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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应时 郭兰胜 晨风

一个村，增口村，150亩良田青山竟然演变成两个化工厂所在
地，这样的高污染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一直盘踞了20年。从
2014起，湖南省桂东县重拳出击，开展“三关治污”，关停化工鞭炮企
业、关闭矿山、关闭小砖窑，至2017年，桂东已没有一家污染企业。

如今的增口村，减少的是“灰色”，增加的是“绿色”。昔日污
染严重的化工厂所在地变成了易地扶贫搬迁集居区、旅游集散中
心、客运集中枢纽，青山绿水梯田又回到了增口村。

一个镇，寨前镇，现在风生水起的沤江流域寨前乡村振兴示范
带，以前这里却是国家级贫困县的深度贫困带，一些地方山被伐、水
遭污、林被砍、田被抛荒、草甸被破坏，山水林田湖草不能轻松地呼吸。

如今，通过“四规合一”，寨前镇将规范建设推到了前台，将无
序发展弃在了身后。通过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保规划”四规合一，山水林田湖草这个
生命共同体得到了系统修复、融合发展，国家生态示范区桂东焕
发了新的生命力。

一个县，桂东县，这里曾经是“红军长征首发地、第一军规颁
布地、群众路线发祥地”。1934年，毛泽东在桂东县沙田万寿宫一
厢房的煤油灯下，挥笔写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从此，革命军
队有了铁一般的纪律……

昔日的革命高地成为了旅游胜地。在桂东，不仅这里的“红色
文化养心”，而且“绿水青山养眼、负氧离子养生、淳朴民风养德、绿
色食品养身”，“五养桂东”声誉鹊起，让桂东成为世界纪录协会认证
的“负氧离子含量最高县”，人与自然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滋养。

从一个村到一个镇再到桂东全县全域，20多万桂东居民和20
倍的游客共建共享绿水青山生命共同体。“我们要依托绝佳的生
态优势，构建山清水秀的生态圈、欣欣向荣的生产圈、怡然自得的
生活圈，把桂东建成居民、游客‘三生有幸’的生命共同体。”桂东
县委书记谭建上铿锵发声。

共扛新担当，“三关治污”保护清新自然，以改
革高地谋生态高地

“担当，在任何一个时期敢于担当，奋斗有为，就是不忘初
心。”在桂东县委副书记、县长伍志平看来，作为湖南境内第一个
解放的县，曾经的偏远贫困小县桂东为中国作出了大贡献，不辱
使命做出了历史担当。

“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献人头’；改革开放初期，山区
群众‘献木头’；新时期封山育林，全县又是无偿地‘献山头’。”桂
东百姓常把这句话溜在嘴边。但是，老百姓在默默奉献中，生活
仍然艰苦，全县长时间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为了摘掉革命老区的贫困帽子，桂东从1991年引进化工厂，到
2006年，全县化工企业发展至7家，还有几百家鞭炮厂、煤矿、砖窑等。

一边是高产值、高税收、高就业，仅位于增口村的两座化工厂
就解决了近千人的就业，年产化工产品 3.43万吨，直接间接税收
7000多万元；一边是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化工厂两边山头树
叶都是红的，草都长不起来，楠竹都枯萎了；离化工厂一墙之隔的
沤江水质恶臭；附近的梯田受污严重，种出的水稻不少是瘪谷子；
村居民的身体健康也受到影响。”桂东县自然资源局工程师李雨

后回忆起来至今还心有余悸。
化工厂污染沤江等水系，沤江等桂东县域内93%的水资源流入

东江湖，而东江湖是长株潭地区的第二水源地，沤江接耒水、通湘
江、达长江。因此，这不仅关系着桂东县20多万群众的生活福祉，
更影响长株潭地区乃至大长江流域居民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

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后，国家启动了“一
湖一策”生态保护战略，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江经济
带发展要实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生态环境就是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宁愿发展慢一点，不
愿污染一点点。”谭建上说，对桂东来说，生态是桂东最大的王牌，
我们不能自己将这块牌子砸了，必须刀刃向内，自我改革，重拳出
击，铁腕治污。

于是，桂东从2014起集中开展“三关治污”行动，关停化工鞭炮企
业、关闭矿山、关闭小砖窑。县内7家化工企业和1家烟花爆竹企业
全部关停退出，整治关闭煤矿两家、非煤矿山12家、小砖窑159家。

“构建充分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的生态文明
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如此强调。桂东为此出台了《沤江流域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将整治工作与领导干部的评优评先、提拔重用挂钩。

