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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壮阔70年，三湘首善换新天。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自古就有“三湘首善”之称。从1949年7月25日长沙县人民政府组建时起，伴随着新
中国成立的步伐，通过7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创新，长沙县这个不沿边、不靠海的中西部内陆县城一跃成为中西部地区发展的
标杆，跻身全国百强县前五，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被评为全国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201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被评为
全国“百城百县百企”之一。

为做好重中之重的“三农”工作，长沙县坚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40年前，长沙县开慧公社竹山大队张家塝生产队，在湖南第一个实行“包干
到户”，成为湖南的“小岗村”。如今，葛家山村（前身是竹山大队）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镇。

葛家山村只是长沙县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如今的长沙县乡村，产业兴旺，农产品加工值过百亿元；生态宜居，是湖南唯一的“全国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成效激励县”、首个“国家级生态县”；乡风文明，成功获评“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经验向全国推广；治理有效，浔龙河村等
荣获“全国农村基层治理十大创新案例”；生活富裕，组组通公路，村村通公交，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突破3万元……

振兴乡村，服务长沙。长沙县“三农”人用“绿色”绘就乡村振兴的最美底色，用基层党建“红色”引领发展、增添乡村振兴的最大亮色。

编者按

□□ 本报记者 杨娟 张振中

一片近乎弃种的稻田、几间闲置的杂屋和民宿组合
在一起会起到怎样奇妙的“化学反应”？园作景，屋为
居，一个“民宿坊”就此形成，让一三产业融合升级成绿
色产业。

一个村和一个花卉基地交融在一起将产生哪些惊
人的神奇力量？花为媒，画为约，一个“花观园”就此打
造，让昔日一个脏乱差村庄蝶变成美丽乡村，衍生成“美
学经济”。

一方洁净的水土和一个企业联系在一起会催生什
么样的“结晶”？山水为依，健康为本，一个“健康谷”就
此诞生，让企业稳居全国 500 强，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将
迈进百万元大关。

无论是“民宿坊”，还是“花观园”，抑或是“健康谷”，
都有一个主打的颜色：绿色。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
长沙县委书记沈裕谋认为，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是
要不折不扣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以民本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按照“发
展‘美学经济’、推动全域旅游、做实乡村振兴”的发展思
路，着力推动农业农村经济走绿色发展之路，让绿色成
为乡村振兴的最美底色。

在长沙县委副书记、县长张作林看来，经济发展要
升级，农业农村须转型。为了突出“绿色”发展，长沙县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正在实现三个转变：融合“两产”，
从着重发展第一产业向三产融合发展转变；发展“两
美”，从着重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向发展乡村“美学经济”
转变；壮大“两新”，从着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壮
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转变。

如今，长沙县的乡村，处处绿色、满眼生机。

融合“两产”：从着重发展第一产业
向三产融合发展转变

产业有差异，但不能让融合有“口子”。长沙县委副

书记周虔说，2013 年长沙县以工业为主导的南边乡镇
和以农业为主导的北边乡镇经济发展差距高达 4-5
倍，正是沿着三产融合的路子，现在缩小到了 1-2 倍。
今年，随着县委提出的“强园富县、优二兴三、转型升
级、融合发展”总要求逐步落地落细，这个“口子”正在
继续缩小。

金井镇是长沙县北部一个典型的农业大镇。金井
镇的金龙村，村民祖辈以种茶、采茶为业。村委会主任
刘宇告诉记者，10年前，茶农卖的是鲜茶，挑满一担茶叶
只能换来20元。而现在，金龙村不仅卖茶叶，而且卖风
景、卖文化，实现了由一片茶叶串起的三产融合绿色转
型之路，一担茶叶的价值翻了数百番。

随山势而上，层层叠叠的茶园，嫩绿、翠绿、墨绿，如
同一条条连绵起伏的缎带，本身就拥有自带游客的魅
力，因此金龙村一直不乏游客。然而，在往常，游客“走
马观花”地在茶园里走一遭就回到城里，村民的收入并
没有因此而增加。

