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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苔子茶历史悠久，唐朝时被列
为‘贡茶’……”近日，在四川省绵阳市北
川羌族自治县石椅羌寨内，工作人员向
游客介绍北川苔子茶，展示茶艺技能。

北川苔子茶是北川县特有茶树种质
资源，分布在海拔 800—1800米高山峡
谷之间。为了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的双赢，北川县在探索和实践生态农业
方面持续努力，积极推进以“复合种植技
术、羌族手工茶制作技艺、禹羌传统文化
和习俗”为内容的茶树复合栽培系统建
设。2023年，四川北川苔子茶复合栽培
系统列入“第七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

北川苔子茶成品茶色泽翠绿明亮，
汤色清澈，香气高雅持久，口感醇厚回
甘，叶底黄绿明亮，耐冲泡，这些优点与
茶农精湛的种植技术和传统的制茶工艺
息息相关。
“我们利用苔子茶古茶树行距大的

空间特点以及茶树秋季采割、冬季休眠
产生的时间差，在苔子茶树行间，茶树树
冠以外的空行起厢，采用双行或多行方
式复合种植马铃薯、玉米、大豆、蔬菜等，
这种种植方式充分利用了不同植物之间
的互补作用，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强了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北川县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说。

茶农们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
形成了独特的古羌茶制作传统技艺。茶
叶摘取下来后在火塘的红灰中迅速滚过
几遍，祛除部分青草气，等茶稍变蔫后摘
下叶片清洗晾干水分，再进行揉捻，将茶
叶晒干。
“手工茶制作讲究工艺，翻炒、揉搓、

理条、成形、晾晒、提香、筛选，一直到包
装，每道工序都不能含糊。”绵阳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羌茶手工制作传承人吴红
说。

如今，北川苔子茶被确立为北川五
大支柱产业之一，现有茶叶种植面积 9.5
万余亩，其中百年以上的古茶园有 1.5
万余亩，2024年预计实现茶叶综合产值
7.5亿余元。
“我们村的村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

种植茶叶，茶产业为村民带来直接增收
每户万元以上。”擂鼓镇盖头村支部书记
陈小红介绍。

除此以外，北川还依托古羌茶文化，
在曲山镇等 7个乡镇，建设了大窝茶种
植基地、手工茶制作展示中心、手工茶制
作体验园、羌茶文化宣传中心、羌文化综
合服务中心等。今年，北川的各大茶园成
为游览研学的热门地，吸引了全国各地
游客前来研学，体验采茶乐趣。2023年
《北川亲子研学精品茶旅路线》入选全国
茶乡 40条精品旅游路线之一。
“一直以来，我们将‘四川北川苔子

茶复合栽培系统’保护发展工作纳入茶
产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依托川农大、省
茶研所等茶叶专家团队，通过加强‘北川
苔子茶’选育、种植、加工、包装等质量体
系建设，开展技能人才茶艺师专题培训
等方式建立健全了茶产业链。”北川县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还将持
续加大对四川北川苔子茶复合栽培系统
的推广力度，通过政策支持、技术培训和
市场引导，进一步优化种植模式，提升手
工茶制作技艺，促进北川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

非耕地上开发小庭院
让农民“既吃饱肚子，又怀揣票子”

“靠边角地种点梨，就能当饭吃？”
运山镇双牌村村民文笃理至今还记得
43年前同村人问他的话。

彼时，农村改革的一股清泉正在
苍溪这片土地上涌动。文笃理准备响
应党委政府号召，把老屋背后的荒地
翻整一下种上雪梨，没想到却遭到同
村村民“泼冷水”。

1981年，苍溪县农村已渐渐开始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吃
饭问题虽已基本解决，但“养鸡换油
盐，养猪为过年，省粮卖点零花钱”的
困境依然没走出来。对于一个山多、平
地少、优质耕地更少的农业县而言，要
让占全县总人数 90%以上的农村人口
过上“既吃饱肚子，又怀揣票子”的日
子，应该怎么走？
“用好房前屋后的非耕地！”苍溪

县委、县政府决定向“边角地”要产值，
在全县农村大力推行整理农房四周的
荒地、坡地、沙地，用来发展小果园、小
桑园、小茶园、小渔塘、小药园等。种植
雪梨，是当时着力推广的项目。

