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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记者 任美莲 文 / 图
寒冬，一进入双龙镇新安村，远远望去，田

地里来回穿梭着干部群众忙碌的身影， 被翻开
后的土地开出一垄一垄的“黄土花”，这里曾是
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如今村庄青山环绕，四季
瓜果飘香，与村落、道路、溪水交相辉映，村民在
田地劳作，好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撂荒地变身“致富田”
从城区出发，驱车 20 余分钟，来到新安村。

弯弯曲曲的乡村公路玉带似的向前蔓延， 透过
车窗，窗外生机勃勃，地里大片大片摇曳生长的
油菜、 小麦青绿油亮， 将村庄装点得分外有活
力。 麦田、油菜地整齐划一，在阳光直射下仿佛
闪闪发光，预示着来年的丰收。

“种粮只能糊口，养家还得外出打工，人一
走地就荒了。 ”村民张家来一语道破农村耕地撂
荒现状， 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他对农田土地有着
深深的眷恋，看到原来的撂荒地“活”了，他心里
的喜悦难以言表。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不断发展，新安村
很多村民在城市里买了房， 再加之外出务工人
员增多，造成部分土地撂荒现象。为有效解决农
村土地撂荒现状，最大限度提高耕地利用率，新
安村通过“政府引导 + 群众土地流转 + 集体公
司”的合作模式，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立足实际，精准施策，确保现有耕地应
种尽种，将一块块撂荒地变成“致富田”，这样不
仅盘活了资源，还让产业发展有了“用武之地”。

站在高处向下看， 一块块平展的田地里绿
意盎然，昔日的撂荒地经过复耕复种重披绿衣。

“你看，这里以前是大片大片的撂荒地，现
在却是生机勃勃的百亩良田。 ”新安村党支部书
记张辉忠告诉记者。

撂荒地整改初期， 不被村民看好。 没有资
金，没有技术，没有劳动力怎么办？ 为了打消村
民们的顾虑， 张辉忠带领村支两委不仅自掏腰
包，与村干部一起参股，组建集体公司，承包村
里 150 亩荒地做试验田， 而且还耐心劝说村民

“拧成一股绳”，以规模赢市场、以品质创品牌。
“去年村集体种植的小麦获丰收，种植有效

益了！ ”村里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农户心动了，
纷纷加入撂荒地整改队伍当中来。

高效流转土地，集中连片种植，产生规模效

益。 通过整合资源、带动村民，闲置土地“活”起
来不仅可以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还带动了村
民就业增收。 农忙时在集体公司务工的村民每
月能增收 2000 多元，村民生活更加富足了，“撂
荒地”真正成为了“聚宝盆”。

今年，新安村共种植小麦 200 余亩，油菜 30
余亩，草莓 8 亩，预计种植土豆 80 余亩。该村通
过撂荒农田进行整治，变荒地为“良田”，为实现
粮食产量稳定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谋乡村旅游发展之路
走进新安村花溪谷， 正在改建的乡村大舞

台首先映入眼帘，站在舞台上远望，错落有致的
农家庭院、洁净宽敞的乡村道路、古色古香的景
点步道……新安村一幅和美乡村新画卷展现在
眼前。

新安村距县城 18 公里，距小三峡高速出口
2.5 公里。 近年来，该村以自然风光和区位优势
为依托，坚持因地制宜、适度开发、保护生态、突
出特色的理念，在政府和帮扶单位的支持下，抢
抓烟台市在巫山开展东西部协作的机遇， 打造
花溪谷旅游示范点。

“目前我们种植的小水果有草莓、樱桃、枇
杷、桃子、板栗，并推广时下游客们喜欢的采摘
游项目，发展农家特色旅游。同时我们还修建了
乡村大舞台，为村民休闲娱乐、强身健体提供方
便。 ”新安村副主任刘朝太告诉记者。

花溪谷旅游示范点，以花的植入为亮点，在
河畅、堤固的基础上，大力推行水清、岸绿、景美
工程。河岸两边种植桃花、山茶花、杜鹃花、红梅
等灌木和花卉，形成河岸绿化景观带。

