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安徽

安徽響導鄉黨委書記李向前表示，因
區位較為偏遠，該鄉沒有工業，只能在
特色農業上下功夫。他介紹，響導鄉真
正的發展起色是從2016年開始，當年
舉辦第一屆桃花節，想通過打「桃花」
牌，推廣鄉村旅遊、農產品等。而由此
帶來的讓他感受最為直接的變化：一是
從來沒有旅館的集鎮上，去年接連開了
好幾家旅館；二是看好家鄉的未來前
景，這兩年要求回村蓋房子的村民增加
了。

推動土地流轉 發展特色種養業
今年3月份，響導鄉舉辦第二屆桃花

節，開幕當天即吸引4萬多名遊客。整個
桃花節期間，前來響導鄉賞花的遊客總
數超過10萬人。李向前總結近年來響導
鄉的發展思路，首先是推動土地流轉。
他說，土地不流轉，就沒法產生規模效
應，很難對農業結構進行調整。土地流
轉後，農民不僅有土地租金收入，還可
以就地打工，增加工資性收入。目前，
響導鄉土地流轉率約在40%左右，引進
和培育有種養大戶等20多家新興農業經
營主體。通過推動「公司＋合作社＋農
戶＋貧戶」的經營模式，該鄉特色種養
業已漸成規模。其中，作為全鄉最大產
業的桃園面積已拓展至12,000畝。
李向前亦對香港文匯報記者坦言，發

展鄉村旅遊業，必須要先建好基礎設
施。道路是響導鄉的短板。「今年桃花
節期間一下來了那麼多遊客，很多車都
在路上堵死了。」李向前說，該鄉遠離
市區及縣城，且不通高速公路，亦成為
發展旅遊業的制約因素。他還稱，目前
響導鄉正在開展自來水戶戶通、新建公
廁以及完善區域內道路等工作，但政府
財力有限，建設資金不足仍然是目前面
臨最大的難題。

採訪時正值西瓜上市的季節，響導鄉蔣祠
村扶貧產業園的西瓜大棚裡，負責人蔣華正在
和工人們一起採摘西瓜。蔣華今年36歲，

2009年，他從內蒙古移動公司辭職
後，選擇回鄉創業，流轉2,300畝
土地種植小麥和水稻。去年6
月份，蔣華在當地扶貧政策
的支持下，開始建設規劃面
積600畝的扶貧產業園，
其中項目一期180畝的
大棚西瓜今年首上
市，每畝產出的純利
潤可達到3,000元。
蔣 華 介 紹 ， 自
2016年小麥、水稻
的收購價格下降，

他就開始計劃轉型。「土地租金500元，再加
上人工費和種子、化肥、農藥的費用，一畝田
的投入近900元，以平均畝產800斤算，現在
水稻和小麥的價格是每斤1.1元至1.3元，基
本不掙錢。」蔣華說，2016年，當地對貧困
村有農業產業園扶貧項目，種糧大戶先用自有
資金建設產業園的蔬菜大棚等配套設施，政府
部門驗收合格後，給予全額補貼。政府的條件
是，產業園付工資僱用蔣祠村的貧困戶勞力，
或貧困戶以土地入股的形式享受產業園的分
紅。蔣祠村扶貧產業園一期工程投資有300多
萬元，二期400多畝的大棚種植杭椒、西紅柿
項目，投資約750萬元，將於今年10月份完
工。蔣華透露，目前自己承包的土地仍有
1,700多畝在種植水稻，但他計劃全部改建為
稻蝦共養項目。

安徽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欒敬東表示，內地工業化
和城鎮化快速發展，導致農村的發展要素向城市匯聚，農村
的現代化滯後。中共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是站在前所
未有的高度，對新型城鄉關係的重大調整，是適應社會主要
矛盾變化的需要，也是中央對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框
架安排。他說，要想增強鄉村的吸引力，首先要有產業。若
鄉村沒有產業，就沒有就業機會，進而無法吸引人才來到鄉
村，所以產業是鄉村振興中最主要的內容之一。

加工銷售物流 全產業鏈發展
欒敬東表示，鄉村產業的振興，首先要促進糧食生產能
力，因為保證國家的糧食安全是根本；其次，要鼓勵鄉村
發展特色種養殖產業；第三，農村在產業發展中不能僅將
產業限制在農產品的種植上，包括農產品的選育、加工、
銷售、物流配送等都屬於農業產業的範圍，應該全產業鏈
發展。
他還補充道，現在物流配送等服務業在農村就非常有前
景。因此，在發展鄉村產業過程中，需通過一二三產業融
合發展，推出一批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他舉例說，
在安徽，不少鄉鎮推出垂釣、採摘等鄉村休閒旅遊項目，
農業教育等研學遊項目也開始發展起來，這些都是鄉村農
業產業的延伸。