然而，对于大多数习惯了种植水
稻、玉米等农作物的农民来说，要花钱
去种不能“当饭吃”的果树，他们不愿
折腾。

文笃理和另外三名村民在大家的
质疑声中，当上了村里第一批“吃螃
蟹”的人。四人分别买回 100株梨树
苗，绕着房屋四周的边角地种上。“即
使种出来换不到钱，最多就是浪费几
年精力。承包地的粮食还种着，饿不
着。”文笃理说，当年他一边担惊受怕，
一边怀揣着希望，“总要试一试，才知
道会不会成功。”

改土、栽种、施肥、管护……一番
努力没有白费，3年后，文笃理家的雪
梨树开始大规模挂果，个头喜人，甘甜
可口。文笃理把梨子背到县城，以每斤
1.5元左右的价格出售，供不应求。这
一刻雪梨“甜”进了他心里：“这比种庄
稼收入高啊！回去后，我还要再买些
苗，多种点果子。”

看到了收益，村民们纷纷加入开
垦房前屋后非耕地的行列。到上世纪
80年代末，双牌村全村每户都利用边
角地种上了果树，人均年收入从上世
纪 80 年代初期的 300 元增加到了

1500元。
此时，与双牌村一样，苍溪县其他

村庄也靠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小果
园、小药园等，让农民实现了“腰缠钱
袋子”，而县上也给这种发展模式取了
个贴切的名字———庭院经济。

“庭院”变“庭园”
在新利好中“一举摘掉穷帽子”

在改革路上尝到甜头的乡亲们，
脚步已停不下来。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陵江镇康乐
村的吴永均在用边角地发展庭院经济
4年后，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家
里的 2亩多承包地全部种上热度正高
的雪梨。
“好点的梨，可以卖到 3 元多一

斤，我们为啥不把地拿出来种？”1991
年，吴永均家承包地上的梨树迎来全
面挂果，他和爱人在中秋节当天，以每
斤 5元的价格卖出了 100斤雪梨。当
晚数着钱，两人高兴得合不拢嘴。

过了没几年，像吴永均这样拿着
承包地拓展小庭院的农户越来越多，
苍溪县便因势利导，将“庭院经济”提
升为“庭园经济”。

跳出庭院看庭园，农村经济发展
最大的动力来自改革。

刚进入二十一世纪，雪梨市场行
情不佳，每斤价格跌至几毛钱。没有更
好的收益，村里的壮劳动力大多数都
选择了外出务工，吴永均也在其中。背
井离乡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上不能养、
下不能教。直到几年后的一次超市购
物，让这个异乡打工人坚定了回乡的
决心。

当时超市货架上摆着一种叫“奇
异果”的水果，10 多元一个，不少人在
抢购。走近仔细一瞧，这个苍溪汉子乐
了：“这不就是猕猴桃吗？我们苍溪可
是全国首批猕猴桃驯化栽培试点县
呢！”

回乡后，吴永均准备甩开膀子发
展猕猴桃产业，这就意味着先要把那
些“正值壮年”的梨树砍掉，为猕猴桃
腾地。调整种植结构谈何容易！家人首
先站出来反对：“要是过几年梨子价格
又涨上去了咋办？种猕猴桃的钱和技
术在哪里？”吴永均想了一会，还是回
道：“先种了再说。”

吴永均这次可不是“摸着石头过
河”。当时苍溪县正在实施生态家园富

民计划，沼气池、卫生井、微水池、进出
硬化路等是每个小庭园的“标配”，发
展的设施“底气”有了；再加上部分乡
镇已成功推广种植猕猴桃，发展的技
术“软件”也有了。

边学边干中，吴永均成为了当地
猕猴桃“土专家”，特别是 2016 年精心
栽植的红心猕猴桃迎来初挂果时，他
想扩大种植面积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新感觉来自新利好。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
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
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
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此外，在各种精准扶贫优惠政策
源源不断到达乡村的同时，苍溪县又
确立了以红心猕猴桃为主导的“1+4”
特色产业发展体系。吴永均再也按捺
不住，毫不犹豫地流转了 10余亩地种
植猕猴桃。
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苍

溪县千千万万个小庭园的内容更丰富
了，景色更美了。到 2020 年底，更是
“一举摘掉穷帽子”，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超过 14000元，实现整县脱贫
摘帽，日子越过越红火。

小庭园融入大市场
从“各炒一盘菜”到“共办一桌席”

