海。缙云山郁郁葱葱，森林植被茂
盛，素有“小峨眉”之称，游人如织，这让兄
弟俩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游人的到来，让李星华决定将家中老
屋改造一番。原有的老房被加固并一层
层地往上修，餐饮、住宿一应俱全，四层总
面积达 973 平方米的农家乐为游客提供
了便利。

看到兄弟俩挣了钱，村民们纷纷效
仿，一批批竹木被砍伐运下了山，水泥河
砂又运上山来侵蚀了原本的森林、湖泊，
污水横流。农家乐多了，停车场有了，但
村民发现游客却逐渐变少，坐着山间缆车
往下看，蓝色彩钢棚像一块块打在绿色森
林上的补丁。青山绿水，不复往昔，缙云
山变了。

2018年6月初，缙云山生态治理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山野。听说老房子要被拆，李星
华很难接受，不少村民也不理解：“先有的老
宅，再有的游客，怎么说拆就拆呢？”

于是，龙天真和区镇的工作人员一

起，挨家挨户地走访村民，并苦口婆心地
劝说：“我们做农家乐尝到了甜头，但如果
这样脏乱差下去，游客只会越来越少，缙
云山就毁了。”

山里人对大山始终有着最质朴的感
情，在龙天真与工作人员的一次次走访
中，乡亲们逐渐把“护住山林就是护住饭
碗”的道理想通了。

一名老党员率先站了出来，拥护政
策，让儿子把自家农家乐拆掉。逐渐，村
民的观念开始转变，理解并接受了生态移
民政策，李星华也主动将自家房子全部拆
掉，还动员哥哥李星庸拆除了自家违建。

李星华拆除民宿下山后还成了村林
业队长，管理全村 40 多名护林员，每天都
带队“巡山”，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已刻在他的意识里。

不止李星华，“白云竹海”农家乐一条
街的 65 户村民也拆除了在屋顶、林地上
随意搭建的彩钢棚，道路铺设焕然一新，
村容干净整洁。保护区内存在多年的违
建酒店、马术场等也全被拆除，并进行了
生态修复。

走出以前的农家乐一条街，在缙云村
的另一片院落戴家院组里，还居住着一位
七十多岁的老人蓝长生和他的老伴儿。

在这大山深处，出行是老两口最大的
难题。从自己家走到公交车站需两个小
时，并且沿途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一旦碰
到下雨天，出行更困难。

但要搬离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蓝长
生内心始终有些不舍，回忆起 3 年前搬家
时的情景，他的神情中仍有一丝怀念。“不
过，自从搬出缙云村，把土地还给了大山，

‘老家’生态逐渐变好，我们在城里生活也
方便，日子是越过越红火。”蓝长生自豪地
告 诉 记 者 ，他 是 第 一 个 签 下 搬 迁 协 议
的人。

过去，在缙云山保护区内，共有户籍
人口近 9000 人，其中核心区和缓冲区内
就有 1100 多位村民。北碚区生态环境局
工作人员周逸飞表示，保护区内环境容量
有限，大量原住民生活其中，既不利于生
态保护，村民也难以增收致富。于是，决
定启动生态搬迁。

对缙云山生态环境负荷做减法，拆除
多年违建，实施生态搬迁；再对生态涵养
功能做加法，依托良好生态环境，探索生
态价值转化路径。北碚区紧跟缙云山生
态环境综合整治步伐，全面启动了 EOD
模式试点工作。

“EOD 模 式 是 以 生 态 环 境 为 导 向
的 项 目 开 发 模 式 。”周 逸 飞 告 诉 记 者 ，
对 于 北 碚 区 而 言 ，就 是 将 收 益 性 差 的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项 目 与 收 益 较 好 的 产 业
项 目 打 捆 实 施 、共 同 经 营 ，既 可 以 吸 引
社 会 资 本 ，又 能 解 决 政 府 投 入 不 足 的
问 题 ，统 筹 实 现 生 态 环 境 改 善 和 绿 色
发展的经济效益增长。

沿着黛湖，拐进竹林幽径，就可以看
到一处精致小院，如今，杨大姐的民宿已
成为网红打卡地，这是 EOD 模式的有效
实践。

精致小院的落地，还 得 益 于 北 碚 区
澄 江 镇 组 织 的 一 场 集 体 参 观 学 习 。 浙
江省莫干山一带，竹林苍翠、清溪绕村，在
秀山碧水的滋养中，乡村振兴迸发出源源
不断的绿色动能。江南一行，让以杨大姐
为 代 表 的 澄 江 镇 农 家 乐 业 主 们 很 受 启
发。“绿水青山就是最好的基础，要形成个
性化、差别竞争，美好环境不可少。”

