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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谢杰实习生 庞滟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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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叶田田中，节节脆藕来。眼下，第
一批早熟藕刚开始采摘，白嫩多汁的鲜
藕惹人爱。7月20日，记者来到南充市
顺庆区搬罾街道小河坝村，走进泾汁莲
藕专业合作社的莲藕种植基地，实地感
受种藕人的丰收喜悦。

80后建筑工变身采藕人

20 日凌晨 2 点过，小河坝村村民李
海勇就下田采藕了。80 后的他曾是一
名建筑工，如今已在泾汁莲藕专业合作
社工作了 3 年多。变身采藕人后，他每
年采藕收入有七八万元，比以往在外务
工收入高。

莲叶田田间，采藕人自制的 2 艘简
易采藕船，满载刚挖起的莲藕。采藕人
把莲藕从船上转移到岸上，冲洗干净，然
后装车送到城里的销售基地，再配送供
应给餐饮商家、超市和学校等。

“莲藕刚进入采摘季，最近两天才开
始采摘的。”李海勇说。据了解，该莲藕
种植基地里有早熟、正熟、晚熟等莲藕品
种，从7月到次年4月都是采摘季。

夫妻俩10年前返乡种莲藕

20 日凌晨 1 点过，泾汁莲藕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张蓉来到位于南充市川北农
产品批发市场的销售摊位，把一筐筐新
鲜的莲藕装车，配送至餐饮、超市、学校
等地，一直忙到早上7点左右。然后，她
又驱车来到莲藕种植基地。

“我是新农村的新农民，做农产业已
有10年了。”站在藕田田坎边，张蓉告诉
记者，她的丈夫是搬罾街道石庙子村村
民，以前回老家看到田地荒芜很是心

痛。经过市场调查，2011 年，他们决定
回乡种植莲藕。

在政策的支持下，经过土地流转，目
前，泾汁莲藕专业合作社已有种植基地
近900亩，并成为南充“好充食”区域公
用品牌企业之一。随着莲藕种植基地不
断发展壮大，搬罾街道已成为南充主要
产藕基地之一。

走绿色经济发展致富路

“这是今年产的第一批鲜藕，是早熟
品种，白嫩喜人。可惜今年雨水多，不然
藕会长得更粗一些，颜值会更高一些。”
看着正在装箱的莲藕，张蓉告诉记者，10
年来，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莲藕产量逐
渐提高，品质越来越好，销路一点也不
愁，村民收入也节节高。

“这些年，我们在莲藕产业相继投入
1000多万元，除了土地整治、基础设施、
人工和销路等方面外，绝大多数资金主
要用于有机产品的养护打造。”张蓉以小
河坝村200多亩藕田为例，2011年他们
接手时，还是淤泥地、杂草地。专合社不
断进行水土蓄养，2015年、2016年还休
耕进行土壤有机修复。今年，又采用红
糖酵素发酵杀菌，进一步提高藕田的生
态循环，保证产出莲藕的有机生态。

现在，藕田里的荷下经济也循环起
来，养殖的荷下鱼深受市场喜爱，同时计
划9月开始养蛋鸭……“这里是我们的家
乡，希望能通过有机生态农业，让乡亲们
都走上绿色经济发展致富路。”张蓉说。

李海勇下田采藕。

张蓉展示刚刚采摘的莲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邱静静

在这里，你可以暂时抛开烦恼，欣赏
阳光下的田园风光……

近年来，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新福
社区立足资源实际，坚持党组织建设和
集体经济发展同向发力，在乡村经济、乡
村产业、乡村治理“三个活”上下功夫，深
入开展乡村振兴工作，探索出了一条社
区内生型发展治理新路径。

组建集体经济组织

针对集体经济薄弱的现实，新福社
区党组织创新工作思路，以提高社区居
民组织程度为着力点，通过社区党员带
头，动员在外乡贤、社区居民以资金、土
地入股等形式，先后成立了大邑县锦谷
麦香种植专业合作社、成都农耕岁月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等集体经济组织及实
体，形成了集育秧、种植、田间管理、收
割、烘干、仓储、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相对
完善的农业产业链，年烘干粮食 13000
余吨，生产销售优质大米4000余吨，实
现年收入330万元。

此外，为改变社区集体的蚕房、酒
厂、校舍等闲置资产利用率低、硬件设施
差的现状，新福社区采取公开租赁、承包
经营等方式进行资产改造升级。同时成
立新福里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参与

“游林盘”“姚林盘”土地整理项目，梳理
盘活辖区土地资源，配套农田土地水利
基础设施，流转土地 3500 余亩，夯实集
体经济发展基础。

“农商文旅体”协同发展

新福社区以“农商文旅体”协同发
展理念为指导，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模式，整合 2800 余亩农地资源，精
准招引符合本地发展需求的农业产业
项目，引进福里乡村酒店项目，推进 6
个民俗文化特色院子项目建设，以农
业观光休闲为主题，打造集美食体验、
农业观光、农事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
的“农耕岁月”田园综合体，带动周边

农户发展民宿和乡村旅游，实现由传
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农产品精加工+
现代服务业”一二三产有机融合的产
业转型升级。

此外，为紧系新福社区文化纽带，成
立了成都福润社会服务有限公司，将社
区文化融入产业发展，增加产品附加值，

创造出了以“福里大米”“福里酒店”“福
里菜园”“福韵工艺”“福润服务”等“福文
化”品牌系列；建设农产品展示中心和青
少年综合实践基地，举办农事体验活动，
保护传承农耕文化、弘扬淳朴乡风；在公
共空间、房前屋后、林盘院落植入特色文
化景观，营造天府农耕、勤劳尚美的乡村
社区文化新场景，让乡村留得住文化、居
民记得住乡愁。

“未来，我们将利用村改来盘活社区
资源，更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乡村旅游，
同时也推动社区农产品的销售。”新福社
区党委书记胡永洪说。

据了解，经过一系列治理、发展，新
福社区先后被评为四川省首批乡村治理
示范村、省级“文明村”、省级“乡村振兴”
示范村、2019 年度百佳示范社区（小
区）、市级“四好村”，社区党委被评为“大
邑县先进基层党组织”。

▲美丽的新福
社区。

◀新福社区的
乡村旅游，吸
引游客前来
观光。

南充夫妻返乡种莲藕

有机生态农业让村民收入“节节高”

成都大邑县新福社区的“致富经”：

盘活社区资源“农商文旅体”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