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攻坚战在桂东全年绩效考核占比达到了
10%。这根机制改革的指挥棒起到了重要作用，任何人不敢“放”
进污染企业，近两年桂东先后拒绝了 30余个重污染、高耗能的工
业项目落户。

改革的思路换来了生态高地。在桂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有矿不挖、有树不砍、有鱼不捕、有
鸟不抓”现象成为一种新常态，干群共同扛起了新时期“保护生态
环境”的新担当，成功创建“全国生态示范区”。

桂东在高处，山水爽天下。在湖南，这个解放最早、海拔最高
的县城，如今以“生态之最”享誉三湘，空气优良率达98%以上，空
气质量指数持续稳居全省第一；森林覆盖率从 1985年的 43.9%上
升至现在的85%，位居全省第一……

共建新机制，“四规合一”促成绿色产业，以经
济重地促生产要地

拿什么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桂东的回答是，以全力保护和融合
发展山水林田湖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来揭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作为天空之城，桂东山水林田湖草特别是山水林资源丰富，有
宝贵的山资源，丰富的林资源，独特的水资源。”伍志平介绍，全县共
有大小溪河流133条，分属湘江和赣江两大水系，在长江经济带8条
一级支流中就占据两条，可以说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生态屏障，在
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寄望郴州构建“一山一岭一湖一泉一城”特色
生态旅游圈中，桂东整个县域作为秀美“一城”被纳入其中。

山水林田湖，各有其权益，但更是生命共同体。但如果种树的
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资源大县难以成为生
态强县。因而，桂东在《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坚持生态强县加
快绿色崛起行动方案》中提出，加大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力度，着
力推动以“多规合一”为主的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统筹考虑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及自然资源永续利用和统一管理。

“要形成生命共同体，最好的办法是推动‘四规合一’。”谭建

上认为，实施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应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为此，桂东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
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三规合一”的基础上，加入生态环保规
划，实现“四规合一”，力求做到产业定位与地区发展共通共促，产
业分布与城乡建设共融共兴，产业项目与科学用地共利共赢，产
业发展与生态环保共生共行。

一诺千金。桂东说到做到，鉴于桂东最丰富的生态资源是山
林资源，桂东将自然资源局与林业局合并，牵头实施“四规合一”
工作，统一修复、管护山水林田湖草自然资源。

“四规合一”从哪里重点突破？桂东县委、县政府将目光对焦
到沤江，沤江流经桂东县6个乡镇，桂东在此沿线打造沤江生态经
济示范带。

既然是示范带，一南一北必须统筹规划。湖南盛源林业产业
园位于沤江示范带南部的沙田镇径口村，“四规合一”在南部被运
用得恰到好处。

桂东中药材是纳入湖南“一县一特”的主导产业，从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来看，发展中药材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兼得，税收高；农
民产业经营性收入高，种植罗汉果亩均增收4000元；罗汉果果园、
芍药花本身是旅游看点。在盛源林业产业园负责人李良俊看来，

“政府有税收，农民有增收，游客有丰收”。
李良俊看中了药材种植，但还得选准产地。径口村离沙田镇

不到两公里，处于沙田镇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地带，为了科学利
用土地、节约用地，李良俊将径口村抛荒了10多年的500亩山地、
荒地流转过来，建设成产业园种植区，并在种植区附近流转了360
多亩山地，建成产业园加工区，形成种加销一体化产业链。

当地政府也乐见其成，核心原因只有一个，符合当地生态环
保规划。但并不是所有的中药材都不会造成生态隐忧，像茯苓等
中药材需要消耗大量林木，当地政府经过精准选择，最后选择了
罗汉果、黄精、白芍等药材来生态种植。

“山上种罗汉果等药材，林下种黄精等耐荫作物，田里大棚种
植七叶一枝花，文昌水库边搭建木屋民宿……”在盛源林业产业
园，山水林田湖形成了一个小生命共同体，实现了融合发展，游客
在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赏得了花、住得了民宿。

不仅在沤江生态经济示范带的南部，“四规合一”在北部更应用
得淋漓尽致。寨前镇乡村振示示范带是沤江生态经济带的重要支
点，在产业定位、产业分布、产业项目、产业发展上都精益求精。

