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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婧

江苏苏州太仓市东林村的千亩稻田
长势正好，村里探索出将水稻秸秆制作
成饲料、用生态饲料喂养湖羊、羊粪再加
工成有机肥的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
擦亮乡村绿色底色；常熟市海虞镇铜官
山村 30 亩马鞭草呈现出一片梦幻的紫
色，在进行人居环境改造过程中，该村充
分尊重乡村自然风貌，住在这里的村民
尽享田园风景；吴江区震泽镇规范农房
建设，将乡村打造成苏式田园，发展乡村
旅游，多种渠道扩大农民收入……

近日，记者走访苏州市看到，这里的
乡村不仅有“粉墙黛瓦斜屋顶，千亩稻田
白鹭飞”的田园景致，还实现了农村人均
可支配收入41487元的目标，预计今年年
底全市村均可支配收入将超过 1150 万
元。乡村振兴，苏州市交出了一份以特
色田园乡村为主题的漂亮答卷。

注重生态发展 擦亮乡村
生态底色

立秋时节，太仓市东林村水稻长势
正旺。天刚蒙蒙亮，59岁的东林村合作
农场场长徐雪其已经来到地头忙起来。
他戴着遮阳帽，穿着长筒胶靴，在望不到
边的田间行走，看到有稗草或千金草就
伸手拔掉。“看这稻田多好看，长得齐
整。”徐雪其看着稻田，充满自豪。这时，
几只白鹭正从稻田上空飞过，真是个“一
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的美丽乡村。

据介绍，东林村合作农场的高标准
农田全部种植稻麦作物。合作农场目前
有 2000 余亩农田实现稻麦生产全程机
械化，仅 8 人负责管理，水稻、小麦单产
分别稳定在每亩1300斤、900斤左右。

东林村党委书记苏齐芳介绍，东林
村坚持绿色生态发展，创新循环农业生
产方式。村里引进秸秆收集打捆机，将
农场产生的稻麦秸秆全部集中回收；建
设饲料厂，把回收的稻麦秸秆加工成牛
羊饲料；建立生态羊场，用秸秆饲料进行
喂养；建成肥料厂，利用羊场粪便生产有
机肥，最终还肥于田，形成“种植-秸秆饲
料-养殖-有机肥料-种植”的生态循
环链。

记者在东林村看到，这里的羊圈内
有 3000 多只湖羊，牛棚里有 70 多头肉
牛，堆肥塔在生态羊场的一侧。在这里，

牛羊粪实现就近堆肥发酵。不远处的秸
秆饲料厂内，打包机将秸秆打捆成一个
个长方形的白色包裹，秸秆就在包裹里
完成发酵，最后被制成牛羊饲料。“1吨秸
秆饲料可节约 280公斤粮食。目前合作
农场化肥用量比传统减少约 40%，土壤
有机质含量从1.9%提高到3.2%。”苏齐芳
表示。

据介绍，在农村绿色发展方面，苏州
市不仅对生态农场给予支持，还大力开
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行动，关停禁养区
内规模畜禽场户，推进非禁养区规模场
污染治理，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连
续3年保持在99%以上。另外，在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和生活垃圾治理方面，苏州
市也做足功课，全市行政村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占比达到 100%，分类达标率达到
94.97%。完善农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
络，建设镇、村两级有机垃圾资源化处理
站240个，日处理能力达到700余吨。多
措并举，擦亮乡村生态底色。

保留乡村风貌 不搞大拆大建

常熟市海虞镇铜官山村景色旖旎，
青山葱翠，农舍俨然，村内小桥流水、亭
台飞檐……戴着遮阳帽、骑着电动车的
村民穿行在乡村小路上。

铜官山村党委书记程刚介绍，该村
原来叫七峰村，因为村域里有 7 座山峰
而得名。这里曾经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村民依靠开山采石谋营生，7座山峰竟被
挖去 4 座半，老百姓的日子也没好起
来。近年来，海虞镇启动了铜官山生态
保护修复等工程，自然环境得到提升。
随后，村里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一开始，村民们对改善环境的积极
性不高，尤其是房前屋后的乱堆乱放，靠
村干部一张嘴挨家游说，总是解决不
了。为激发村民改造村庄环境的热情，
村委会组织村民代表到周边美村典范参
观。村代表回来之后，我发现村民对这
项工作积极起来。”程刚说。

