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文明创建

咀阳村的咀阳村的
刘传福刘传福李悦李悦 文文//图图

农旅农旅
融合融合 在慢慢地在慢慢地脸脸 变变

编辑：何纯佳

2022年7月20日A4

咀阳村位于泸州城东、长江以南，
距中心城区6公里，地处泸州国家高新
区发展核心区域。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
气候，土壤肥力充足、土层深厚，有着几
百年的种藕历史。

作为泸州的“后花园”，近年来，泰
安街道瞄准农旅结合发展的思路，以观
赏藕每亩补助600元，食用藕每亩补助
250元的财政补贴方式，鼓励村民大面
积栽种观赏性荷花和经济性荷花，确保
经济与观赏两不误，既促进农民增收，
又吸引游客促进近郊旅游发展。

“截至目前，全村6个社栽种荷花
4000 余亩，其中咀阳村核心区就达
1500亩。”据街道相关人员介绍，近年
来，为了打造好荷花基地，泰安街道还
投入2000多万元，改造荷花基地周边
白加黑村级公路22.8公里，同时，给荷
花基地修建了200米游客栈道，方便游
客游览。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放
眼望去，荷塘里成片荷叶舒展着身躯，
其间粉色的荷花竞相开放，与蓝天白云
形成如画般的美景，游人漫步在荷花基
地里的观光栈道上，拍照、赏花，构成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景。

“要是到了周末，荷花基地里经常
都是两三千游客，有时候停车都有点困

难。”谈起当前荷花基地受游客热捧的
状况，咀阳村党总支书记杨朝华显得有
些激动。

荷花开了，游客来了，不仅带动了
村集体经济发展，还拓宽了农民致富的
路子，促进了家门口就业。

“以前卖菜、鸡蛋、鸡、鸭等农产品，
都需要自己拿去街上卖，还不一定能卖
完，现在荷花基地带来的游客主动来购
买，还不一定够卖。”杨本荣是咀阳村的
老支书，见证了咀阳村荷花基地给村子
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说起现在的好日
子，脸上满是笑容。

“南瓜来10斤、鸭子来2只、鸡蛋
来20个……”日前，火爆的荷花基地周
边，村民带着自家的蔬菜、水果、家禽
等，来路边摆摊设点，深受前来赏花的
游客追捧。

“他们卖的菜都是从地里才摘不久
的，非常新鲜，鸡蛋也是自家土鸡下的，
吃着也比较放心，我都是回头客了。”谈
及自己的感受，来赏荷花的游客刘中全
告诉笔者。在荷花基地附近，像刘中全
这样青睐土特产的游客还有不少，他们
大袋小袋地购买了，然后装上车。

现在的咀阳村，已经成为泸州周边
的旅游好去处。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就
像这正浓的夏意一样热烈灿烂。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连日来，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泰安街道咀阳村荷

花基地的4000亩荷花迎风绽放，吸引不少周边游客来此赏

花、拍照。泰安街道地处泸州“后花园”，近年来，街道围绕泸州

市“一体两翼”特色发展战略蓝图，在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上做“文章”，实现农旅融合发展。昔日的“山区”咀阳村，如今正在慢慢“变

脸”，乡村振兴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泰安街道，半城半山。随着乡村振
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在发展工业的同
时，农业也要跟上，不能顾此失彼，需要
两头兼顾。”如何壮大咀阳村集体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加速乡村振兴？泰安街
道党工委书记黄鹏给出了答案，咀阳村
与渔子溪生态湿地公园、董允坝旅游景
区互动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旅游带。

渔子溪生态湿地公园位于泰安街
道（泸州国家高新区），由水利工程、市
政工程、景观工程、海绵城市、水生态工
程组成，形成四大景观及功能空间。其
中，北湖为“城市形象展示”，南山为“醉
意山水画廊”，西溪为“乡土山水记忆”，
东河为“城市滨水景观廊道”。如今，渔子
溪生态湿地公园里的周末经济、夜间经

济等多种新消费业态已见雏形。
2022年，渔子溪生态湿地公
园入选泸州市第一批“醉美

泸州·文旅消费新场景”。
董允坝旅游景

区则位于江阳区分
水岭镇董允坝村，
是三国时期蜀汉重
臣董允封地，是现
代农业示范区建成

区，是户外有氧运动、乡
村休闲、民俗文化等观光
农业发展区，是智慧旅
游、智慧农业、“疏式生
活”的体验区，其中，“伞
里”新街打造共分为A、
B、C三个区域，结合川南
民居特色，采用魏、蜀、吴
三种建筑风格，打造成集
产业、文化、旅游、公共服
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特色
新型农村社区，形成泸州
市都市现代农业、近郊观
光农业和幸福美丽新村
的示范高地。目前，也具