作为红军长征的首发地，寨前镇地处桂东县城乡融合发展核
心区，沤江、汶江交汇于此，106国道贯穿南北。立足地区资源禀
赋，寨前确定“红配绿”的地区发展思路，根据这个思路，乡村振兴
示范带产业定位瞄准“两业”：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产业；由于示
范带处于县城-镇街-乡村的城乡建设节点上，产业分布在沿线8
个村（社区），生态农业主种中药材、楠竹和荷花，做到高效农业与
休闲农业双结合；旅游产业则主打红色旅游和山水旅游两张牌，
红军长征首发地、邓力群故居成为游客的必到之处；看完红色景
点之后马上可以领略“山水林田草”的融合之美：到青娥山山腰看
花、山顶观万亩草甸；望沤江、汶江两江清水；国家3A级景区植物
园、赏田中荷花……

在产业项目的选择上，项目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最为看重。
楠竹是一种公益性、生态性较高的产业，可以涵养水土，在吸收二氧
化碳和制造氧气方面的功能是落叶乔木的1.5倍。在桂东，楠竹资

源丰富，现有楠竹面积18万亩，但村民守着竹山过着穷日子。
桂东下大力气引进了众意楠竹项目落户桂东。可就是这样

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科学用地也成为重要考量。为了节约用
地，厂房是将渣土填埋厂和原竹胶板厂加以改造而成的，不占用
其他用地指标。一期投产运行后，实现产值 8000万元，今年为当
地林农创收近4000万元。

通过走“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
发展之路，桂东一跃成为湖南脱贫区县中的经济重地、产业要地。

共享新环境，“五养桂东”催生宜居之城，以旅
游胜地筑生活福地

23摄氏度的夏天在哪里找？答案在桂东。
当夏天省城长沙气温飙升至30多度时，桂东的温度只有23摄

氏度左右，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生天堂、避暑胜地”。由于离桂东仅
四个小时车程，长沙、广州市民一到夏天，举家到桂东避暑康养。

2012年 4月，大世界基尼斯总部给桂东送来了一份特别的检
测报告：全县负氧离子平均含量 4.6万个/立方厘米，最高瞬时值
竟达每立方厘米 15万个。这以后的 7年间，经过多次检测，桂东
负氧离子含量被认定为世界第一，最适宜人类居住。

生态优势、气候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谐优势是桂东县
发展全域旅游的五大先天优势。因此，桂东构筑起了以“绿水青山
养眼、负氧离子养生、红色文化养心、淳朴民风养德、绿色食品养身”
等“五养”为重点的全域旅游发展蓝图，以“全景桂东、全域旅游、全
民幸福”为执念，着力创响“桂东在高处、山水氧天下”的旅游品牌。

为了将全域旅游落到实处，桂东坚持全域规划，以县城为中
心，以平汝高速、106国道为线，以沙田、四都、寨前、大塘、桥头等
美丽乡村旅游为点，把县域作为一个大景区来打造。

作为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寨前镇水湾村是美丽乡村旅
游点上的一颗明珠，以“五氧桂东”而闻名。水湾村毗邻红军长征
首发地——红六军团西征誓师地，从这里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
幕。红色基因的熏陶造就了当地淳朴的民风，“路不拾遗，夜不闭
户”成为了当地良好治安的真实写照，为桂东连续18年被评为“湖
南省平安县”做出了贡献。

不仅红色文化养心、淳朴民风养德，水湾村还以“绿水青山养
眼、负氧离子养生、绿色食品养身”而闻名，森林覆盖率超过85%，
桂东县境内两条主要水系沤江和汶江流经全村，青娥山巍然屹
立；负氧离子含量达 14.6万个/立方厘米，是绝佳的康养旅游地；
黄桃、猕猴桃、莲子、反季节蔬菜等特色农产品成为游客的最爱。

水湾村只是桂东全域旅游的一个缩影。在桂东，如今处处是景
区、村村是景点，全域成为2019中国（湖南）夏季避暑旅游目的地。

在“桂林山水甲天下”享誉全国之后，如今，更多的游客发现
了“桂东山水爽天下”。全景桂东带动了全域旅游，到桂东养生
避暑的游客呈现“井喷”态势，当地民宿呈现“一房难求”的火热
局面。

深圳画家刘潮开始来青娥山只是想写生，没有打算长住，因为
后来被这里的山川美好所吸引，就变成了长住，这样一待就是9年。

全域旅游带来了全民幸福。在湖南省多年的民意调查中，桂
东群众的公众安全感和满意度均为最高，桂东全面小康实现程度
达到96.9%，桂东百姓生活幸福感指数居湖南前列。