随着改革的程度越来越深，发展
的速度越来越快，苍溪县敏锐地发现
传统模式下的一家一户庭园经济难以
融为大产业，要让农村不“掉队”，生态
庭园经济必须进行产业升级。

一辈子都在与土地打交道的徐泽
平，在全县庭园发展“单打独斗”阶段
时，也是将自家庭园打理得不错，每年
收入超过 1000元。但他总感觉不够，
一直在找一个契机，想把庭园产值再
往上拉一拉。

2008年，徐泽平终于等来了这个
契机！那一年，因修建亭子口水利枢
纽，徐泽平所在的村集体搬迁到了浙
水乡坪江社区。望着依山傍水的新家，
他跟村民们都想一起在土地上干出点
名堂。
“只有实现规模化，产业发展才有

优势。”徐泽平和同村村民聚在一起，
讨论坪江的发展。

如何用好土地致富？观全县农业发
展大势，大家还是一致将目光瞄准发展
庭园经济。对于起步晚的坪江社区，要

想实现“弯道超车”，必须在其他乡镇发
展经验的基础上，走得更深一步。

在对种什么、怎么种、怎么销等一
系列问题进行了激烈探讨后，社区最
终决定成立兴坪黄金梨种植合作社，
对村民的土地进行合理流转，连块成
片，从“各炒一盘菜”变成“共办一桌
席”。

以前，如果你问徐泽平当初庭园
有多大，他会忽然愣住，因为那时土地
不是按块状划分的，房屋周边哪里有
地、哪里能种植，哪里就是庭园范围。
但现在，他能明确告诉你：“我们合作
社种植梨的面积有 200余亩。”

徐泽平此刻也完成了一次身份的
转变，从“农民”变为“老板”和“工人”。
他带着自家 3亩地入股合作社，以每
年每亩 300元的价格收取“租金”，平
时在园区里参与管护，待到梨子成熟
后，经合作社统一销售，他就坐等分红
拿钱。“现在一年在园区的收入就超过
12000元，比自己单干强多了。”

坪江社区的梨种植基地现在已发
展成苍溪县环嘉陵江特色农业产业融
合示范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春来时，这
里满山遍野的梨花，成为了嘉陵江边
一道靓丽风景，不少游客专程来此赏
花打卡。村民们因此有了新想法：“我
们这里交通便利、风景优美，可以组团
搞乡村旅游了！”

在苍溪县，像兴坪黄金梨种植合
作社这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有 42
家，年总产值 1470万元。他们在改革
的浪潮中以庭园为依托，对联农带农
机制进行不断探索，让农民尽享产业
发展带来的收益。2022年 8月苍溪县
入选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
农业经营体系，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
转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农民合作经营，
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
动农户增收挂钩。
“这意味着以后在制定发展规划、

出台扶持政策时，要把‘带动农户增
收’作为重要条件。”苍溪县农业农村
局党组书记、局长温仕雄认为，这一制
度安排，有利于推动小庭园融入大市
场，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迈步共
同富裕目标。

四十余年，奋力发展庭园，苍溪
县农村已别开生面！未来之路，庭园
经济，还将是一篇写满希望的发展大
文章。

一片庭园的三次跃升
———对改革开放以来苍溪县发展庭园经济的近距离观察

□周小丁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初冬，地处秦巴山脉南麓的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群
山苍翠，远山果林层层叠叠不减绿意，近山农业园区热
火朝天，山脚下青瓦白墙庭院错落，描绘出一幅天人合
一的田园美景。

时间的指针拨回 40多年前，这里全然是另一番景
象：土坯房配烂泥路，房子四周是杂草，农民“缺钱”矛盾
突出，超过一半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为破解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难题，上个世纪
80年代开始，苍溪县以庭园为依托谋乡村发展，几十年
如一日，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一届接力干，经过开发小
庭院、庭院到庭园、产村一体、“大园区＋小庭园”“三园
联动、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螺旋式发展阶
段，实现了吃饱肚子、摘掉穷帽子、迈步共同富裕目标的
三次跃升，最终与现代化图景相约。

一片庭园的产值空间有多大？为什么能够实现三次
跃升？11月中旬，记者来到苍溪县，近距离观察该县用 40
多年改革实践给出的答案。

苍溪县亭子湖现代农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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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延本报记者吕婕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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