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溪相连、河溪相依，走进汉滨区大河镇，呈现在人们眼前的
就是一副“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靓丽画卷，而这些变化，就是
大河镇实施河长制工作结出的硕果。

大河镇位于恒河中段，境内流域面积达 1290 平方公里,河水
自上而下，流经大河、流芳、双溪等沿线多个村庄 ,是当地老百姓
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也为稻米种植、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同时造就了风吹麦浪、河水静流的景观。 近年来，该镇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河长制纳入村规民
约，经镇村干部宣传、推广，村民爱河、护河、治河的意识不断提
高，为高效推进“河长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按照镇村“河长制”组织体系建设的要求,大河镇明确主要领
导为总河长、副职领导为镇级河长，村级河长 19 人、护河员 23
人,对境内 10 条河流进行严格管理。 定期对各村(社区)“河长制”
实施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建立村级河长一天一巡查机制，严格实
行周报告、月检查、季通报督办制度。 同时大力开展河道清淤、河
堤修复等工作，定期组织人员对河道漂浮物进行打捞、清理，改善
了河道水质恶化、淤堵等现象，水域环境得到全面提升。

河长制工作的顺利推进， 促进了当地生态经济的快速发展，
大河镇依托丰富的水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富有特色的市级区级农
业园区 9 家，为群众致富拓宽了新路子 ,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
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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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鹮在观音河湖面
嬉戏, 绶带鸟低飞觅食,
红嘴相思鸟与落霞齐
飞。 “越来越多的候鸟来
观音河湿地公园过冬 ,
最多时候鸟达到 5000
多只。 ”汉阴县林业局局
长李超欣喜地说 ,“汉阴
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
令人欣慰。 ”

2021 年以来 , 汉阴
厚植生态底色 ,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理念 , 巩固省级森林城
市创建成果， 开启国家
森林城市创建之旅。 加
快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
和观音河国家湿地公园
保护修复 ,共建共享“生
态林业 ”， 汉阴的生态
“颜值”和“气质”节节攀
升。

该县坚持城乡统筹
原则 , 科学选择造林增
绿 ,按照 “补短板 、促提
升 、展特色 ”要求 ,对城
区中心公园绿地和乡村
休闲绿地实施绿化工
程 ,2021 年全县新增城
区绿地面积 3.7 万平方
米 ,完成 20 个美丽乡村
示范村村庄绿化任务 。
县林业局完善绿色长廊
实施方案 ,加强与交通、
住建、 农业农村等部门
对接 , 完成省市县三级
道路绿化 56.7 公里 ,全
力打造“最美乡村公路”

升级版。
高位推进林长制, 建立健全县镇林业执

法体系,将林长制纳入全县目标责任制考核。
将城乡道路绿色生态屏障区、 汉江湿地保护
区、观音河湿地保护区、月河沿线等 9 个重点
生态功能区纳入县级林长巡林范围, 压实县
镇村保护发展森林资源责任, 出台 5 项配套
制度, 在全市率先构建严密的森林资源管护
体系。

汉阴县林业局全力服务重大项目建设 ,
完成汉阴县抽水蓄能发电项目、 凤堰景区提
升改造、顺祥碳素项目、S213 凤凰山隧道等 6
个重点项目选址核准。 加快汉阴县自然保护
地规划编制和调整 ,2021 年全县办理林地项
目 17 起,积极做好汉阴重大项目使用林地前
期工作。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色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产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业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才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致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路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汉滨区瀛湖镇三星村油茶产业发展纪略

记者 李俊 吴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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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末时节，站在大河村山坳处驻足远眺，落雪
与山林景观弥漫连片，煞是动人。 隶属岚皋县石门
镇的大河村，距离集镇 22 公里，东接四季镇，南邻
重庆市城口县。

在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的
过程中， 大河村在 2021 年走上了提质增效的新阶
段，年中连接区域发展“主动脉”的石横公路完成提
质升级， 同步成为岚皋县 “杨家院子———神田草
原———千层河———横溪古镇”一日游环线中的关键
路段，旅游业态迸发生机。

2017 年建成的林果业冬桃产业园区发展至今
亩产 500 斤，带动 10 余户农户实现稳定增收，效益
明显。 2022 年伊始，沿石横公路驶过，百亩猕猴桃
架廊和投资 3.5 亿元的森林康养项目在年末开始
动工建设，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元素依次出现在大
河村农业产业带中，作为首批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之一的大河村，乡村田园新业态已逐步凸现。

“耕地各家各户基本上都还有些，各自种植，收
益低微，外出务工，还得荒废，有针对性地恢复耕种

或流转才能保障应种尽种、能活能富。 ”该村驻村工
作队第一书记陈鑫华说到。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2021 年末，在大河村驻村
工作队的研判下，该村持续深挖乡村振兴的业态与
价值，由驻村工作队统一将撂荒的耕地和林地放在
村集体经济的“盘子”里。 同时，利用区位交通便利、
旅游资源丰富等不同优势， 分散发展产业规避风
险，实现效益共联。