以瓜果采摘为基点，积极探索“产业＋休闲

旅游”的发展模式，逐步打造集农事体验、采摘、
观光休闲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

青山脚下，绿树成荫，小桥流水，农舍依依，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自主地陶醉在这片美丽的田
园风光之中。

“我们村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加上
环境优美，山清水秀，经常有游客过来游玩。 现
阶段，我们村要具体打造花溪谷旅游示范点，把
新安村打造为一个集野炊、游玩、观光为一体的
生态农村。 ”言语间，能感受张辉忠饱满的生活
热情和强烈的发展信心。

如今的新安村，通过路面翻新、河道整治、
景点美化等相关措施，让整个村落焕然一新，临
窗远望，蓝天白云、青山绿田相映成趣，自成画
卷。

游客们在这里感受乡村气息， 享受自然风

光，从匆匆到此的“短暂游”变为安心驻足的“静
心游”，为乡村振兴注入强有力的“源头活水”。

农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新安村以花溪谷为主要景点的田园旅游，

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农业产业，实现农旅融
合串珠成链，逐步将打造为农旅融合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带动当地经济，促进村民增
收致富，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娱乐等多种服
务，将农业产业和旅游真正做到有机融合，实现
群众致富增收。

“在村支两委带动以及烟台市农科院的指
导下，发展产业的村民越来越多。 ”“村里发展产
业又打造旅游，为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实惠，我的
土特产也走出了大山。 ”村民罗申银高兴地说。

“村里不仅给我送小麦种、土豆、肥料等物
资， 而且我今年在集体公司务工收入就有 2 万
多元，村里旅游逐渐火了，农特产品也卖了 5000
余元，日子过得很有盼头。 ”村民马树林笑着说。

面对乡亲们致富的美好愿望， 村党支部意
识到，要让环境美起来，产业兴起来，支部就必
须见行动，才能让群众口袋“鼓”起来、脑袋“富”
起来，收获更多的“真金白银”。

在这个寒冬， 新安村党支部少不了忙碌的
身影，最常见的是热火朝天的“点子会”。“火车
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要使党支部更好发挥战
斗堡垒作用，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主心骨。 ”“送
钱送物， 不如带领村民致富。 ”“多为群众做实
事，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 ”在每次的点子会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火朝天。在村党支部的带
领下，新安村的“农旅融合之路”正不断延伸。

赏花、摘果……从卖水果和农产品到“卖风
景”，走上农旅融合发展之路的新安村，积极引
导村民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实现“一户一处景、
一路一幅画”的大美格局。让“高颜值”村貌吸引
更多游客，同时提振村民的精气神。

农旅融合，处处是景，山是景，水是景，田园
人家是景。眼下，新安村的乡村振兴正如火如荼
地展开……

新安村：“农旅融合”融出乡村振兴新前景

草莓基地。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何善春 文
/ 图） 12 月 25 日，在大溪乡许敦富水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柑橘果园里，葱绿茂盛的柑
橘叶间，成熟饱满的蜜橘挂满枝头，空气中

弥漫着沁人的果香，许敦富和工人正在采收
柑橘。

“我们果园 2009 年建成， 面积有 160
亩，今年产量大概有 120 吨，预计产值 60 万

元左右。”许敦富告诉记者，果园的柑橘已全
部进入丰产期，因为柑橘香甜多汁深受消费
者喜爱。

柑橘作为大溪乡的优势特色产业，带动
了一批市场主体发展壮大，许敦富水果种植
专业合作社只是其中之一。柑橘是大溪乡规
划的“四万”产业之一，目前规模化种植柑橘
1.2 万亩，进入丰产的面积 0.85 万亩，预计
今年产量 1.2 万余吨。 产业壮大不仅带动了
一批优势特色产业市场主体快速发展，也促
进了群众增收。

在大溪乡，农业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端
的核心市场主体，农业产业化是引领乡村振
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力军。 今年以来，
该乡加强组织领导，通过组建机构，印发《大
溪乡市场主体培育工作方案》， 将全年指导
数细化分解， 建立市场主体培育包保体系，
紧盯目标，任务到人。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矛盾纠纷排查等“三大行动”为契机，进村入
户收集群众意愿，围绕水果管护销售、粉条
生产加工、 商品批发零售摸清培育方向，通
过群众会、院坝会、新媒体等方式，加强注册
流程、贷款及相关政策的宣传，消除群众对
手续繁琐、负面影响等登记注册的顾虑。 着
力稳存量、促增量，加大对合作社、种植大