高质量打造特色农业小镇的郴州探索

湖南桂东：共建共享绿水青山生命共同体

□□ 晨风 刘贵权

一个农产品插上“特色”的翅膀后，它能“飞”得远？
在湖南郴州，你会找到新的答案：宜章县莽山瑶族乡的一片

茶叶带着清香“飘”进了德国人的茶杯里；苏仙区栖凤渡的一碗渔
粉带着滑香“溜”到了香港人的餐桌上；汝城县泉水镇的一根朝天
椒带着辣香“拌”入新加坡华侨的菜碗中。

一个小镇打了特色农业的烙印后，它能有多“强”？
一座莽山孕育了一片莽山茶叶，莽山瑶族乡的高山云雾茶年

产值占到了全县主导产业茶叶产值的 7成；一条西河滋润了一碗
栖凤渡渔粉，一个镇的渔粉让郴州全市一半人口 235万人饱舌尖
之味；一片红土地养育了一种红辣椒，在“半条被子”故事发生的
所在地汝城县，泉水镇朝天椒产业链年产值达到了6个亿。

这只是郴州市高质量打造特色农业小镇的一个缩影，特色农
业小镇不断涌现，临武鸭业小镇、香芋小镇，永兴冰糖橙小镇，资
兴蜜橘小镇……在郴州市副市长陈荣伟看来，乡镇上连县、下带
村，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期，打造特色农业小镇，以“农”为
本、以“产为”基、以“特”为魂，致力于兴村强县，让乡村产业旺起
来、小镇品牌响起来、全县竞争力强起来、农民群众富起来。

高起点谋划农业特色小镇，在“特”字上下功
夫，让小镇品牌响起来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习近平总书记为
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指出了鲜明的方向。郴州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李建军认为，产业兴旺是摆在第一位的。郴州是农业大市，共有
156个乡镇，其中以农业产业为主的占绝大多数，乡镇是乡村产业
振兴最活跃、最生动的实践主体，因此，郴州将打造特色农业小镇
作为乡村振兴的一仗硬仗来打响打赢。

高质量打造的第一步就需要高起点谋划。为了打造一批以
农业为主导、镇域为载体、特色为标志，能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农业小镇，郴州市政府重点实施“三
个一批”工程：

规划一批“特色农业小镇”，围绕湖南省“一县一特”布局，结合
打造四大农业优势特色百亿产业，搞好镇乡产业功能布局，规划布
局茶叶小镇、脐橙小镇、冰糖橙小镇、香芋小镇、休闲农业等各具优
势的特色农业小镇（农业产业强镇）30个；培育一批主导产业，根据
镇（乡）域条件，结合地方特色，每个乡镇重点培育一个主导产业，培
育100个特色农业产业强村；申报一批产业强镇，每年争取申报建
设一个国家农业产业强镇（乡）、申报创建1-2个特色农业小镇。

特色小镇重在“特”字。郴州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精准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几年前，宜章还是罗霄山集中连片地区扶贫
攻坚重点县，处于莽山腹部的莽山瑶族乡又是宜章县贫中之贫。
九分石头山一分地，全乡人均耕地面积仅0.51亩。2013年刚开展

精准扶贫时，全乡9676名总人口中有1/3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只有在山上做文章，深入挖掘莽山资

源。”莽山瑶族乡乡长黄蝉介绍，为了念好“山”字经，该乡将山的资
源挖掘得淋漓尽致，因地制宜，依据作物生存环境和生长习性特点，
不同海拔高度发展适宜的产业。该乡村民大部分居住在海拔三四
百米的山脚下，500米左右海拔的地方种植猕猴桃，600-700米左右
海拔的地方放养黑豚；由于海拔每高100米，茶叶的品质会提升一
个档次，因此，在800-1200米海拔的高山种植云雾茶。

除了“一重山一产业”，莽山瑶族乡还打造“一村一品。”该乡
做好规划，差异化发展特色小镇沿线5个村的产业，钟家村以茶叶
种植为主，永安村以种植猕猴桃为主，西岭村以养殖黑豚为主，黄
家榜村、塘坊村以制作莽山蕨根糍粑等。