“我家的 1 亩多耕地在年初就流转给了冬桃产
业园区，据说今年扩建至 100 亩，到时候连片桃花
盛开那才好看呢。 ”村民彭正清因常年在外务工，加
之自己耕地又在冬桃产业扩建的地块内，便主动流
转出自家的土地用于冬桃产业园规模化发展。

“生态优势让偏远乡村变成了旅游乡村， 村集
体将撂荒土地盘成了致富金地， 在这条振兴路上，
我们将不忘初心，脚踏实地的帮助老百姓过上更美
好的幸福生活。 ”大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刘春雷对
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昔日撂荒地 今变致富园
通讯员 唐明洁

1 月 18 日上午，汉滨区文联、汉滨区美协将 48 幅抗击新冠肺炎《西安·安康》主题书画
作品，捐赠给汉滨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向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一线的 2000 多名医
务工作者致敬，向坚守在防控岗位上的 5000 多名党员干部送上祝福。 记者 王拥 摄

临近大寒时节， 寒湿的气流在空气中涌动，
站在瀛湖镇的高处俯瞰，氤氲的雾气像一张轻薄
的纱网，将周边的村组住户笼罩在内。 一片冬末
的萧索中，汉滨区瀛湖镇三星村的村民却丝毫不
惧寒冷的侵袭，男女老少齐出动，撸起袖管、抡起
锄头在田间地头忙活，板结的土块散落在他们的
脚边，很快显出泥土的本色。而不远处，星星点点
的绿色苗木像士兵般挺立在延展开的矩阵中，以
蕴满生机的姿态等待暖春的到来。

这是新栽不久的油茶树。 2021 年，在汉滨区
林业局的持续推广下，全区发展高标准示范油茶
15000 亩，发放油茶树苗 110 万株。 瀛湖镇三星
村的村民， 无疑是其中最有种植热情的群体之
一。

临近瀛湖的三星村，在此之前并未享受到瀛
湖旅游业发展的红利，由于交通不便，村民入镇
进城一趟并不容易，往往要先乘村运客车、再坐
船、再乘车才能转到瀛湖大道上。 交通上的制约
和尴尬的地理位置一度困囿着当地的老百姓，近
十年时间，当地人口流失的情况十分严峻，每年
都有很多村民搬离此地，留在村庄的，大部分都
是老弱妇孺。

没有产业，没有向心力，村子就很难发展起
来。 “十三五”初期，全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40％以
上，6530 亩耕地大多都已撂荒，农闲时节，打牌、
闲谝成了村里的常态，对此境况，镇村干部都不
免摇头叹气，试着引进企业发展农旅产业，也因
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失败。 亟待改变的三星
村，正需要一项支柱产业，带领村民们从脱贫走
向振兴。

找准产业路，留住乡土情

事情的转机要从去年 7 月开始说起。当三星
村的村民们正在暑热中消磨又一个盛夏时，坐在
办公室里的汉滨区林业局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罗
发涛正闷着脑袋筹划一项大事， 他要找一个地
方，用真切的改变，完成自己推广发展油茶的使
命与梦想。

经过一系列的数据对比和条件分析后，他将
目光瞄向了自己的出生地，瀛湖镇三星村。“我小
时候就在那里长大，那时候家家户户生活都比较
艰难。 努力读书也是想着要走出那个地方，不能
一辈子困在山里。 ”提起故乡，罗发涛的眉宇间满
是愁绪。多年来，除了祭祖探亲，罗发涛几乎很少
回去，看着故乡进步迟缓，他的忧愤也一点点在
心头郁积。

几十年如一日的油茶研究，在此时派上了大
用场。 特别是在汉滨区林业局领导的大力支持
下，全区油茶产业发展逐渐迈上“快车道”，双龙、
恒口、洪山等地的群众已然收益颇丰。 这更加坚

定了罗发涛的信心，他决定将自己对油茶的热情
和多年总结的种植经验投射到故乡，帮助村民改
变困境。

回到三星村前， 罗发涛做了大量的准备工
作，怎么劝解农户、后续怎么指导等等，他都一一
记录在册， 在村干部的组织下，2021 年 7 月 23
日，罗发涛在三星村开了一场油茶产业发展现场
会，来自周边七个村的村民也都赶赴至此，现场
座无虚席。 再提起这场会议， 罗发涛笑眼盈盈。
“在家的村民几乎都来了， 周边的村民听说三星
村要搞油茶，也都跑过来听。 这说明不是村民不
想发展产业，而是之前一直没有找准方向、选准
路子，所以村民缺乏干劲。 ”对于罗发涛的说法，
三星村支部书记刘玉江深有感触，“以前都说要
做些啥，可是种粮食吧，还没等秋收就被野猪糟
蹋了。 种果树呢，我们这里又不是优生区，再者，
水果成熟后也不知道卖给谁。搞养殖更是缺乏有
经验、有实力的‘领头雁’，发展不出啥规模，所以
村民是致富无门，只剩打工了。 ”