金龙村“两委”和茶企决定共同破解难题，将千年茶
文化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和绿色生态文明深度融合：第一
步，造景迎客，以茶园为中心，配套九溪沿河观光带、湿地
湖公园游乐场，让游客有景可看、有地可玩；第二步，实力
留客，深入挖掘茶叶的历史文化、品牌故事，让游客植入
式地参与到采茶、制茶、品茶等各个环节；第三步，周到待
客，用贴心服务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如今，沿着新建的游道上山，一垄又一垄苍翠碧绿之
间，掩映着一座恍若天成的“自然茶馆”。这个建在古老水
渠上的茶楼，原本主要是为了解决茶园游客如厕不便的问
题，后来，发现游客钟情于这片满眼是绿的风景，干脆将其
打造成了一个集品茶、休闲、观光、阅读于一体的茶馆。如
今，这里变成了“网红”打卡点，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茶园变成了景园，采茶融合了品茶、赏茶、制茶，金
龙村形成了供游客吃、住、游于一体的乡村乐园。村党
支部书记杨炯透露，茶园周边的村民大多吃上了“茶旅
融合”饭，收入增长了40%左右。

“影珠山，离天三尺三，人要低头过，马要卸却鞍。”
这首长沙民谣里说的影珠山是长沙县境内最高峰，是湖
南省级森林公园。影珠山所在的福临镇影珠山村，2014
年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村”。

“村民住在公园里，就要维护公园的美丽。”影珠山
村党总支书记王维说，“不砍一棵树、不养一头猪、不建
一栋房”的“三不政策”一直以来都是影珠山村人对影珠
山的深情承诺。

守得住对青山的承诺，但 2014 年的影珠山村却还
难以摆脱贫困，是名副其实的省级贫困村。保护生态的
同时，如何摘掉“贫困帽”？影珠山村决定，坚持念活

“绿”字经，以影珠山森林公园为依托，走出“农旅融合”
的脱贫致富路子。

为了不砍树，村里引进企业，一方面利用山上散居
的农户家闲置房屋，由村民杨文学带头打造“民宿坊”，
另一方面，利用森林中的空地，打造“微型”澳洲木屋、胶
囊旅馆等特色露营基地。

山上，游客感受的是鸟鸣山更幽，而山下，游客看到的
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村里与荣科农业公司
合作，共同发展了30亩“优质稻+虎斑蛙”的生态种养产
业。“过去村民种植一亩水稻只能勉强糊口，没人愿意种，现
在一亩稻田的纯收入达到了1万元。”王维告诉记者。

“从过去单纯的公园，到如今的游园，再到今后城
市消费者的生态菜园，我们村的绿色产业融合之路会越
走越宽。”初尝甜头的村民满怀憧憬。

发展“两美”：从着重实施美丽乡村
建设向发展乡村“美学经济”转变

农村有大美。而这种美，不是简单的“涂脂抹粉”的
穿衣戴帽，而是原生态的乡土植物、乡土景观，是蕴含在
二十四节气里的自然农耕文化之美。

这种美，给长沙县的乡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价值。
7年前，落户在春华镇大鱼塘村的时鲜花卉基地春红花
卉，如今已发展成长沙县首家标准化花卉盆栽基地，成

为长沙人爱去的“花观园”，年营业额达2000多万元。
春红花卉的负责人蒋小云与花卉打交道已经近20年，

踏出了一条从卖花到种花的路子。19年前，她还在卖花。
2012年，蒋小云决定自己种花，将花卉盆栽的经济效益扩
大。而彼时，春华镇正翘首以待绿色产业来扮靓乡村，春红
花卉因此落户春华。如今，50多个品种的花卉在这里生长
绽放，每天几大货车花卉从基地销售到全国各地。

然而，身为长沙县“花王”的蒋小云并没有满足于种
花、卖花，她希望将花卉产业链延长，做足快乐型和审美
型两篇“文章”。蒋小云的想法得到长沙县委、县政府支
持。目前，长沙县正在全力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园，已将
春红花卉纳入其中，园区内将开辟时鲜花卉农文旅融合
区，总面积达1.7万亩。

春红花卉，点绿春华。就在基地不远处的春华山
村，每家每户庭前小院的花卉几乎都来自春红，春华山
村成了名副其实的“花园村”。

而以前，村里是出了名的脏乱差，进村就是臭水沟，
村民自己都受不了。村里想修路、整沟，村民却不肯让
出一分一厘的地，村里的任何项目都难以落地。

“要让乡村‘富’起来，先得让乡村‘美’起来。”春华山
村决定从美丽乡村建设起步，将塅港、荷湖两个小组打造
成人居环境整治示范片区，两年拆围还绿50余户，拆除破
旧房、简易棚，取而代之的是绿化、美化、亮化工程。