铜官山村在尊重乡村肌理的基础
上，围绕农耕文化进行了整体规划，放弃
观赏花卉，而是种植了更实用的向日葵
花、马鞭草；不大拆大改，只是立起了倡
导农耕文化的水幕墙，在村里的小河上
架起精致木桥；不大量占地搞旅游，只
修了能搭载儿童穿行于玉米地的小火
车……村民告诉记者，近两年村里环境

好了起来，自己住在村里非常惬意。不
少城里人来这里参观游览，房子能租出
好价格，茶叶蛋、煮玉米也卖得不错。现
在大家对改善环境的劲头可大了，修房
子都要琢磨琢磨怎么修才好看，什么颜
色的墙体和周围环境搭配。

铜官山村的 30 亩马鞭草已经呈现
出成片的紫色，与薰衣草有异曲同工之
妙，成为网红“打卡”之地。“我们没有种
洋气的薰衣草而是种植马鞭草，因为马
鞭草好养活，且有药用价值，是我们村种
植业的一部分。”程刚介绍。据了解，铜
官山村的水稻种植非常发达。“我们村有
耕地 5000 余亩，其中水稻 3200 亩，还有
苗木基地、果林、茶叶园。农村搞建设，
不能全部套用城市手法，要尊重农村原
有风貌和农民的生活习惯。”程刚表示。

村里人都说，以前村里人特别是年
轻人都往城里走，现在不少人往村里跑，
餐饮店、茶社、民宿也都兴办起来。程刚
介绍，目前铜官山村的常住人口比户籍
人数多1000多人。

铜官山村的蝶变只是苏州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的一个缩影。据了解，目前，苏
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
动，常态化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已建设美
丽庭院示范村 10个、美丽庭院 2000户，
美丽菜园示范村 20个，美丽果园示范村
10个，建成美丽乡村健身公园20个。

规范农房建设 让苏式建
筑成为亮点

古典苏式建筑有粉墙黛瓦坡屋顶等
特点。在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采访时，记
者看到这里的农村民房虽然大小不同，但
风格统一，都是苏式建筑。配合村庄内的
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和成片的农田，颇有
美感，一座座村落宛若“苏式园林”。

震泽镇党委书记顾全介绍：“我们在
重点村聘请驻村设计师，按照 20余种蓝
图推进农房改造工程。村民改建民房，
就在这些现成的设计图中挑选出自己喜
欢的进行建造。老百姓节省了设计费，
而且统一规划了乡村风貌。”

记者看到，这套设计图纸内大多数
是两层加阁楼的建筑，面积按照宅基地
面积来区分，由200平方米到120平方米
不等。设计图纸对建筑地表标高、檐口
高度、出挑宽度都有要求。最显著的特
点是，这套图纸的风格都有苏式建筑特

征，墙面以白色为主，屋顶为黑色斜坡，
中轴对称样式，门窗外框为深色。“乡村
面貌中建筑是重要的环节。农房统一风
格之后，我们以公园的标准来打造乡村，
将本土文化融入其中，让乡村更有意
境。”顾全介绍。民房建筑统一风格之
后，乡村风貌有了明显改善，营造出“洁
净、宁静、意境”的乡村底蕴。

如今，走在震泽镇的乡村，可以看到
这样的景象——苏式民居高低参差、错落
有致，村里的小河上架起古香古色的桥
梁，飞檐的亭子沿河岸而立，一幅“清晨薄
雾笼罩，鸡犬相闻；傍晚落日熔金，炊烟袅
袅”的江南水乡生活画卷徐徐展开。

