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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岁的运山镇双牌村村民李文
财，正在别墅式的住房旁清理一排盆
口粗梨树下的杂草。

“前几天下了雨，这些草又冒头
了，可不能让草误了我家的宝贝雪梨
树呀。”一手抚摸着身旁的梨树，李文
财说：“这些梨树快40年了，我们家就
是靠着这些树一步一步才走出了那
个贫困年代。”

时光，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
党的十二大以后，苍溪农村家庭

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开。
当时的运山乡农民罗时光、莫怀

林意识到致富契机来了，在住房周围
开山垒石，平整土地，栽上了柑橘、雪
梨等果树，让昔日的乱石荒山变成了
绿树果园。这一变化惊动了四邻乡
亲，群众编成顺口溜：“要致富，分开
住，房前屋后栽果树，猪鸡鸭兔一大
路，三年就当万元户”。这一“新生事
物”也引起了苍溪县委政府的高度关
注，提出了“三规四改建庭院，八十年
代富起来”的口号，鼓励农村大院子、

四合院有规划地分开建房开发房前屋
后，拉开了苍溪庭园经济建设的序幕。

上世纪 90 年代初，苍溪县立足
“庭园富民，产业立县”的农村经济发
展战略，提出“理屋后，清房前，三规
四改建庭院”，按“户成园，组成片，村
成带，乡镇成基地，全县成规模”的要
求，强力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引
导庭院经济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1995 年，苍溪把“庭院经济”提升为

“庭园经济”，提出了庭园经济“六个
一”配套建设模式，把庭园经济建设
与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
生活条件、改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
在提高质量和效益上狠下功夫，形成
了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格局。

1998年，苍溪制定了“培育市场，
培植龙头；狠抓基地，突出科技；夯实
基础，强化服务”的发展思路，逐步发
展和完善了“市场+庭园+支柱产业+
政府适当干预”的新庭园经济模式。
同时提出了“庭园经济+庭园文化=农
户小康”的小康建设新思路，以激活
民间资金和发展农民自我创业为核
心，推行“六个一”+“三配套”为内容
的户办工程模式，不断拓展庭园经济
的深度和广度。随后，在苍山溪水间
农果型、林牧型、果药型、定单型、加
工型、中介型等独具特色的庭园经
济，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1998年，苍溪全县实现了“越温”
达标。

到上世纪末，苍溪 19 万农户中
90%以上建起了一亩以上的经济园，
经济作物产值达到 1.74亿元，生猪产
值达到 2.5 亿元，实现农民人均纯收
1300 元。粮经种植面积比达到 5:5，
生态庭园经济对农民收入和财政收
入增长贡献率分别达到 62.5% 和
50.4%。

“那时候我们农民积极性很高，
家家户户都建起了小果园、小桑园、
小茶园、小药园和小鱼塘，收入一年
好过一年，也走出了喂鸡换油盐，养
猪为过年，省粮卖点零花钱的困境。
现在我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对这
些庭院的感情也是越来越深厚，打理
好它、管护好它，以后我还要交给下
一代呢。”望着树枝上脆嫩的幼果，李
文财饱含深情。

昔日：小庭院结出“越温果”

小庭小庭院与大庄园的世纪之院与大庄园的世纪之““恋恋””
————产业振兴产业振兴··苍溪苍溪探索探索

本报记者 白洪文

繁花烂漫，浓香飘四野。
溪水泛涟，楼房嵌山峦。
5月，苍溪乡村秀色依旧让

人陶醉。
在山间，在田野，在村民满

满幸福的笑语里，苍溪产业振兴
的历程被一一展现。

苍溪早熟梨。 刘徽 摄

“老乡，你怎么把这些嫩枝剪
了？”“这些都是长的不好的弱枝条，
剪掉后才不会影响那些强枝条的生
长呢。”爱人因病致贫的岳东镇老树
村村民彭长锦，正在张家坡老房子复
耕后建起的园子里修剪猕猴桃树。

放下手中的剪子来到树荫下，
67 岁的彭长锦打开了话匣子……
1985 年的一天，有着木工手艺的老
彭到红花大队张军义家做木活，见
张军义承包的大队柑橘园一年收入2
万多元很是羡慕。豪爽的张军义给
了他 100 多株柑橘苗，让他栽种试
试。3年后的深秋季节，老彭家房前
屋后的偏坡地里便呈现出一片片的
金黄色，虽然一斤柑橘只卖 0.3 元，
可收入还是有 1000 多元，比他做木
工活收入还高，这可乐坏了全家
人，他家也有了“山坡示范小果
园”之称。2000 年的时候，他又在