響導鄉位於江淮分
水嶺北側，與安

徽滁州市定遠縣接壤，距
離合肥市約一個半小時車
程。該鄉有4.2萬人口，土地
面積9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面積9.8萬畝。2015年，響導
鄉農民年人均純收入為12,751
元（人民幣，下同），2016年
增長到14,168元，2017年增長到
18,203元。

擔心桃園折本 幸獲丈夫支持
今年41歲的村民許霞林，是響導鄉

萬畝桃園的龍頭企業——安徽蒙躍生
態農業有限公司的承包戶之一。她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去
年桃樹首次結果，自己就收回了陸續
投資的20多萬元成本。她人生的第一
次創業已取得階段性成功。
記者來到許霞林家時，她正忙着給

身患老年癡呆及中風的婆婆餵藥。許
霞林有三個孩子，大女兒今年18歲，
已上大學，二女兒和小兒子都在鎮上
的私立初中讀書。丈夫王伏安曾勞務
出國，在新加坡做過5年電焊工，如
今在福州打工。許霞林說，自己和丈
夫都是貧苦出身，當年結婚的費用還
是借來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雖然
一年有近10萬元的工資，但要供三個
孩子讀書，家中還有久病的老人，經
濟壓力仍然非常大。為了增加家庭收
入，在承包桃園之前，許霞林一直在
村裡打零工。她說：「栽秧、收稻
子、施肥，什麼活兒都幹，有的一天
60塊錢，有的一天70塊錢。反正不敢
在家裡閒着。」但即使這樣，許霞林
每年打零工的收入，也只有2萬元左
右。
2014年下半年，蒙躍公司桃園項目
落戶響導鄉。此後，許霞林經常到桃
園打零工。她看到承包桃園的老闆不
斷擴大規模，心想種桃子肯定能賺
錢。「如果不賺錢，老闆們不會多次
增加投資。」許霞林說，於是自己也
有了從蒙躍公司承包桃園的想法。
「桃樹要種3年才結果，前兩年的投

入成本不小，後期是否能賺錢也存在
市場風險。」許霞林說，自己當時也
擔心會折本，但丈夫特別支持，為了
減輕她的心理負擔，丈夫說萬一失敗
了，就當他喜歡賭錢，輸掉了。

欠缺種植經驗 專家指點迷津
許霞林介紹，當時從蒙躍公司承包

桃園，不用交地租，收穫的桃子公司
還會幫助銷售。這讓沒有桃樹種植經
驗的許霞林又增添了承包的信心。
2016年初，許霞林從蒙躍公司承包了
100畝桃園，每畝地按標準栽有80棵
桃樹。「桃樹需要的肥料、農藥等都
統一從公司購買，到了需要給桃樹剪
枝的時候，就直接聘請公司專業的剪
枝師傅。」許霞林介紹，蒙躍公司還
有個微信群，桃樹開花時要注意哪些
問題、什麼時候防治病蟲害等，公司
技術人員都會在群裡及時提醒。
2017年5月底，許霞林的8,000棵桃
樹豐收，每棵桃樹均產超過30斤。「特
別幸運，承包的桃園裡有一片桃樹的品
種是黃心油桃，特別好吃，價格也比一
般桃子要高不少。」許霞林說，承包時
只是按照桃樹苗的棵數付錢給公司，自
己也不知道都有哪些品種。「承包時的
樹苗費，再加上每年6萬元左右的人
工、化肥、農藥等費用，累計投入已有
20多萬元，但去年一年銷售收入有30
多萬元，純利潤就有20多萬元」。「今
年的桃樹長勢特別好，桃子會比去年多
不少。」許霞林說，自己有擴大承包面
積的打算，想再多發展一些油桃品種。
她指着牆上的全家福照片稱，最苦的日
子都挺過去了，自己要多掙點錢，供孩
子們唸完書。
另據蒙躍農業負責人劉遵躍介紹，

該公司在響導鄉共流轉土地8,000多
畝，主要種植油桃、甜黃桃、水蜜桃
等品種，產品銷往北京、上海、廣東
等大型批發市場。為了減少自身投入
並帶動當地村民致富，公司自營面積
約800多畝，剩餘土地共承包給了47
戶經營者。劉遵躍稱，目前整個桃園
基本可以實現平均每畝地2,000多元
的純利潤。

在安徽省合肥市肥東縣響導鄉，因傳

統農業種植收入低，近五成村民常年在

外打工，村莊「空心化」現象嚴重。從

2014年起，響導鄉推動土地流轉發展集

約式、規模化農業，在一萬多畝的土地上種

上桃樹，並「以桃為媒」舉辦「桃花節」等，發展鄉

村旅遊業，這使得當地村民的收入逐年提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安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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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轉即土
地使用權流轉，
是指擁有土地承

包經營權的農戶將土地經營權（使
用權）轉讓給其他農戶或經濟組

織，即保留承包權，轉讓
使用權。

土地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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