“我们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的过程
中，对全镇 83家温室龟鳖养殖场进行了
专项整治，小散养殖全面清退，还对‘散
乱污’的小企业也进行了清理。低效能
的小企业、小作坊都开不下去了，老百姓
的收入从哪里来？乡村环境改善后，我
们看到了商机。”顾全表示，震泽镇运用
市场化手段加强旅游标准化、精细化建
设管理，引入餐饮民宿经营主体，开发蚕
桑研学、水果采摘等丰富多彩的游玩项
目，增加湿地片区接驳交通便利度，优化
小火车观光线路，将各景点串珠成线，

“风景”一步步变成农民的“钱景”。
据介绍，震泽镇从多条途径增加农

民收入：通过土地流转，让农民享有稳定
的土地租金；通过资源收储公司租赁闲
置农房，增加农户房租收入；通过支持农
业合作社，打响农产品品牌，推进“基地+
公司+农户”的模式，增加农民的就业机
会……2021年，震泽镇乡村旅游接待游
客超 50万人次，农民收入得到大幅度提
升 ，全 镇 村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1038
万元。

记者了解到，苏州市将“加快推进村
庄规划和农房改造，深入推行驻村设计
师和工程师‘一村两师’服务制度”写入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不断提升村庄设计、
建设和管理水平。

据悉，2020年开始，苏州市以特色田
园乡村建设统领乡村建设，建立了特色
精品乡村、特色康居乡村和特色宜居乡
村建设体系。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推
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苏州
市强调尊重乡村的既有肌理，注重环境
的保护和生态农业的发展，以特色田园
乡村建设点亮乡村振兴之路。

江苏苏州市：

特色田园乡村点亮江南水乡
□□ 曹耀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范亚旭

“没想到这红薯叶还能卖到几十元一
斤，要是早知道红薯叶能做成茶叶就好
了。”近日，在河南省上蔡县黄埠镇小王营
村，村民宋留德在红薯地里边采摘红薯
叶，边发出感慨，“这红火的日子，还得靠
种红薯啊！”

说话间，宋留德轻轻地掐走红薯叶的
嫩芽，小心翼翼地放进挎篓里。采摘好的
红薯叶，经过清洗、晾晒、精加工以后，摇
身一变成为一种全新的产品——红薯叶
红茶，小王营村民给这种红茶起了个好听
的名字叫“王营红”。

“红薯干子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
活。”小王营村自古就有种植红薯的传统，
曾经家家户户的生活离不开红薯。“很早
之前我就看重利用现代科技增加农产品
的附加值，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产品。”

“王营红”红薯茶叶创始人王留彦向记者
介绍，自己在偶然的机会下了解到红薯叶
既是“人参菜”，又是“蔬菜皇后”，营养价
值很高，便萌生从红薯叶上面做文章的
想法。

“最早我提出要把红薯叶做成茶叶的
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异想天开，根本不
信。”王留彦从未放弃，他搜集与红薯叶相
关的数据研究报告，与驻村工作队深入交
流，最终获得驻村工作队的支持，与驻村

工作队一起，多次赴国内著名红茶产区，
邀请知名红茶制茶专业研究人员，共同研
制开发红薯叶红茶。经过数月的奔波，在
豫鲁闽三地多位资深红茶制茶专业研究
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红薯叶红茶的制作工
艺终于研发成功。

“第一次请父老乡亲们品尝‘王营红’
时，大家的表情都很惊讶，真没想到红薯
叶红茶这么好喝！”王留彦告诉记者。

研发成功以后，王留彦与驻村工作队
一起把“王营红”当成了小王营村的文创
产品精心打造。“红薯是个宝，可以挖掘的
东西很多！”王留彦以红薯为原点，延长红
薯产业链，充分挖掘红薯的附加值，不仅
有红薯叶红茶，还研发出红薯月饼、红薯
干、红薯粉丝、红薯叶面条、红薯面条等一
系列精加工农产品。