户、新农人等群体的引导，鼓励在农资保供、
统管统防、联合营销、电商培育等方面自主
创业。新增水果产业经营主体 53 户，批发零
售业 14 户，食品加工业 1 户。

同时，主动靠前服务，开展市场主体培
育专题培训，让干部人人懂流程，建立“科室
帮办 + 村居陪办”的全过程服务机制，指导
申请资料，提供精准对接服务。 联系市场监
管局庙宇所主动到乡办理，每月定期集中开
展登记注册，让干部多“跑腿”、让群众少“走
路”，切实做到代办全过程。建立市场主体培
育跟踪机制，及时发现解决困难问题，营造
让市场主体安心发展的良好环境。新增市场
主体 68 户， 完成全年指导数的 141.7%，为
推动全乡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大溪乡人大主席刘成华告诉记者，下一
步，大溪乡将不断转化主题教育成果，持续
落实好“885”工作机制，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奋力交出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

今年以来，大溪乡坚持以山区库区强县
富民产业提质增效为牵引，不断推进市场主
体培育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文 /
图） 12 月 20 日， 记者在巫山县第一
失能特困集中供养设施项目建设现场
了解到，目前该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
进入到装饰装修阶段， 预计明年 4 月
投用。

该项目位于建平乡柳坪村， 距县
城约 13 公里，车程 15 分钟，海拔 680
米。 此处交通便捷，可通巫山·神女景
区，视野开阔。 可远观巫山县城、巫山
长江大桥及巫峡、文峰公园等，气候、
环境均适宜失能特困人员及老年人休
养居住。

项目占地面积 9668.76 平方米，设

计总床位数 500 张， 总建筑面积
21184.70 平方米。

设置一栋养老建筑及一栋门卫
房，养老建筑由照料单元（护理型床位
及非护理型床位）、 多功能活动室、餐
厅、厨房、车库、设备用房等组成一个
四合院建筑。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
善我县养老服务体系， 切实加强贫困
家庭失能、 半失能人员的照料护理能
力，提升失能特困人员供养水平，释放
贫困家庭劳动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奠定高品
质兜底养老基础。

大溪乡：强化市场主体培育 新增经营主体 68户

果农采摘柑橘。

巫山县第一失能特困集中供养设施项目主体完工

效果图。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文 / 图） 日前，建平乡
柳坪村，色彩缤纷的林木与翠绿的蔬菜、洁白灰瓦的民
房交相辉映，构成一幅新农村冬天美丽的画卷。

柳坪村坐落于长江南岸，巫（山）庙（宇）公路及巫
峡·神女景区南环线旅游公路穿境而过。 当地村民充分
利用交通便利、距县城近的优越条件，常年种植蔬菜，丰
富了城市居民的“菜篮子”。

初冬时节，这里的树木，树叶或黄或绿、或红或紫，
五彩斑斓，美不胜收。一间间白墙灰瓦的民房坐落其间。
村庄后的山顶上，流云飞瀑，惊现一道美轮美奂的自然
奇景，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呈现出一派乡村振兴的
壮丽图景。

村庄冬景美

（上接第一版）“现在党的政策这么好，我的心头事解决
了，我要好好活下去，享受晚年生活！ ”谢某灏表示。

整修村道、帮助谢某灏脱困是龙溪镇“六步走访法”
的缩影。 龙溪镇在敞开心扉中聆听呼声，在嘘寒问暖中
掌握民情，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够现场解决的当即给予
答复解决，不能解决的通过“六步走访法”解决。 主题教
育期间，解决问题百余件，办结率达 98.5%，用心用情持
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龙溪镇：
巧解群众“急难愁盼”
架起党群“连心桥”

市民若发现网上假新闻和新闻欺诈行为，
请拨打巫山县委网信办举报电话 57633010。

五彩树木与翠绿的蔬菜交相辉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