村民生活在花园里了，但村“两委”并不满足，开始
谋划让“绿色”变“财富”，从单纯的美丽乡村建设向发展

“美学经济”转变。
2018年，塅港组组长祖建国带头，72位村民以资金

入股方式，共筹资71.3万元，作为本金，成立了农民合作
公司——长沙春渡水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把全
组的山、塘、田以及房前屋后的闲置地块集中流转，由公
司统一运营，打造成农耕体验区、蔬菜种植区、小水果采
摘区、游乐休闲区。

去年以来，春华山村举办了春华春色文化旅游节、
春华狂欢抓鱼节等活动，让春华山村名声大震。“我们不

搞高大上的项目，就是用最原生态的农耕文化等吸引
人，以美丽乡村点燃乡村美学经济。”祖建国说。

壮大“两新”：从着重培育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向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转变

“我们村里最宝贵的是绿水青山和有机环境。”一进
果园镇新明村，村党支部书记黄季明就告诉记者。

新明村是长沙县的有机生态示范村。村里四面环
山，森林覆盖率达67.6%，是一个来了可以畅快呼吸的地
方。境内有一条自我循环的水系，没有外界水系的干扰。

村“两委”班子认定“生态立村、绿色发展”理念，村
里引进、培育了从事有机种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
村流转了 5000 亩地，农户获得了土地流转费用和务工
收入，但村集体经济还处于“窘境”。2018年，为了改变
现状，村里开始探索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新路子。

“我们在全国各地找了 22 个村子，到了新明村，看
到这里青山如画，检测了这里的水、空气、土壤后，我们
认定，就是这儿了。”山河健康集团董事长郑益清说。

2018年，全国500强企业之一的山河集团拟投资5.2
亿元在新明村打造“健康谷”，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山河集
团开展土地流转服务，仅发展“服务型经济”一项，除一
次性获得30万元的服务费外，每年都可以获得3万元服
务费，成为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新来源。

此外，新明村与鲜花公司共同合作成立了花卉公
司，开展了 12 亩的鲜花种植。村集体以土地和财政资
金投入占股55%，企业以资金和技术投入为主占股45%，
村集体收入一年可达10万元。

“预计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将突破100万元，村民
人均收入已达3.4万元。”黄季明说，这还是起步，长沙县
正在新明村建设高标准有机农业文创园，为长沙县振兴
乡村集体经济提供样本。

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明村在长沙县涌现。百村绘蓝
图，绿色作底色，在星沙大地，一幅“有景可看、有活儿可
干、有钱可赚”的绿色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 刘姗姗 本报记者 张振中 杨娟

一个以前老旧的茶园在经过园区改造升级之后带
来了什么？在湖南省长沙县湘丰村，正在打造集“茶种
植、茶加工、茶观光、茶文化”于一体的万亩多功能茶叶
园区，茶叶产业一年给村级新型集体经济带来了 60 万
元的收入。

一片原来弃用的南瓜皮在加工利用之后带来了什
么？在浔龙河村，在制作成南瓜饭、南瓜干之后变成了香
饽饽，价值翻身5倍。像南瓜蔬菜这样的第一产业和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之后，助推村级集体经济9年增长100倍。

一亩原本抛荒的田地种上巨型水稻之后能带来什
么？一亩以科技引领、转型升级的巨型稻让农户增产
200公斤，一年让村级新型集体经济入账10万元。

在几个村庄变化缩影的背后，离不开长沙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擘画布局。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
县委书记沈裕谋提出：长沙县新时期发展要按照“强园
富县、优二兴三、转型升级、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蹄疾
步稳向前推进。

在这一总体要求的指导下，长沙农村基层党组织这
个“红色引擎”强劲驱动，创新探索了壮大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 5 种模式：资本下乡共建模式、农旅结合引
领模式、土地股份合作模式、科普园区集聚模式、龙头企
业带动模式。这5种模式归纳起来主要为三种引领：政
策引领、产业引领、科技引领。

政策引领——
强园富县，富县就要去掉“短板”，

让农村“瘦”经济“壮”起来

金井镇蒲塘村 3 年前还是一个省级贫困村，尽管
2016年，在精准扶贫的政策下，村里摘掉了“贫困帽”，但
是村级集体经济仍是无源之水。

“即使对挺进全国前五强的长沙县来说，农业还是
富县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而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更是拖了后腿，因此，要强园富
县，就是要去掉这个‘短板’，‘治愈’这个后腿，强劲发展
包括农业园区在内的各个产业园区，加快发展农业农

村，强园富县则更有后劲。”沈裕谋坦承。
正当蒲塘村为发展集体经济一筹莫展之时，长沙县委

组织部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干部多次深入村组，与镇、村书记
一起“把脉问诊”，首先致力于消除村集体经济薄弱村。