“不到莽山去，枉到湖南来。”如今，因为一座山孕育一个高山
产业，莽山瑶族乡声名远播。“莽山银峰、莽山银翠”被评为湖南名
茶，“瑶山红”等获全国名优茶评比一等奖，莽山黑豚、香菇等特色
种养业打造出“源生态”种养名片。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作为郴州有名的鱼米之乡，苏仙区栖
凤渡镇做起了“水文章”。栖凤渡镇是郴州西河水生风光带核心
区，全线长 20余公里，两岸森林密布，河水清澈，栖凤渡特色农业
小镇就以西河沿线为中心来打造。

“吃着西河水长大的鱼，吃着鱼料做成的粉，吃着鱼粉长大的
人。”在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栖凤渡鱼粉传承人吴安英眼
里，一碗栖凤渡鱼粉影响了几代人。

为了将渔粉产业链做大做强，郴州凤楚食品科技公司胡建华
师从吴安英，在传统中创新，既保持传统制作技艺的做法，又借助
现代工艺提高产能，由于借助新工艺，产能提高了10倍。

渔粉味道没变，但市场“变”了，栖凤渡渔粉的市场需求变大
了。一半郴州人钟爱这碗渔粉，来郴旅游的游客每天早上吃上了
这碗粉，栖凤渡渔粉店在全国已经开到七八百家。

一碗渔粉拉动了一根产业链。仅凤楚传奇一个公司渔粉产
业链的年产值达到1个亿。以鱼粉所需原料为基础，形成“米、鱼、
姜、椒、葱”产业链。渔粉制作需要的米必须是威优402等早籼稻，
因为早籼稻市场需求不多，效益较低，当地农民不想种双季稻，纷
纷“双改单”，最低谷时全镇只有2000多亩双季稻；而如今，由于渔
粉走俏早籼稻需求增多，农民又纷纷“单改双”，西河沿线乡村6成
稻田都种上了双季稻，栖凤渡镇成为苏仙区双季稻生产最稳定的
区域，为全区粮食安全贡献度最大。

泉水镇是山区汝城县的农业大镇，耕地面积有21000多亩，但
一方良土却没有好收成，农户散种水稻几乎赚不了钱。经过市场
调研，泉水镇党委、政府决定在“一方田土”上耕耘出“一种产业”：
规模种植朝天椒。如今，全镇种植朝天椒达 6000多万亩，8000多
人从事朝天椒产业，朝天椒产业链年产值达到6个多亿。

一椒红透半边天。在泉水镇的示范带动下，汝城县出台扶持
政策，对集中连片种植辣椒 200亩以上的示范基地，每亩给予 200

元至 800元不等奖励。如今，汝城县朝天椒种植面积近 10万亩，
朝天椒成为与茶叶齐名的县域主导产业。如今，泉水镇不仅以种
植朝天椒闻名，而且为以吃辣闻名的湖南人正名：湖南不仅爱辣
椒，而且可以做火辣椒产业，泉水镇今年成功跻身于“湖南首批十
大特色农业小镇”。

高质量做强镇域乡村产业，在“融”字上下功
夫，让产业强起来

特色农业小镇是促进乡镇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平台，产
业特而强至关重要。因此，郴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阳桂元认
为，做大做强产业，应该不断以市场和效益为导向，全力推动建设
多主体参与、多业态打造、多要素集聚、多利益联结、多模式创新
的农业特色小镇。

“发展质量高起来，乡村产业强起来，发展要素多起来，都离
不开一个‘融’字。”在黄蝉看来，要深入开发地方特色优势，发展
农业全产业链经营和产业集群，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和城乡互动发展，做亮地方特色农业，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
势，将产业优势转变为收入优势，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提
升产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在精准扶贫以前，莽山瑶族乡与其他乡镇相比，发展程度还
明显处于劣势；通过精准扶贫和开启乡村振兴战略，如今，发展状
况从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但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以打造
农业特色小镇为载体，以产业优势提升全镇的竞争优势。

如何将产业做强、将产业链延伸？钟家村“种加销一体，农文
旅融合”就是一个最佳的例证。为了让茶叶产销每个阶段都让茶
农有利润，全村3000多亩茶叶实行自我生产、加工、销售。钟家涧
峰茶叶钟植合作负责人谭华刚介绍，茶农卖一斤鲜叶只有 18元，
因此，大多数茶农送到合作社将鲜叶加工制作干茶，一斤鲜叶可
以加工成 2两干茶，价格是鲜叶的 2倍；打造成茶叶品牌后，茶叶
销价能够翻番，有技术的茶农年收入可达7000元/亩。

