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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大力建设田园综合体

重庆市财政局日前消息，自去年试点建设田
园综合体以来，市财政、农业等部门紧密协作，通
过多种方式大力支持试点建设。

去年 5 月，国家确定在重庆等 18 个省份开展
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重庆忠县凭借柑橘特色产
业支撑、核心领引等优势，成功入围国家级试点，
南川、潼南、梁平3个区县在市级试点。

据了解，田园综合体建设周期为 3 年，具体 6
项任务为，完善生产发展体系条件、打造涉农产业
体系发展平台、培育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动能、构建
乡村生态体系屏障、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健全优化
运行体系。最终目标是让农业成为充满希望的现
代产业、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体面职业、农村成为
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

试点确定后，重庆市财政、农综部门紧密协
作，从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农业发展、农业综
合开发统筹资金，分国家级试点和市级试点两个
类别，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方式予以支持。
同时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重要作用，创新财
政支持方式，综合运用补助、贴息、担保、风险补偿
等方式，撬动城市工商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
跟进。

通过一年来的支持建设，忠县“三峡橘乡”田
园综合体正加速建设基础设施，柑橘国际协同创
新中心已进入主体施工。南川田园综合体将茶叶
作为主导产业，新建茶叶基地 5500 亩，“一主多
铺”建设田园社区，力推茶文旅融合发展；以柠檬
为主导产业的潼南田园综合体正在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筹备柠檬节；梁平“双桂田园”田园综合体，
已实现投资 6800 万元，正提质建设桂香天地、彩
稻空间等项目。 郭立平

贵州石阡
联手苏州共建千亩产业园

近日，在“一对一”帮扶关系的基础上，贵州省
铜仁市石阡县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签订《共建
农业产业示范园区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
在石阡县合作建设1000亩农业产业示范园。

石阡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长期以来受
交通区位和地理环境的限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贫困人口较多。建设农业产业示范园，发展特色
优势农业产业，是加快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突破
口，也是快速推进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

据了解，自 2013 年相城区与石阡县结成“一
对一”帮扶关系以来，双方在农业领域开展了广
泛的交流合作。2017年，相城区依托自身在农旅
一体化建设上的成功经验，已联手石阡县在石阡
甘溪乡铺溪村打造了一个高端农旅一体化现代
观光园。

此次共建的农业产业示范园包括 250亩彩色
花卉产业示范园、100 亩蓝莓采摘园、150 亩枇杷
园、500亩地方乡土特色农产品培育区，将以彩色
花卉苗木与优质果树为主导产业，融入多种科技
种植模式，引育加拿大红枫、欧洲白桦、美国蓝莓、
苏州枇杷等品种，使园区在每个季节呈现出不同
的美景，带动当地农林产品的“四季旅游”发展。
项目将分两期建设，每期 500亩，预计 2020年 2月
前建成。 薛文华

河北怡达省级现代农业园
招商签约4.5亿元

日前，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怡达省
级现代农业园区京津招商会在京举办，现场成
功签约各类食品生产及相关项目 8 个，签约总
额达 4.5 亿元，签约合作方有中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等企业。

据悉，该现代农业园区是由河北省人民政府
批准正式成立，河北省商务厅、北京市商委、天津
市商委批准设立的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园
区之一，总占地面积3.9万余亩。园区依托现有的
产业基础，顺应优势特色农业提升发展趋势，按照
优势互补、合作分工和区域协同的原则，积极推动
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休闲”联动发展，形成了
怡达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一核创新驱动、两区示范
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总体空间格局。曹蕾

山东即墨
芍药园助农增收

近年来，山东青岛市即墨区以“农旅”融合为
重点，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大
力发展芍药种植产业，打造集特色产业、生态观光
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促进农民增收。初夏时节，
即墨区俞家屯村药用芍药种植基地内花香四溢，
图为农民正在进行田间管理。