有不少的人气。
“咀阳村三面环山一面临崖，距泸

州人气火爆的渔子溪生态湿地公园仅
一公里左右，距董允坝旅游景区仅需十
多分钟。游客在渔子溪生态湿地公园欣
赏水，然后走上咀阳村看山、赏荷花，并
与十多分钟车程的董永坝连成一个全
新的旅游带。”谈及未来的规划发展，泰
安街道党工委书记黄鹏信心满满。

为了与渔子溪生态湿地公园互动
发展，泰安街道还将增设从渔子溪生态
湿地公园到咀阳村荷花基地的游步道，
从下而上，将渔子溪生态公园的游客吸
引上去，看山、赏花；从上而下，则为咀
阳村荷花基地的游客指路看水。

抹灰、刮白、贴砖……在该村8社
的荷花书院民宿现场，不少工人正在加
班加点赶工，现场忙得热火朝天。荷花
书院打造了书屋、会议室、住宿等功能，
真正让游客留得下来。

“我们请了成都一家公司为咀阳村
未来发展规划做了顶层设计，将咀阳村
闲置的集体房屋改造为民宿、农家乐等
配套设施，并对周边环境进行改造，由村
集体经济公司运营。”据黄鹏介绍，下一
步，街道还将投入500万元资金，为荷花
基地增修100多米木栈道，以满足更多
游客的需要。此外，产业上，继续做大莲
藕产业，对莲藕进行深加工，在临山的位
置春季栽种油菜花、夏季栽种向日葵等
季节性可观赏农作物；在饮食上，发挥距
泸州高新区五分钟、距泸州城区半小时
的优势，打造特色饮食“全藕宴”；商业
上，尽量维持居民住宅原建筑的基础上，
打造“荷美集市”，既宜居又宜商。

立足当前现状，咀阳村的提档升级
蓝图已现。围绕“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山色荷塘美好愿景，咀
阳村在慢慢“变脸”。

火爆的荷花基地，不仅带来了人气，
还带动了当地农家乐、种植养殖业发展，
为农民奔康致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我以前在外面打工，知道家里荷
花基地人气特别火爆，想着游客来玩肯
定是要吃饭的，就回来开了这家农家
乐。”咀阳村9社的张德明，正在农家乐
门口摘菜，为游客准备午饭食材，2018
年3月，他开办农家乐，在家里自己当
上了老板。

在咀阳村，1社村民张正德老两口
虽已七旬，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种植
明星”。老两口不仅栽种了11亩莲藕，还
栽种了6亩西红柿，收了西红柿又栽种
豇豆、黄瓜等蔬菜，实现了一年四季都
有菜卖，因为老两口精耕细作，种植的
蔬菜深受顾客青睐，年收入近20万元。

而在咀阳村7社，社长向文高正引
导游客在荷花基地的栈道上钓着小龙
虾，丰收的喜悦写在他们脸上。

去年，向文高承包20亩荷花基地，
今年，他在荷花下面养殖了小龙虾，实
现“一水两用”，“多业态”发展，促进增
收。“这个季节正是赏荷花的黄金期，也
是吃小龙虾的时候，在咀阳村荷花基
地，玩的有了，吃的也有了。”近日，笔者
看到，游客钓上来的小龙虾，用向文高

向他们提供的灶具、餐具，自己动手烹
饪，享受田园般的休闲生活。据向文高
介绍，今年，小龙虾基地预计产量达
5000斤，产值12万余元。

赵明阳，是咀阳村4社人，2018年回
乡打造有机蔬菜试点基地。由常规生产系
统向有机农业的转化通常需要2-3年的
时间，其后播种的作物收获后，才能作为
有机产品，“我先栽种，等有机蔬菜产品出
来以后，再以免费提供有机蔬菜栽种技术
的方式，带动、鼓励村民栽种”。

荷花基地不仅拓宽了农民致富的路
子，同时也带动了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以前我在周边打零工，自从有了
荷花基地，我就在家门口就业了，不仅
照顾了家人，一年下来也有5万余元的
收入。”在民宿修建现场，咀阳村1社村
民李小军正在砌砖、抹灰，干劲十足。

咀阳村通过基地打造、招商引资、
鼓励开办农家乐、发展种植养殖业等方
式，实现农旅融合发展，让村民吃上“旅
游饭”。

据杨朝华介绍，截至目前，依托荷
花基地的有效打造，该村发展了8户农
家乐，30余户规模种植养殖业，带动
300余人家门口就业，初步估计，该村
人年均将增收2万余元。

千亩荷花开游客纷纷来

以荷为“媒”辟出致富“新天地”

设施提档升级咀阳村在“变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