在拆除违建的过程中，杨大姐家廉价
低 质 的 农 家 乐 转 型 成 了 优 质 舒 适 的 民
宿。不管是春夏或深秋，每到阳光晴好的
周末，民宿前的玻璃房里总能看到三两游
客悠闲地喝着茶，望着眼前的花草，享受
着城市外的片刻宁静。

杨大姐家的民宿房间虽然比原先少
了，但收入却多了。杨大姐说：“民宿改造
装修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是缙云山环
境好了，大家更愿意来玩了。”

“靠山吃山”，在数年的缙云山整治之
后，有了全新的诠释。

此外，北碚区还探索实施了环缙云山
生态建设及综合开发利用 EOD 项目。其
中，牵头打造的全线 64.52 公里缙云山生
态环道便是其中之一。环道串联起沿线
传统古村落、休闲农业、特色民宿，与旅游
资源绑定，有效推进缙云山及其周边区域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进程。

不仅如此，北碚区还在重庆市率先开
展并完成 GE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
工作，对全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进行了科
学定量核算，基本摸清全区生态资产特征
与生态产品价值，为全区绿水青山贴上

“价格标签”，为实现变“绿水青山”为“金
山银山”提供科学支撑。

拆除违建修复生态：护住山林就是护住饭碗

探索EOD模式：让“靠山吃山”有了全新诠释

生态搬迁：缙云山恢复最初的模样，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周逸飞告诉记者，一方面，对自愿转户
到城镇生活且放弃生态搬迁建房权益的原
住民，由集体经济给予一次性补偿。另一方
面，对愿意留在农村生活的，统一搬迁至政
府统一规划选址与建设的移民新村—澄江
镇北泉村、柏林村。同时，北碚区整合各类
资金2.2亿元加强移民的民生保障和社会保
障，让生态搬迁群众享受到社会保险、就业
培训、子女入学等方面的政策。

今年 6 月，北泉村新建成的缙云山居
生态迁建房小区，已有 45 户生态搬迁户

陆续拿到宽敞明亮的新房的钥匙。
而在大山深处，当地按照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修复的思路，科学选配植
被、树种，修复缙云山保护区面积 57.7 万
平方米，栽植花木近 90 万株。多年的精
心养护，缙云山逐渐回到最初的模样。

如今，无论是缙云山核心保护区内的
违规建筑、原住居民原址，还是金湖湾—
黛湖、大罕宫基地，都已变身为赏心悦目
的生态绿地，缙云山的“绿肺”和天然屏障
功能也得到了有效复苏。

缙云山黛湖风景如画缙云山黛湖风景如画。。秦庭富摄秦庭富摄

村民日子红胜火村民日子红胜火
只缘绿回缙云山只缘绿回缙云山

◆本报记者余常海 通讯员刘航

重庆市缙云山半山腰的生态文明实践分中心游人如织，驾车前行，葱
翠的树林不断后退，不一会儿就到了黛湖。这是缙云山的翡翠，黛湖拥有
近两百种淡水藻类，被誉为“藻类基因库”，一湖碧水四周新植着水杉、红
枫等树木。

“这里的风景像回到了 30 多年前，但大家的日子都红火了。”龙天真
是北碚区澄江镇北泉村的党委书记，30 多年前，她嫁到北泉村，一下子就
对这个绿水青山环绕的地方着了迷。但随着发展，缙云山里的部分村民

“靠山吃山”，农家乐无序发展，生态遭到不断“蚕食”。
2018 年开始，重庆以坚定的决心和有力的措施推进缙云山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提升。北碚区以此为契机，通过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探索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将良好的生态优势转变成发展优势，2021 年，成功创
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本报讯 曲折幽深的老巷，凹
凸有致的鹅卵石路，白墙黛瓦的
徽派建筑里开设着制香店、绣房、
咖啡馆……现代与古典结合，让
古韵为商业赋能，业态布局则为
老街增添新生动力。这便是走进
浙江省桐庐县江南镇深澳村的第
一印象。

深澳村是第三批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村之一，至今有千年历史，
以庞大的古建筑群、独特的地下
水系和浓郁的民俗风情而闻名。
长期以来，江南镇在合理保护利
用历史资源的同时，注重挖掘传
承深澳古建筑、古水系的传统匠
心文化，引入“百匠慢生活文化综
合体”，着力打造百匠街区。