杜晓雷 梁孝鹏 摄

□□ 本报记者 操戈 邓卫哲 文/图

成片成片的格桑花刚刚谢幕，面积200余亩的
荷花紧接着开放。入夏，海南琼海嘉积镇龙寿洋乡
村文化旅游区，错落有致的花海吸引着远近的游客。

龙寿洋乡村文化旅游区是海南省省级现代

农业示范区，去年在第二轮改造升级中，由原万
亩田野公园改建而成。此次升级改造突出了第
三产业的带动作用，提出以“优氧农业+生态田园
旅游+美丽乡村”为核心的全产业链开发模式，打
造 5A级全域旅游景区、精致农业示范区、美丽乡
村精准扶贫示范基地、台海新经济示范区和田园

综合体示范区为一体的农业供给侧改革示范区。
目前，占地 1.3 万余亩的园区已建成世界级

兰花花艺馆，由引进台湾专利品种福水莲花打造
的水生景观和种植有格桑花、百日菊、硫华菊、醉
蝶花、向日葵的四季立体花海。日前，记者就园
区建设情况进行了采访。

编者按：农业园区的建设有互通之处，但没有绝对一成

不变的模式。海南琼海龙寿洋乡村文化旅游区在开发建设

中，先行发展园区旅游业，突出第三产业带动作用，通过特

色花海景观吸引游客，再让旅游产业带动一二产业发展，为

园区的发展蹚出一条全新路径。

眼下，山东曲阜济宁市吴村镇龙尾庄村，千亩杏园里黄澄澄的杏儿挂满枝头，吸引了省内平阴、蒙阴、邹
平等地的客户陆续上山采购。每逢周末，还有大批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图为村民正在杏园采摘。

刘新红 张向东 陈晨 摄

黑龙江省政府近日下发《关于推进全省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2年，
全省建成并命名 100 个左右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带动各地建成一批市、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意见》提出，产业园建设要坚持产出高效、
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
方向，以规模化种养基地为基础，依托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带动，聚集现代生产要素，将“生产＋
加工＋科技”融为一体。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要建成产业特色化、生产标准化、技术集成化、作
业机械化、经营规模化、服务社会化的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农业基础设施、科技含量、质量安全、
生态环保水平显著提升，产业园内农民收入要高
于当地平均水平 30%以上，在全省率先基本实现
农业现代化。

根据《意见》，黑龙江将全面推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和现代经营形式，推进特色种养业、农产
品加工业、农村服务业统筹衔接、紧密联结、复合
发展，推进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加快一二三产
业融合，建立农民合理分享土地增值和二三产业
增值收益的长效机制。同时加强现代农业产业

园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入园发展创造良好
环境。

在对农业园区的支持上，黑龙江将通过统
筹、整合现有专项资金渠道，探索创新支持方式，
加大对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倾斜力度。
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
工，全面提高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用地将纳入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年
度新增建设用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
标、支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均向现代农业产业园倾斜。

《意见》要求黑龙江各地立足当地经济水平、
资源条件、区位特点和产业优势，科学制定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规划。要瞄准市场需求，发挥区
域优势，大力发展优质粮食、畜牧、果蔬、水产、食
用菌、中药材、林中经济、生态旅游等产业。要坚
持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等重大工程实施
力度，推广农业减化肥、减农药、减除草剂技术，
开展秸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和残膜回收，构建
园区现代生态循环农业技术体系。

本报记者 刘伟林 实习生 王泽田

黑龙江将建100个省级农业产业园

海南省琼海市龙寿洋乡村文化旅游区

引来游客 带活产业业

“所有产业永远不让农户出局，农民不仅要
参与决策，而要成为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张勇
说，新一轮的龙寿洋开发，产业发展不抛农是前
提。地还是村民的地，房还是村民的房，公司要
做的只是整合资源，通过发展旅游业让村民的资
产实现共享，让农民不失地、不失居、不失业、不
失收。

土地变资源，资源变资金。张勇给记者算了
笔账，园区范围内的农民土地租金每亩每年1400
元，每月打工保底工资 2800 元，包三餐、买社保。
目前园区已经安排了当地100多名村民到公司就
业，未来还将会把当地村民的房源等资产纳入统
一经营，通过向游客共享的模式增加收入，并带动