2017 年，长沙县全县 114 个村，村集体年经营性收
入低于5万元的村有52个，其中不乏收入为零甚至负债
累累的行政村。靠什么来消除薄弱村？答案就是政策
引领。

政策很快得以落地。2018年 8月 2日，包括蒲塘村
在内的 57 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账户上，都收到了一
笔15万元的费用，这是用1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
余指标置换的标准厂房租金收益，这标志着长沙县在湖
南率先消除村集体经济薄弱村。通过这样的“政策引
领、飞地抱团”模式，村集体经济将连续三年获得每年15
万元的进账，让“空壳村”有了“钱袋子”。

在蒲塘村党总支书记杨莽看来，45 万元虽然不算
多，但却成为撬动集体经济壮大的“杠杆”。通过土地增
减挂钩项目，村里拆掉了 196 栋危房、空心房，涉及 167
亩土地。盘活的成片地块成功吸引了茶业公司入驻。
蒲塘村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入股茶园开发，今年茶企分
红将为村级集体经济带来15万元的收入。

如果说蒲塘村是依靠“飞地抱团”政策让村级集体
经济“从无到有”，那么同属金井镇的湘丰村则依靠“洼
地生金”政策让集体经济从“瘦”到“壮”。

湘丰村是由三个“穷村”合并而来。2016年，刚并村
时，村集体收入加起来不到 8 万元。2017 年，湘丰村成
立了党总支，湘丰村党总支书记林金良决定将农村基层
党组织从“后院”推向“前台”，大胆示范、率先引领，做大
做强村级集体经济。

2017年年初，湘丰村利用农村综合性试点改革这一
政策契机，探索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在基层的创新
实践，成立土地专业合作社。普通农户怕风险，林金良
决定领办合作社，合作社 3 个管理层都是党员，不厌其
烦给村民做工作，引导农户以土地经营权量化为货币的
方式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再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企业。

土地“合”出了规模后，湘丰村与湖南康丰生态种植
公司合作，开发巨型稻种养结合项目，村集体利用农村

综合性试点改革项目资金投入给巨型稻基地完善水利
设施，按照约定，2018年，村集体获得保底分红20万元。

“村里把争取到的项目资金有针对性地投入所需要
的企业，而不是随意撒网，使无偿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
变为有偿的回报，为集体经济壮大开辟了新路子。”林金
良说。

土地盘活了，到村里流转土地发展产业的企业多了，
原来闲置多年的老厂房、老村部、老学校等基础设施重新
修缮利用起来了，仅租金一年就有20多万元。湘丰村利
用“山、水、茶、禅”优势资源，打造全国知名的绿茶产业园
区。预计今年底，湘丰村新型集体经济收入将达到100万
元，其中茶产业对集体经济的贡献率占比高达60%。

产业引领——
优二兴三、融合发展，融合就要“接二

连三”，让农村产业“独角戏”成为“大合唱”

10年前，果园镇浔龙河村还是省级贫困村，如今已
蝶变为全国生态艺术小镇。带领全村发生蝶变的领头
人就是2009年返乡创业的柳中辉，10年来，身为村党总
支第一书记的柳中辉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让村
级新型集体经济“由冷到热”。

要使村集体经济“由冷到热”，产业是“炒热冷土地”
的最好“武器”，因此，“农地+产业”成为村党总支引领村
民脱贫致富的最佳选择。为此，浔龙河村党总支组织村
民反复研讨，对浔龙河项目区1.47万多亩土地进行规划
调整，从而为工商资本入驻“腾”出了地，为村民集中居
住开辟了地，为村里集体建设项目“挪”出了地。

解决了地的问题，浔龙河村按照“一产为基、二产引
导、三产为主、一二三产协调联动”的思路，布局了以农
业产业为基础的“五大产业”。可是，两年前的浔龙河农
业板块还处于亏损状态。邓勇接手负责后，身为党员的
他决定迎难而上，经过调研，他发现问题主要出现在产
业链脱节上，一产生产端旺盛，但却没有“接二连三”，消
费端极其疲软。

延长产业链才有出路，浔龙河村党总支决定从大宗
农产品大米、蔬菜入手。浔龙河村600亩蔬菜进行生态
种植，辣椒、空心菜、南瓜、丝瓜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经

过粗加工，蔬菜价值倍增，如南瓜经过二次加工制做成
南瓜饭，18元一桶的南瓜饭成为浔龙河游客的旅游饭；
原本农民、市民弃之不用的南瓜皮加工成了南瓜干，市
场价高达15元/斤，一年仅南瓜干销售就达10多万元。