为做大红薯产业，小王营村成立了绿
色生态种植基地，与河南科技大学有关研
究所合作，培育适合长远规划的新一代红
薯苗。

“以往1亩地没有深加工时，每亩收入
大约在几千元钱，现在 1 亩地的产值在 1
万元左右，理想状态能达到1.5万元。”“王
营红”推向市场以后，反响很好，王留彦打
算进军更大的市场，让“王营红”红遍全
国，“接下来我们打算流转更多的土地，也
吸纳村民跟我们一起经营‘王营红’这个
品牌，努力把它打造成小王营村的特色品
牌，让大家跟着一起致富。”

河南上蔡县：

红薯叶制茶巧增收

□□ 李伟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因为种了 340亩烟叶，2021年成为了
山东省临朐县石家河生态经济区桥沟村
发展史上值得记录的一年：交售烟叶
1284.57担，植烟总收入 196.5万元。通过
政府新发展种烟面积的烟叶税50%返还等
政策的落实，实现村集体收入 27.3 万元，
社员分红16.8万元，61名村民在家门口轻
松打工，年人均收入1.79万元。

“咱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小村，丘陵
薄地为主，土地资源分散，村集体空壳。
没想到，通过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调整
土地发展烟叶规模化种植，村集体和村民
都收益，带来这种‘多元增收’的效果。”村
党支部书记徐付亮感慨。

桥沟村的变化，源于一次“对口帮
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
兴，2021年临朐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根
据县委、县政府安排，成立桥沟村包村帮
扶工作队。临朐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主要负责人孙兴祥这样概括帮扶思路：

“坚持‘党建引领、村社一体’，在烟叶税
返还、土地流转补贴、基础设施提升等方
面制定帮扶举措，在桥沟等 3个自然村率
先试点发展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

‘烟叶+中药材’、烟薯（粮）间作等，并以此
主体推进建设‘弥河源·金色河谷’产业综

合体。”
除带动村集体和农民增收外，在基础

设施提升方面，临朐烟草针对桥沟村河道
淤塞、农田灌溉困难等问题，为其修建生
产路 2.6 千米、排水沟 1.2 千米，硬化村委
会办公院地面700余平方米，安装路灯106
盏，有效改善桥沟村生产生活条件。

一次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基础设
施提升、村集体增收、种烟农民增收、其
他村民务工增收”的综合效应，这在石家
河生态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
任刘兆鹏看来，源于在产业链上打造“利
益共同体”的政策设计：“出台新增烟田
烟叶税 50％返还村集体、土地规模化流
转补贴、种烟大村和种烟大户奖励等政
策，调动起村庄和农民的种烟积极性，形
成村党支部有产业抓手，村集体有增收
手段，村民有致富产业，合作社健康发展
的局面。”

如今，桥沟村的产业帮扶机制，已在
以山地丘陵为主的石家河生态经济区全
面推开。“今年，石家河已实现村村发展烟
叶种植，总规模超过 3000亩，同比翻了一
番。除种烟收入在烟草部门帮扶下每亩
可达 2000元以上外，预计可带动 300多名
农民就近就业，增加务工收入 450万元左
右，增加相关村集体经济收入百万元以
上。”刘兆鹏说。

山东临朐县：

“一片金叶”带来多元增收

今年以来，邮储银行浙江湖州市分行
联合德清县邮政公司利用惠农经营贷“融
资E”的产品优势，引入浙江省农业担保公
司提供担保，为合作社量身定制了“抵押+
担保”的融资模式，贷款金额达500万元，有
效缓解了合作社“融资难、融资贵、融资烦”
问题。该行邮银联合积极走访当地农村合
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宣传邮储银
行惠农贷政策，积极为庆春果蔬专业合作
社解决“融资难、销售难、物流难”等“三难”
问题。图为该行客户经理正在走访该合作
社，了解资金需求情况。

管史璇 文/图

邮储银行浙江湖州市分行坚守“普惠
城乡，让金融服务没有距离”的企业使命，
助企纾困，全力为广大中小微企业提供优
质、便捷、高效的综合化金融服务。该行通
过“百行进万企”以及“专精特新”白名单走
访等活动，为当地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企业湖州太平微特电机有限公司提供1700
万元贷款资金，得到了企业主的好评。同
时，该行还开发了线上小微易贷科创e贷产
品，额度从 200 万元提高到 500 万元，客户
从受理到放款仅需2天时间。图为近日，该
行客户经理走访“专精特新”企业。