房后的台地里种了 10 株猕猴桃，也
是 3 年后，这 10 株猕猴桃带给了他
1200 多元的收入。猕猴桃的高价值
和柑橘的市场波动，老彭做出了更
换品种的决定，于是他就在柑橘园
里套种起猕猴桃……

“去年，我家不到4亩的猕猴桃就
收入 2万多，还是华朴公司上门来收
购的，这也是园区建设给我们带来的
便利。今年，我又新增了 100多株。”
指着山下一望无垠的青龙现代农业
园区，彭长锦笑着说：“沥青园区路拐
角的那块地就是我家流转的，我还在
园区务工呢。”

走进位于园区东边的华朴公司
园区管理站，苍溪县北京大学现代农
学院院士（专家）工作站的牌匾很是
醒目；高清大屏幕上，每个地块的实
时影像一目了然；西侧的配送房里，
从以色列进口的水肥一体供给机，正

在按照电脑传送的指令通过节能滴
灌系统输送营养水……

“青龙园区面积 1.22 万亩，覆盖
岳东、河地 2个乡镇、11个村，园区还
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农户 3200 多户依
托园区建起自己的产业园。这些户
主通过订单合同、服务协作等形式与
入驻园区的华朴农业等龙头企业一
起发展猕猴桃。农户自产的果，企业
包收；企业的基地，农户可包种包管；
农户和企业发展养殖、服务业等，政
府给予扶持……”岳东镇镇长郭敏介
绍说：“2017年，园区农民通过企业科
技服务带动，仅在猕猴桃产业链上人
均实现增收 13000 多元，贫困户人均
增收7200元，比全县农户人均增收高
出30%以上。”

位置在面积达 2.18 万亩的双龙
园区里的双牌村，耕地面积931亩，而
农户种植的雪梨、猕猴桃、脆红李、麻

苹果、葡萄等小水果面积却达到1050
亩。这是为何？

“园区带庭院，发展有依靠，买卖
不再难，刺林变果园。”村主任何孝平
解密道：“我们村水果种类多了，成熟
季节成梯次，从 6月份就开始可以持
续卖到11月份。去年，全村仅水果销
售收入就达 1200 万元，人均超过
15000元。今年有 200多人选择了返
乡创业。”

2015年，从深圳打工回来的四组
贫困户文玉德夫妇，建起了 6亩猕猴
桃、雪梨园，还饲养了生猪、土鸡，去
年两人收入 3万多元。今年春节时，
文玉德用高粱“大毛笔”在自家院墙
上写下了这样的感言：贫困落后最可
耻，脱贫致富靠自己。有手有脚靠自
己，好吃懒做也可耻。

“还准备出去打工吗？”
“不了，其实农村也大有可为。

你看，我们这园区像不像电影里国
外的大庄园？不仅风光秀丽，还能
挣钱。现在我们园区居民已经过上
了‘吃水不用担，煮饭不冒烟，耕
地不用牛，出门泥不沾’的生活。
脱贫，已不是问题。再过两年，小
康生活也不会再是梦想了。”文玉德
谈吐很是自信。

时间进入 21 世纪初，苍溪庭园
经济粗放、附加值低等问题也逐渐
显现，农产品难卖的问题难以回
避。苍溪县委、政府迅速反应，作
出“以庭园经济为基础，以统筹城
乡综合配套改革为契机，以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为抓手，以现代农业
园区为方向，以兴办龙头企业为拉
动，以建立专合组织为纽带，以标
准化产业基地为保障，综合发展乡
村旅游、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全
面推进庭园经济向现代农业转变，
走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的
现代农业之路”的发展蓝图。

而今，苍溪全县已有 17 个像青
龙、双龙这样的万亩现代农业综合
园区、66个千亩园和3.8万个户办庭
院。种植园“套”着养殖园，产业
示范园“联”着农户的标准园。其
中，万亩猕猴桃园 11 个、面积 35.2
万亩，猕猴桃产业年综合产值超 60
亿元，实现2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全
覆盖，带动贫困户实现人均收入
5500元以上，贫困发生率由14.8%下
降到6.8%。

眼前：大庄园引领“奔康路”

正在建设中的苍溪药博园。 刘徽 摄

2017年，苍溪入选中国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阶段示范
区；红心猕猴桃成为“全国产业扶贫十
大优秀范例”；迎来了全国产业扶贫现
场观摩会。全国生态庭院经济示范县、
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首批国家级生态
示范区、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全国
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示范县等殊荣
也“落户”苍溪。