在种植业一产和加工业二产以及旅游业三产深度
“融合”下，产业优二兴三、“接二连三”对村集体经济发
展迸发了极大的推动力，如今浔龙河村村级集体经济增
长了近100倍，村民人均收入增长了13倍多。

与浔龙河村主要选择“农地+产业”引领方式不一样
的是，开慧镇锡福村则选择了“农房+产业”的产业业态。

锡福村以前是个典型的传统农业村，村民家家户户
主要以养猪和种些小果蔬为业，单打独斗的小农业难以
形成产业融合发展的“大合唱”，村民不富，村集体经济
也是一片空白。2014年，村党支部决定因地制宜，盘活
闲置农房发展民宿产业，闯出农旅融合的新路子。

如何将村集体、村民与民宿企业紧紧地“绑”在一
起？经过多次商讨，锡福村党支部探索出了三者完全融
合的共同发展模式，民宿主、企业、村集体共建共享，分别
按照6∶3∶1的比例获取收益。为了带头示范，村党支部副
书记林隐君从2015年率先开办民宿，如今锡福村已形成
了三大民宿片区，民宿由最初的5家变成了40余家。

第三产业反向带动了果蔬种植和加工等一二产业
的融合发展，民宿人家户均年纯收入在10万元以上，村
级集体经济去年达到80余万元。

科技引领——
转型升级，升级就要靠科技创新，

让低效农业转化为高效农业

从稳坐“三湘第一县”到连续多年蝉联中西部第一
县，长沙县历年来都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的内在驱动
力。新时代新长沙，长沙县要实现转型升级，就必须突
出科技引领，这在农业领域也是如此。

2018年，长沙县科技对农业贡献率高达60.1%，超出
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从长沙县两种水稻的全程高科技生
产可见一斑。

在湘丰村，大规模巨型稻的成功培育正是得益于水
稻高科技的研发。如今，经过 3年的培育，700亩 2米多

高的巨型稻亩产达到1000公斤，比常规稻增产200公斤
左右。一株巨型稻为村集体经济带来了增收。村集体
占股8%，一年村集体经济将从中分红10万元。

相比起湘丰村植株特高的巨型稻，明月村种植的大
多是植株一般的优质稻，但优质稻的优质恰恰就体现在
科技的应用上。

明月村，曾经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看到日益凋敝的
农田，村党支部说服农户把抛荒田流转给村里的种植大
户。抛荒问题解决了，但却没给村集体经济带来收益。
在村党支部书记杨义明看来，传统的种植方式，哪怕是
规模经营，土地的收益也十分有限，必须要引进新技术、
栽培新方法，才能更大程度上激活土地的潜力。

因此，明月村良田渴望科技的滋养！2018 年 3 月，
经过村党支部牵线搭桥，长沙哲农农业科技公司集中流
转耕地810亩，致力将明月村打造成中国隆平种业硅谷
示范基地，推动产学研一体发展。如今，中国水稻所、国
家水稻工程实验室等科研院所的多位专家在基地开展
水稻课题研究，全国 89 家种企入驻，400 多个水稻新品
种、新技术、1098项展示内容在基地聚集。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业高科技企业在明月村“安营扎
寨”，明月村成为湖南水稻种植集成技术最大的集中展示
与交易平台。科技的助力，让原本低效的水稻有了高收
益。长沙哲农公司总经理李小媚介绍，一方面，水稻种植
提升了科技含量，明月村水稻亩产量两季达到1150公斤，
比传统种植增产300公斤；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观摩人
群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每年到明月村观摩的人流量接近
10万人，带动了农家乐的发展，带旺了农产品的销售。

农业高科技带来高效益，不仅让明月村盘活了村集
体闲置物业，每年新增经营性收入30万元以上，还让村
里土地流转费用翻了一番，村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哲农公司，转变为“股民”，下一步将参与企业分红。

村民陈国强没想到，自己 70 岁了还能到哲农公司
搞田间管理，每月拿 3200 元工资。“高科技让务农更轻
松，我只要拿着手机，就能用软件看到每一块田里有没
有病虫害侵袭。”陈国强说。

在科技的引领下，明月村离实现“农村变景区、农田
变公园、农民变股东”的乡村振兴梦越来越近。

用“绿色”绘就乡村振兴的最美底色
——湖南省长沙县以“三个转变”力促农业农村经济绿色发展

以“红色引擎”驱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湖南省长沙县创新探索三种方式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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