王会敏 文/图

邮储银行浙江临海市支行大力支持三
农战略定位，自觉承担“普之城乡，惠之于
民”的社会责任，把金融“双服务”作为当前
最重要的使命和担当，不断下沉金融服务，
组织业务骨干深入各乡镇，积极对接、精准
掌握当地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经营情况及融资需求，通过整
村授信等模式全力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
设，有效疏通当地农户融资堵点，积极履行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助力稳住经济大盘的
责任担当。图为该行客户经理将金融服务
送到田间地头。

朱思翰 文/图

近年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高照街
道积极发挥辖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依托
新时代“网格连心、组团服务”机制，下沉机
关党员干部，凝聚红色先锋合力，引领居民
广泛参与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活动。依托文
明典范城市创建“随手拍”微信小程序，广
泛发动居民组建问题“找茬团”，依托大数
据后台收集问题，街道纪工委、文明办即时
派发整改通知单，销号式管理跟进相应问
题，全面营造全员参与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浓厚氛围。图为秀洲区高照街道秀清社区
党员志愿服务队参与环境整治行动。

李鹏 文/图

近年来，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坚决贯
彻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
根植绿色发展理念，聚焦“双碳”战略目标，
不断完善绿色金融组织体系，以农总行在
山东成立绿色金融研究院为契机，设立绿
色金融创新部。围绕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
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旧
动能转换“三大战略”，优化调整信贷结构，
打造“绿色金融创新基地”和“绿色金融示
范行”。图为农业银行山东泰安分行客户
经理现场考察当地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着力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建设。

郇长亮 王旋 文/图

近日，在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木瓜镇
西山村“红天下”辣椒种植基地里，30多名
群众正忙着采摘、打包、称重、装运辣椒，一
派丰收繁忙的景象。近年来，遵义市以市
场为导向，强化党建引领，采取“党支部+商
会+公司+农户”的发展方式，引进公司带动
当地农户大力发展绿色种植业，搭建农户、
商会与公司之间的沟通平台，聘请专业技
术员进行技术指导，使每亩辣椒产量达
3000-4000斤，促进群众持续增收，有效助力
乡村振兴。图为近日，木瓜镇辣椒产业喜迎
大 丰 收 ，辖 区 农 户 在 进 行 统 一 采 收 。

李佳佳 杨全 文/图

本报讯（杨金智 唐庆春 农民日报·
中国农网记者 乐明凯）“今年桃子大丰
收，这十来天，我每天早上都来摘桃子，一
天收入 100多元。”立秋过后，气温仍居高
不下，在湖北枣阳市王城镇罗汉村，村民
程梅一大早就在桃园给合作社摘桃，她脸
上挂满汗珠笑着说。

“除了干活有现钱，还有一份分红收
入，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罗汉村党支
部书记、枣阳亮元林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唐金亮介绍，“合作社最近每天出货量
都在3万斤以上。桃子保鲜期短，前几年，

销售旺季时会有一部分桃子销售不及时
造成烂果。今年，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合
作社建成了 500 吨的冷库，每亩可增收
1000元以上。”

枣阳有“中国桃之乡”的美誉。目前，
枣阳全市桃种植面积达30万亩，产量超40
万吨。仅在王城镇，8月初上市的这批黄
桃就有 7000多亩，产量有 1.4万多吨。每
年 5-10 月，枣阳先后有油桃、水蜜桃、黄
桃、蟠桃 4个系列 20多个品种的鲜桃陆续
错峰上市，今年枣阳桃产业产值预计突破
20亿元，成为当地农民的致富产业。

湖北枣阳：大桃错峰上市收益高

眼下，青海省海南藏
族自治州贵南县过马营
镇的近万亩油菜花竞相
绽放。今年初，贵南县在
过马营镇大面积种植有
机油菜及青稞，吸引八方
游客走进油菜花海，欣赏
美丽的田园风光。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
记者 孙海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