面对这一个个荣誉，苍溪人没有自
满、没有停歇、没有松劲……

“争创全国乡村振兴先行示范
区”——苍溪新的目标。

农业，历来是苍溪的一块金字招
牌：“中国红心猕猴桃第一县”、西南片
区最大的苗木药材集散地、全省现代畜
牧业重点县。面对手中的三张“牌”，苍
溪又作出“坚持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
兴的重点和根本路径，抓住脱贫攻坚、
返乡创业和产业转移三大历史性机遇，
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重点，坚持‘大
园区+小庭园’发展路径，依托‘一园三
区五化’建设模式，不断推进红心猕猴
桃、中药材、健康养殖‘三个百亿产业’
集群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县，强
力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发展”的思
路。制定出每年新植 3 万亩猕猴桃，
2020 年全县种植面积达 50 万亩，年产
量达 50 万吨，综合产值达 100 亿元；到
2025 年，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25 万
亩，产量 20 万吨，实现综合产值 100 亿
元，建成国家级中医药康养休闲旅游示

范县；到2020年，出栏生猪120万头、肉
牛 10 万头、肉羊 10 万只、土鸡 1000 万
只，生产水产品5万吨，实现健康养殖产
值100亿元。

“三个百亿产业”如何实现？
“苍溪围绕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强县

‘一村一品建园区、一户一园助脱贫’，
在全县 39个乡镇全面规划打造红心猕
猴桃、中药材、肉牛、土鸡、生态鱼养殖、
雪梨、林产业、优质粮油等8个产业示范
带，大力实施低效林改造、土地综合整
治等重大项目，以万亩现代农业园区，
辐射带动10万个户办小庭院，实现农业
特色产业县域全覆盖。并大力推广猕
猴桃有机果生产，推行猕药套作高效种
植等先进种养模式，促使农产品供给数
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需求。”县
委书记张寿于信心满满。

新时代有新的机遇，新目标有新的
机制。随之，“采取强带弱、富带穷、大
带小”的方式，以增强基层党组织引领
产业发展的能力……深入实施产业人
才保障工程……完善农业招商引资、返
乡创业支持政策……创新推出猕猴桃
果农特色贷款、林权抵押贷款、“银保
财”互动生猪贷款、猕猴桃特色农业保
险……统筹整合涉农项目资金配套产
业基础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农业特色产
业……实施“订单+保单”双单保险化解
经营风险等惠农政策应运而生。

“百亿产业园”+“10 万小庭院”，梨
乡大地“院园”相依，生机盎然。

蓝图：园院迸力 张开“腾飞翅”

上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的今
天，从“庭院”到“庭园”到“现代园
区”，苍溪农业“院园”相携走过的世
纪历程，从宏观上看是一次又一次的
跨越，但又是一步一个脚印一代接着
一代干的累积，既体现了实事求是的
精神，也放射着与时俱进的光芒。

第一，把特色农业产业园作为基
础工程突破推进，并与现代产业园
区、农业观光旅游园区有机结合、统
筹谋划、同步推进，有效地促进了三
大产业互动共融。

第二，把发展现代农业与新村建
设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不盲目攀比、
贪大求洋，不搞形式主义花架子，不
负债搞建设，实现了生态小康新村建
设在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文化、家
居环境等方面的和谐统一。

第三，把发展现代农业与发展龙
头企业紧密结合，建起了农企联姻的
机制，化解生产风险，带动了全县农

业快速发展。
此外，苍溪在发展现代农业振

兴产业的具体操作上，也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其一，实行土地向业主
大户集中，加速生产要素投入集约
化。其二，资金向农业园区集中，
加速生产手段科技化，强化财政投
入的“杠杆”和“放大”作用。其
三，产品向龙头企业集中，加速产
业经营一体化。其四，农民向农业
产业化工人集中，加速资源配置市
场化。在流转园区土地后，鼓励有
能力的农民返租倒包土地或办养殖
场，发展自己的产业园或养殖小
区；引导农民以土地、设施、资金
入股园区企业，就近变身为农业产
业化工人，实现了劳动力的就地转
移，“土地租金+务工工资+返利分
红”的收入模式也极大地增加了农
民收入，市场对农业资源配置的基
础性作用得到了逐步增强。

记者手记

苍溪模式可借鉴可复制

四川省鹤仙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张生（右）正在指导村民蛋鸡饲养。
刘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