更多人在家门口就业。让张勇没想到的是，今年
有21户村民明确提出不要租金，要求以租金入股。

曾经因为村民收入低、留守老人和儿童多而
备受困扰的礼都村委会妇女主任陈玉芳，如今忙
着向慕名前来的游客介绍自己村子这些年来发
生的巨大变化。

陈玉芳说，与村民自发投资旅游项目相比，
政府去年引入企业和村民合作进行村庄整体改
造升级，无论在资金保障和规划建设方面都更进
一步，目前正在开发的旅游项目就有4个，相信村
民的收益会更多，生活会更富裕。

为了确保园区内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龙寿
洋园区还成立了产业基金，园区卖的每一朵花、

每一斤农产品都提取一分钱，积少成多，全部用
于当地乡村建设和民生投入，给村民有个保障。

下一步，园区计划对空心村房屋进行改造，外
面统一打造成老琼海的味道。庞飞说，“这既能改
善村民的居住条件，也能更好的发展文化旅游，而
旅游业的发展也是为了让村民的利益最大化。”

“合作共赢是龙寿洋乡村文化旅游区产业发
展的基本目标。”张勇说，通过村民或合作社与开
发公司共同组建的专业化产业公司，推动田园变
公园、农房变客房、劳作变体验，要将龙寿洋打造
成为 5A 级乡村生态文化旅游区，吸引国内外游
客到这里休闲度假，带动乡村消费和发展，真正
把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打造乡村文化旅游区，琼海依托的是对农村
农田资源的整体规划，既着眼于整体保存，也着
眼于整体发展。保存的是地形村貌、生态底本、
农业业态，发展的是基础建设、新型农业、旅游休
闲。而龙寿洋涵盖了11个行政村162个自然村。

“在园区建设发展中，农民不应是旁观者，而
是实实在在的主体，因为他们是自己事业的经营
者、管理者和受益者。”庞飞说，“要处理好保存和
发展的关系，就一定要让农民当家做主人，有绝
对的话语权。”

为了尊重农民的意见，让农民有话语权，龙寿
洋园区设立了乡村振兴讲习所。张汉卿说，讲习所
就是给大家一个定期沟通交流的平台，把国家“三

农”政策和园区发展规划跟老百姓讲透彻，把国际先
进种植管理技术讲给农民。同时，村民的任何疑问
都可以在这里拿出来讨论，最终由党支部拍板决策。

今年 3 月 28 日晚上 8 点，讲习所给来自嘉积
镇扎都、龙寿村的两委干部、党员、村民代表近
200 人讲解了园区的整体规划和具体项目内容。
听完讲解，越来越多的村民认识到，高品质的整
体开发建设能够更好地整合资源，提升品质，从
而更好地保障他们的利益。

龙寿洋在第一轮的开发建设中，开发公司是
绝对的主角，而当地村民仅仅是被动参与的配
角，多被聘为保洁员、保安等简单解决就业。但
新一轮开发着重加强了党建的重要作用，确保当

地村民在开发中的主动权。
基于这样的发展理念而成立的龙寿洋园区

乡村振兴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对公园及周边
的5个村委会、15个合作社以及公司、企业进行统
筹协调，整合园内的土地、人力、技术等资源形成
合力，推动园区建设。

党支部成立后，园区的所有项目都必须经过党
支部会议讨论，并报镇党委同意后才能开始实施。

“这是一个依据党建创新原则，跨地域、跨行
业、跨身份成立的一个以农村发展为基础的党支
部。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发挥好党支部的带动
引领作用，让我们的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庞飞说。

“好看容易，耐看难，耐看需要持久，就要有
产业支撑。”对于园区建设，琼海市委常委、嘉积
镇党委书记庞飞认为，做产业关键要抓好销售，
农产品卖出去了才能叫产业化。而琼海集农耕
文化、红色文化、侨乡文化和会展文化为一体，资
源禀赋和市场关注度都很高，因此在第二轮开发
中，园区要从以农业转型升级为主变为更加突出
旅游带动，即三二一的产业发展顺序。

