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散土地成诗意田园

千龙湖畔，2800亩湖面水天相接，碧波
荡漾，群鸟翔集盘旋，鱼儿不时跃出水面，俨
然一幅南国田园风情图卷；石燕湖旁，辰午
庄内，纯手工的湘西吊脚木楼、飞檐翘角、青
砖瓦房、古朴大院，使人“不辨古今”……

但是，如果时间向前推，这些小村庄也
跟许多普通村庄一样：环境脏乱，经济发展、
农民收入都不理想。

那普通的村庄怎么会变成诗意田园的呢？
“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的湖南，这两年经

济快速发展，但大部分区域还是传统农村。
如何统筹城乡发展， 如何在农村现代化路
径上率先破题，是我们思考的问题。”9月19
日， 主管湖南省休闲农业协会的省乡镇企
业局纪检组长袁正乔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让小村庄变成诗意田园，大力发展休
闲农业就是非常好的解题之道。

在袁正乔看来，后工业化时代，“村村点
火、户户冒烟”的乡镇工业模式已不能复制，
湖南应该探索自己的农村现代化之路。这就
是依托大都市的辐射带动，合理开发和保护
自然山水和生态资源，在打造美丽乡村中发
展不同类型的生态休闲农业，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

今年7月， 湖南出台国内首部省级休闲农
业发展规划《湖南省休闲农业发展规划
（2011-2020）》。该规划首次对湖南休闲农业
空间布局、重点县市、重点园区、精品线路进行
了比较系统的筛选、分析和定位，对构建湖南
休闲农业产业体系具有较强的引导作用。

有了科学的规划，一些原本贫困落后的
村庄开始“裂变”：曾经饱受“水患”之苦的望
城区乔口镇， 已经把丰富的水资源变成了
“水景”———“渔都乐园”。几年前还是贫困村
的长沙市雷锋镇真人桥村，如今已成为长沙
的“果园子”，形成了40余家休闲农庄的产
业集群和“葡萄、蔬菜、水产”3个千亩基地，
其中红提基地为江南最大……

清新空气、皎洁月光成村民“财富”

9月10日，新江生态农业产业园，长沙
一家公司的20多名职员在这里聚会， 摘葡
萄、吃土菜、钓鱼、骑马，尽情享受周日的惬
意时光。新江生态农业产业园董事长史文学
告诉记者，休闲农庄生意一直很好，都市人
从钢筋水泥的“森林”中逃离，在蓝天白云下
骑马奔驰、释放自己，呼吸乡野的泥土清香，
让许多都市人放松不已。

暑假期间，家住长沙市开福区的凌寒女
士经常带孩子来农场度周末。对于一直生活
在城市里的孩子而言，这里的蝴蝶、青蛙、萤
火虫，让他们格外兴奋。

……
在这里，原本属于农民基本生活资料的

山川河流、 农耕土地， 随处可见的蝴蝶、青
蛙，都悄然转变为当地农民的“财富”，各种
传统的乡村资源和农民的生活资料焕发出
新的生机，农村的生产方式悄悄发生变革。

在山水资源转化为财富的过程中，部门
的引导推动起了关键作用。

位于长沙高新区的滴翠山庄，在政府支
持下，专打“葡萄”牌，利用葡萄产业优势，打
造出葡萄自采自摘、 葡萄树认养等特色项
目，一年仅葡萄的营销收入高达3000多万元。

“滴翠山庄折射出的休闲农业的发展，
正引领农业从单一的食品保障功能向原料
供给、就业增收、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功
能转移。”袁正乔表示。

事实上， 这只是政府引导的一个小片
段。为了避免同质化，湖南还在全省层面进
行了区域布局：长株潭以农业科技主题园和
参与体验性强的休闲农庄群为主，而湘中南
区，则重点发展丘陵生态观光农业，打造粤
港澳度假天堂，湘北湖区可以充分利用得天
独厚的水资源，重点发展集疗养度假、采摘
垂钓、水上运动等观光生态园，湘西山区突
出大湘西的自然景观与民俗风情，大力发展
森林生态休闲和民俗风情游。

一度“空心化”的乡村又热闹起来

变化不仅如此。
家住岳麓区莲花镇，原本出去打工的周

南最近回了家。“我准备自己开一家农家乐，
主打餐饮。”周南告诉记者，他以前在外打工
当厨师，每月也能挣几千块，但漂泊久了，让
他更加想念家中的妻儿老小， 最近回家，发
现“发小”在家里开了个农家乐，生意很好，
他也准备试一试，“现在村里发展越来越好，
你看连太阳能的路灯都装上了，呆在家里也
能赚钱，还能照顾家人，多好”。

9月22日中午，正值周末，宁乡县金洲
镇关山社区居民向露峰家中人声鼎沸，家里
的“农家乐”正在同时接待4桌游客，他和家
人不停地忙活着。

别看向露峰端盘上菜挺熟练，他可是正
儿八经的大学生。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
后，向露峰在广州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上了几
年班，可眼看着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快：规模
化的葡萄基地、野菜基地、水果采摘园……
如此喜人的变化，向露峰坐不住了。前两年，
他干脆辞职回家经营起农家乐。

……
实际上，像周南、向露峰这样重新返乡

就业的村民不在少数。 原本外出打工的农
民，返乡当上了老板，大学毕业的学子，也开
始回家忙创业。截至目前，湖南休闲农业已
直接安置农民24.2万人就近就业。

“农民的思想观念也在变，他们倍加珍
惜环境改善带来的‘红利’，主动维护村容
村貌、自觉提高经营和服务水平。”袁正乔
感叹说。

正是有了这些变化，新农村的经济发展
和农民的收入才节节攀升。通过组建乡村旅
游协会和休闲农业协会，一方面有效壮大了
行业实力，另一方面也让农民的增收有了可
持续的来源。浓厚的创业潮，也让一度“空心
化”的乡村又恢复了往日人丁兴旺、鸡犬相
闻的景象。

绿的山、清的水，坐在一个弥漫
着青草香味的“桃花源”，感受着微
风拂面， 遥望着满眼满心的碧波盈
盈，嘬两口打着转的绿茶，让茶香丝
丝绕绕地充盈口腔， 时间到这里慢
了下来……

“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
日闲”，曾经，这是许多都市人梦中
的田园生活，如今，却已是许多都市
人唾手可得的真实。

据湖南省休闲农业协会统计，
截至2011年，湖南每年有8100万人
次过上了梦中的田园生活， 几十万
农民为此解决了就业，而农家乐、农
庄的经营性收入也达到112亿元，规
划显示，2020年我省将形成年产值
过千亿元的产业。

都市人田园梦成真， 农民找到
了工作， 农家、 农庄获得了经济效
益，这一系列的转变，得益于湖南休
闲农业产业化建设的生动实践。

■记者 刘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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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休闲农业发展规划显示，到2020年

我省休闲农业也要过千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