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19日，春暖花开。漫步景宁畲
族自治县渤海村，整洁、水清、岸绿、路
畅的景致映入眼帘，和远山、白云共同
构成优美、静寂的山水画卷。

“我是乘周末特意来小山村吃鱼、
体验渔家风情的。自己钓到的鱼，可以
马上烹饪成餐桌上的美食，而且这里风
景好、空气好，吃喝玩乐住样样都有，来
了就不想走。”来自上海的游客张乐高
兴地说。

经营超市的村民杨英是乡村变化
的见证者，她说：“以前，我们村民以种
地为生，收入微薄，如今环境变好了，村
子成了花园，一到周末就有很多游客到
我们这里游玩，现在一年的收入比以前
增加了三倍。”

“渤海村有这些变化，缘于渤海村
探索‘花园乡村+乡村旅游’的发展模

式，这几年我们都在探索适合自己特色
的滨湖乡村游，发展渔村特色农家乐、
民宿，形成游湖、垂钓、度假、采摘的‘花
园经济’，确保我们的花园乡村春有花、
夏有景、秋有果、冬有绿的独特景色，”
渤海村支部书记吴景清介绍。乡村先
后获得浙江省美丽乡村示范乡镇，全市
垃圾分类示范乡村。截至目前，依靠

“花园经济”，接待游客 1.5万人次，旅游
收入达 300余万元。

花园乡村建设，带动了全镇乡村旅
游的发展。渤海镇党委书记吴如峰说：

“我们不仅要让村庄变花园、房屋成民
宿，还要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努力
实现全域景区化、让‘生态美’‘环境美’
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美’。”

近年来，景宁先后出台垃圾分类、
厕所革命等专项工作方案，建立工作机

制，对标对表找出短板，有序推进村庄
环境整治，全方位打造“花园乡村”，已
累计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乡镇 7个、
省级美丽乡村精品村 16 个、连续两年
获得新时代美丽乡村优秀县。

花园乡村建设的溢出效应非常明
显。目前全县已发展农家乐民宿 295
家，带动了房屋租赁、康养等产业的发
展。景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柳先敏介
绍，“花园乡村”的建设还孕育出文化沙
龙、研学旅游等新业态，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动力。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实现
花园乡村处处有景，四季能游，带动发
展田园综合体、农耕文化园、民俗体验
馆、休闲度假区等旅游产品，精心做活

“慢生活”这篇文章，让越来越多的游客
放慢观光的脚步。

景宁渤海：“花园乡村”变身“花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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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第 一 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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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来 ，产 业
才 能 兴 起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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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季节食用菌种植成为产业新“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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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县荷地
镇利用高山气候
优势布局产业，
积极打造“庆元
800”农产品品牌
和反季节产业基
地，发展反季节
食用菌，2020年，
全镇食用菌产量
447.6 万段，带动
农户增收 200 余
人，反季节食用
菌种植成为产业
新“金名片”。

3月5日，云和县“云谷山房”民宿经
营人谷小杭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云
和：设立农家乐民宿成长贷，助推乡村
旅游发展》的视频新闻。视频报道云和
县农商银行和村镇银行联合授信“云谷
山房”600 万元创业扶持资金。谷小杭
开心地说：“这不仅为我解决了资金问
题，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经营民宿的信
心。”

看到她开心的笑脸，我终于松了口
气。作为坑根村党支部书记，谷小杭是
我们村引进的乡村旅游经营人才，为她
安心乡村而倍感欣喜。

坑根村距云和县城17公里，位于云
和梯田景区的核心地带。按理说，背靠
景区，坑根村的旅游产业应该“水涨船
高”。但实际情况却是，游客们步履匆
匆，来了就走，村里的农家乐既缺资金、
又没经验，经营情况不甚理想，大多数
村民仍选择外出务工。

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我心急如
焚。在考察了多个乡村旅游示范点后，
我深刻感受到，靠自己摸爬滚打是难以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须要创新性开展

“双招双引”，引进会经营乡村的专业人
才，把坑根村的资源盘活起来。

为此，我们积极和县、镇对接，期盼
引来懂农村、会经营、留得住的特色人
才。2016 年，在县委县政府、县文旅局
的对接协调下，在云南丽江有着丰富民
宿经营经验的谷小杭，成为了坑根村引
进的第一个农旅特色人才。