在负责新一轮龙寿洋园区开发的海南叁圆
文化旅游公司董事长张勇看来，龙寿洋园区建设
只要体现出特色，不愁游客不来。只要能吸引来
游客，就不愁一二产业的发展。

为了做好园区旅游业的卖点，2017年张勇跑
了 9 趟台湾，走遍了台湾所有市场叫好的农庄。
通过这 9次考察后，张勇和整个开发团队有了新

的认识。
龙寿洋属于低洼田洋，因此最适宜引进台湾

的福水莲花。“这会是一个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
都绝佳的选择。”张勇说，这种莲花色彩之多居亚
洲之冠，具备很好的观赏性，又含有莲花碱、莲花
粉、莲花蜜以及稀有的莲花胚胎素、抗坏血酸、谷
胱甘肽等多种氨基酸及柔质可供食用。

“农业已经到了既要解决吃饱问题又要让人
们吃好的发展阶段。”叁圆文化公司执行董事张
汉卿说，通过深入台湾学习考察，园区引进了百
香果、凤梨等水果，将果园打造为一个游客可以
乐在其中的植物迷宫。同时还可延伸产业链发
展百香果深加工产品和相关的旅游文创产品，而
特色产品的增加也会丰富旅游的内容。

在模仿台湾农业园区打造的四季花海里，张

张汉卿说，现在大家看到的花海，既有非常好的
景观化效果，又可以结合生物活性菌实现对土壤
的改良。经过几轮花卉的种植后，园区计划结合
海南的气候及土壤特点，种植含生物类黄酮较高
的百香果和金钻 17号凤梨。“这样既发展了旅游
业，也为更好发展种植业打下了基础，而且大量
的游客前来也为产品的销售打开了通道。”

另外，园区还与台湾金牌团队合作，利用其在
国内外的稳定销售网络，实现兰花的订单生产。
打造以兰花馆为展示平台，集研发、生产、销售、花
艺展示、观赏等一二三产融合的兰花产业链。

目前，以“田园+花园+乐园+学园“四园合一
的产业链开发模式已经在园区落地，通过美丽产
业终端带动了游客流量，为一产和二产的发展开
辟了广阔的新空间。

旅游带动，园区发展动力足

推动共享，产业发展不抛农

参与决策，农民当家做主人

园区长镜头

短评

图为游客在龙寿洋乡村文化旅游区花海观赏。

同质化严重，分等分级少，品牌

多 而 不 亮 ，好 产 品 卖 不 上 好 价

钱 …… 推 动 农业转型升级是农业

园区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而

没有突破口，从传统的思路出发，即

使通过产业转型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用更高的效率生产出更好的产

品，也未必能很快打开市场，转型升

级的成效也会大打折扣。

海南琼海龙寿洋乡村文化旅游

区在开发建设中，从文化资源禀赋

出发转换思路，将旅游产业带动作

为11个行政村162个自然村产业转

型升级的突破口，确立了“三二一”

的产业发展顺序，通过建设特色美

丽花海等景观，实现了吸引游客的

目的，为一二产业的发展开拓了巨

大的消费潜力。同时通过花卉种植

改良土壤，为下一步优质农产品的

生产打下基础。

龙寿洋园区开发建设的启示

是，农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要在市

场中寻找，只有开辟出潜在的消费

空间，才能持续激发产业转型和产

品升级的动力。其实，除了通过旅

游产业带动，农业园区建设还可从

当地实际和产业基础出发，在打造

农产品外销平台和市场开拓体系、

加强农超对接、发展订单农业和电

子商务等方面寻找突破口。

而接下来，园区还应积极主动

应对消费需求，实施集约化生产和

企业化经营，加大新技术新产品的

推广，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提升

农产品品质，延伸产业链条，真正实

现农业的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

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在产业转

型升级方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找准突破口
是关键

常力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