茶农对茶叶进行粗深加工，有实力的茶企则进行精深加工。宜
章莽山木森森茶叶公司正在致力于研发，将茶叶做成面膜。这样一
来，茶叶不仅可以吃在嘴里，还可以敷在脸上，茶叶实现了高附加值。

更神奇是，瑶族老乡还可以用新鲜的茶叶吹出瑶歌。在第一
批莽山瑶族赛鼓非物资文化遗产传习所钟家村等地，这样的“瑶
叶”以及“瑶鼓、瑶狮、瑶绣、瑶族香火龙”，与“瑶山、瑶水”一起产
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吸引了游客纷至沓来。白天游莽山、摘
茶叶，晚上看瑶族传统文化表演，农文旅融合让产业喜结硕果，钟
家村一个村的茶业年产值占到了全乡的 4成，而莽山瑶族乡的茶
业产业链年产值达到了1亿，真正成为“兴村强县”的富民产业。

“要将西河沿线乡村打造成为全区主产业地、主集聚区、主休闲
地。”栖凤渡镇镇长范睿认为，要将栖凤渡镇打造成郴州短途旅游休
闲地，就必须以特色农业小镇为抓手，实现“农文旅商”高度融合。

作为栖凤渡鱼粉发源地的瓦灶村率先扛起了这一使命。瓦
灶村以凤楚传奇公司为平台，打造成集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的田园综合体。该公司第一产业依托栖凤渡鱼粉原材料来开展
规模化种植、养殖，种植稻谷、油茶、辣椒、生姜、大蒜等，养殖家鱼
等；第二产业围绕鱼粉产品开发米粉、调味料、辣椒酱、豆油、茶油
等系列农产品，并在全国发展 1000家以上加盟连锁实体店，通过
基地紧密配送实现订单农业及产供给的良性循环；第三产业以瓦
灶村为核心，依托西河风光带发展美丽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文化、
旅游、商业、研学、康养于一体，形成具有鱼粉产业文化特色的休
闲旅游目的地和亲子教育研学基地。

高水平增加乡村农民收入，在“调”字上下功
夫，让农民富起来

“从全民开矿产到全员种辣椒，我们不再追求一夜暴富的增
长，而是追求持续稳健的增收。”在泉水镇镇长袁会卿看来，在乡
村振兴背景下的“高水平”收入，不再是高幅度数量上的增收，而
是从质量上、结构上实行增收，以调整产业结构来调节收入结构，
让农民获得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

10多年前，泉水镇办矿成风。2008年以来，泉水镇集中整顿
矿产，面对转型，许多农民束手无策。

“要从地下掘金到地上生金。”袁会卿说。泉水镇政府决定引
导农户转方式、调结构，重新在广袤的红土地上寻找产业新契机。

契机来了，湖南农业大学的一个论证让泉水镇如获至宝。无
辣不欢的湖南人却没有一个长效的辣椒产业，而泉水镇光照充
足、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宜种植朝天椒，朝天椒在泉水镇的生长周
期比其他地方多2个月，直到11月还有大批辣椒可摘。

生产最适宜，销售也没问题，原来一直做泡椒的汝城繁华食品
有限公司顺应市场需求，大规模加工制作朝天椒制品。秀岭村村民
胡宝松看准了机会，一口气流转了500亩土地种植朝天椒，成为泉
水镇名副其实的辣椒大王。“在印度，一碗辣椒辣死一头牛；而我们
泉水的辣椒辣爽一个人。”胡宝松如此形象地点赞泉水朝天椒。辣
度适宜的辣椒成为抢手货，亩产纯收入高达3000元，剔除自己一家
投入的劳动力成本，一亩朝天椒生产经营性收入至少有2500元。

种植朝天椒让贫困户的生活也“天天向上”。贫困户户均增收
4000元以上。仅泉水镇1750户贫困户中，就有1065户种植辣椒2038
亩，通过参与辣椒产业实现稳定增收；由于从7月起辣椒需5天采摘
一批，劳动力需求多，其他贫困户帮助大户采摘辣椒，月均工资有近
3000元。仅“繁华食品”公司和“鑫利食品”公司，在汝城县已直接带
动3万多农户种植朝天椒6.6万多亩，每年为农民带来收入3.7亿元。

“我们的茶园+乡村旅游火起来了，通过改建民房、兴办民宿，
农户的财产性收入一年可达3万-5万元；如今正在规划建设百椒
园，带动辣椒+乡村旅游，让更多的农户获得更多高水平的收入。”
言语中，袁会卿对泉水“辣椒小镇”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