在外务工， 成了大多数村民谋生的出路，可

长此以往，三星村只会沦为空心村，当一代人老
去后，村庄便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也正是心头仍
萦绕着对家乡的一份真情，罗发涛更觉出推广油
茶的意义所在，那就是留住根脉留住人，留住产
业留住故乡。 唯有可持续发展的抓手，方能让村
民保持动力，村庄方显活力。

栽下“养老树”，造福几代人

动员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针对村民提出的
疑问，罗发涛一一解答，并向父老乡亲保证，一定
会在往后的日子里， 尽全力帮助大家发展好油
茶。

定下心的三星村村民自此开始了热火朝天
的大干快干。 多年的撂荒地上，四五台挖掘机同
时出动，很快将土地翻整出来，坡地上，人工与机
械合力修建的梯田，替代了之前的荒烟蔓草。

今年 57 岁的三星村 7 组村民颜学根， 原本
已到了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纪，在集镇的住

房里，他经常会搓着闲不住的双手，寻找在土地
上劳作的痕迹。 闲下来，让他颇有一种不知所措
的惊惶感，所以当他听说罗发涛在老家指导大伙
儿种植油茶时，便迅速回到了村里，不等村干部
游说，便扛起锄头，在老家的地畔边忙活起来了。

发放苗木的那一天， 颜学根起了个大早，跟
着运输油茶树苗的车辆赶到村活动室外的空地
边，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也早早就登了记
报了名，可老颜还是没有争取到足够多的油茶树
苗。 “人太多了，我就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连 70
岁的老太太都来抢苗子， 说要拿回去给孙儿种
上，这不，我手上这些都不够嘛。 ”被人群挤的灰
头土脸的颜学根哭笑不得，赶紧兜住怀里的树苗
往自家地里去了。

“这几天气温低，又好久没下雨了，要保墒、
保温，地膜要盖好，可不能把苗子冻死了。 ”54 岁
的村民刘禾兴，对眼前已到小腿高的油茶苗可谓
精心看顾，瀛湖禁渔后，原本身为渔民的老刘很
长一段时间都很茫然。 “我养了几十年的鱼，这弄
不成了，也不知道还能干点啥。 最后就听罗主任

说这个油茶种一次世代受益， 我现在种这些，就
当给自己存的养老钱，五年后到了丰产期，可不
就有收益了么，我的子孙也都能享受到，所以我
打算今年还要再发展几百亩。 ”

事实上，在群众的能动性被油茶激发的三星
村，很多村民都将其当作“养老树”在栽种，他们
期待着三年后的满树繁花带来馥郁的芬芳，期待
着五年后的累累硕果挂满枝头，清香的茶油从饱
满的籽粒中汩汩流出，让他们的生活也像茶油一
样，淌着黄金般的色泽，闪闪发亮。

算好生态账，资源变资本

当村民们全部自发地为种植油茶而辛勤耕
作时，汉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驻三星村第一书记
罗发建正绸缪着更久远的未来。 “这里毕竟基础
太薄弱了，‘十三五’期间，才实现了村组道路的
加宽硬化， 以往村民也根本没有发展产业的概
念，所以要持续提升产业能效，就得不断完善产
业链，真正让产业发挥长效作用，成为乡村发展、
推动‘三农’的核心。 ”

为此，罗发建计划着在不久的以后，依托村
集体合作社，建设油茶深加工基地，形成产供销
一体化链条，让老百姓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专心
栽种油茶。 等到茶花烂漫时，还可建设农旅观光
园，引导农户开办农家乐、农家宾馆，将土特产品
也包装成旅游商品销售给游客，达到一业带动多
业兴的目的。

正因为前期群众工作做得扎实，后期发展要
素想得长远，三星村的干部群众才能够达成“举
全村之力发展油茶”的共识。 当栽种的积极性延
伸到村落的边边角角，每个人，都怀揣着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脚踏实地的耕耘着。

梁远金、吴高平、梁永兴……这些名字的背
后，是一个个饱含伤痛的家庭，他们都因为家人
或自身的伤残等原因而成了低保户，但在村上决
意发展油茶产业的当口，他们将久违的热情重新
泼洒在土地上，把院前屋后栽满油茶，2000 余亩
油茶树苗，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遍布在三星村的
山沟茆峦间，连成一条条、一道道纵横交错的绿
色曲线。

罗发涛没有想到，自己在很多年前艰难推广
的油茶在三星村觅到了知音， 村民的精心呵护、
镇村干部的大力支持、 国家政策的重点倾斜，都
为油茶产业助农发展、振兴乡村起到了极大的推
动作用。 在他的展望中，“十四五”期间重点分布
于瀛湖汉江左右两岸，凤凰南北二山，五堰河河
流两边的油茶产业，必将成为带领汉滨百姓奔上
振兴富路的朝阳产业，让成千上万的村民长久地
受益。

主题书画致敬坚守抗疫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