谷小杭来到坑根村后租下了一栋
民房，经过一年的改造装修，于 2017 年
10 月正式经营“云谷山房”民宿。青瓦
作帽、黄墙为衣、人坐屋中、如在山中，

“云谷山房”一夜之间成了“网红民宿”，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体验山居生活。与
此同时，谷小杭又租用了多栋民房和废
弃的灰寮、牛棚，经过巧妙构思变成茶
室、书房、商铺，泡茶品茶、古琴学习、农
田耕种……游客们的消费从单纯住宿
升级到综合体验性消费，由此，坑根村
的旅游开始火了起来。

今年是谷小杭创办“云谷山房”的
第五个年头，但与往昔相比，她脸上的
笑容暗淡了许多。谈及原因她坦言：

“我们一直想扩大规模，打造场景更加
丰富多元的民宿社区，但缺少大量资
金。”

“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好不容易
才引来了好的人才、好的项目，更要把
人家服务好。”了解情况后，我们积极对
接县、镇相关部门，寻求帮助，市委、县
委领导先后多次来村里调研，县职能部
门和金融机构多次来村里走访。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2021 年 3 月 5 日，“云谷
山房“获得600万元授信资金，谷小杭的
笑容又灿烂了起来。

“感谢镇村的干部们，感谢村里的
老百姓，他们对我们都很关心。一个小
小的村子能有这么大的‘双招双引’力
度，相信村子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民
宿也会有更大的发展。”谷小杭说。

经过多年的实践，我深刻地体会
到，人才是乡村振兴第一驱动力，当地
党委政府及基层干部只有为引进的人
才做好服务，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
全力以赴让人才留下来，产业才能兴起
来。现在的坑根村，除了谷小杭，还有
来自安微的李凯和南京的汪骏，他们都
被这里良好的生态和创业环境所吸引，
这些引进的农旅特色人才已为这个山
区小村带来了1800余万元的发展资金。

“家乡的农产品高海拔、原生态、品
质好，我一直想建一个高标准生态食用
菌基地，加之镇政府鼓励发展高山反季
节产业。”3月 21日，庆元县荷地镇杨桥
村“农创客”刘培金谈及博海种养专业
合作社成立原因时，表达了对家乡环境
的认可和创业的信心。

荷地镇位于庆元县东部，平均海拔
1000 米，是高海拔的高山台地。“这里
气温比城区低 4—6 度，独特的地理环
境和气候条件，适合发展反季节产业。”
荷地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吴
法正介绍，“食用菌出菇时间一般在晚
秋、早春，也就是 11月至次年 4月，夏季
市场鲜菇数量少，售价要比正常高，经
济效益好。今年以来，荷地镇食用菌线
下销售 6 万公斤、销售额 350 余万元。
第一季度线上销售上 3万余单。”

博海种养专业合作社建有高标准
生态食用菌基地 8000 多平方米，配备
多功能烘干机 3台，每一排架子都有自

动喷水设备，生产过程专业程度高，能
管护到每一朵香菇。2020 年，共种植
反季节食用菌“庆科 20”14万段、“241-
4”4万段，年产量超过 2万公斤，年收入
达 80 余万元，带动周边低收入农户 68
人、支付人工费 60余万元。

近年来，荷地镇利用高山气候优势
布局产业，在全县首创土地预流转机
制，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积极打造

“庆元 800”农产品品牌和反季节产业
基地。同时，实施“第一书记工作室”和
乡贤人才回归工程，培育“农创客”，探
索“党组织+基地+农户”模式，引导发
展订单农业、直播带货等新型农业生产
经营模式，促进农企抱团发展。

“以产供销的线上线下销售模式让
农产品不愁市场、不愁价格，禾帝农产
品专业合作社主要种植反季节灰树花，
长期固定订单以医药公司、酒店（食用）
等为主。”荷地村村民刘庆福是最早在
荷地镇发展反季节食用菌的，种植第一

年就实现销售总额 470万元。2020年，
合作社新增猴头菇、黄金菇等反季节食
用菌品种，试验品种 20余种。

2020 年，全镇食用菌产量 447.6 万
段，带动农户增收 200 余人，其中反季
节食用菌 23万段、销售额 520余万元。
荷地镇食用菌产业如火如荼，反季节高
山产业成为一张新的“金名片”，吸引越
来越多的工商资本前来考察。

截至目前，全镇统一招商新建基地
6个，新引进农业产业项目 4个，培育党
员创业示范基地 10 个，带动市场主体
21 家，新建食用菌大棚 2.7 万平方米，
新增食用菌 80 万袋，食用菌新品栽培
试验 20种，产业发展孵化园初具雏形。

据了解，荷地镇将立足“双招双
引”，建立“乡村振兴人才库”，培育更多
青年“农创客”，同时优化土地预流转机
制，推动一站式招商服务，积极打造高
山设施农业基地、“青创农场”，为乡村
振兴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