截至目前，村里已引入葫芦
烫画、扎染等青创业态 60 余家。
有着悠久历史的深澳老街，正逐
渐成为繁华的艺术街区，同时也
为村里增加年收入 50万元以上。

深澳村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弘扬，开展历史文化（传
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是桐庐县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桐庐县对古村落整
体环境进行提升，培育旅游产业，
按照景点的要求建设村落。目
前，已有深澳村等 17 个历史文化

（传统）村落创建为 3A 景区村庄，
并积极推进文旅融合创新，培育
和发展“古村落+文创”“古村落+
艺术”“古村落+特色民宿”等新

业态，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作为杭州市首批未来乡村建

设试点村之一，凤川街道翙岗村
理清自身特点，立足地优人聚和
人文资源优势，以“千年翙岗、活
剧潮村”的定位，打造古、潮、智、
美共融的未来乡村。并抢抓“暑
期经济”，对艺术乡村建设进行更
深层次的新尝试，举办首届古村
喜街潮玩节，以翙岗村特有的传
统民俗活动——“喜街”为基础，
结合时下新潮的玩法“玩剧热”

“说学畅”“醉爱乐”，以“潮”的形
式揭开古村“面纱”。

而江南镇彰坞村则坚持做深
做透非遗文化，将传统文化技艺
融入艺术街区打造，建成竹艺馆、
乡贤馆，举办系列民俗文化节，通
过繁荣群众文化，打造出了属于
农民自己的“精神家园”。

此外，桐君街道梅蓉村通过
举办各类艺术活动，打造艺术赋
能模式；富春江镇石舍村充分挖
掘古建筑和山水资源优势，打造
休闲旅游模式历史文化（传统）村
落等。

焕发历史文化（传统）村落生
命力，推动美丽乡村向富民经济
发展。如今，桐庐县通过古建保
护、文化挖掘、环境修复、村庄整
治、旅游拓展等综合措施，古村落
已实现从美丽空间、美丽生态、美
丽经济到美好生活的跃升。
周兆木 郑建民 邓晓忠何小华

浙江桐庐业态布局为老街赋能

以艺术IP打造潮流乡村

美丽共建

本报讯“ 这 里 的 空 气 太 好
了，天蓝水清、风景优美、视野开
阔，站在这个位置都能看见山顶
的亭子，孩子们玩得可开心了。”
张凤艳是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
人，她经常在周末带着孩子来沂
南县双堠镇的五彩山游玩。

这 正 是 双 堠 镇 坚 持 生 态 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最好诠释。
近年来，双堠镇坚守生态底线，努
力让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的成色
更亮。

为擦亮生态底色，双堠镇深
入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针对主
要干道、采伐地等重点区域进行
林木栽植、补植。同时，严格落实

“控煤、抑尘、禁燃”等措施，辖区
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人民群
众蓝天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我们村里新修了水泥路，设
置了垃圾桶，配备了保洁员，还有
专门的洒水车，村里干干净净，现
在的环境太好了，原来那泥巴路
真是没法走啊。”看着村里这些
年 的 大 变 化 ，双 堠 镇 北 龙 口 村
支 部 书 记 谭 贞 收 不 由 得 发 出
感慨。

双堠镇还将提升人居环境作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

体，并创新实施“乡村振兴合伙
人”制度，引导企业与村居共治共
建美丽乡村。目前，沂南县多个
企业与村庄结成共建对子，投入
30 余万元设立“区域环境综合治
理公益基金”，共同承担企业周边
村庄的道路保洁、设施维护、环境
整治等工作。

在 双 堠 镇 的 红 梨 基 地 ，放
眼 望 去 ，260 亩 的 红 梨 逐 渐 成
熟 ，绿 叶 间 一 抹 抹 红 色 格 外
亮眼。

“我们村从 2020 年开始准备
发展红梨，经过各方考察之后下
定了决心。现在，依靠着红梨产
业，我们村集体经济有了大幅提
升。”双堠镇瓦屋庄村村支书张贵
芳高兴地说。

近年来，双堠镇从地域特色
出发，依托优良的生态优势，在

“绿色发展、做亮农业”上狠下功
夫，通过打造“一村一品”，村民收
入不断提高。

沂南县双堠镇党委书记左潇
河表示，双堠镇将坚持生态优先，
以绿色发展推进产业发展，以产
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让群众的
腰包更鼓，让农村环境更美。

季英德 代德鑫

山东双堠镇实施“乡村振兴合伙人”制度

推行结对共建 突出一村一品

点绿成金点绿成金惠惠民生民生

时间：2022 年 10月 24日
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
场景：深秋时节的草原，金黄色的树
叶透着浓浓秋意，牛群在河边悠闲地
吃草，一派祥和美好景象。

姚雨摄

图为田城开江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