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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汪训前、通讯员叶峻
岭）近日，孝感市孝南朱湖项目入选全国15
个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典型案例，湖北经验再
次推向全国。至此，我省有3个全域国土综
合整治项目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9
年底省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推进全域国
土综合整治的意见，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坚持

“严守资源安全底线、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
绿色低碳发展、维护资源资产权益”定位，统筹
发展和安全，主动切入乡村振兴、流域综合治

理、强县工程、耕地保护、共同缔造等重点工
作，发挥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支撑力，为中
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贡献自然资源力量。

截至目前，全省共安排106个全域国土
综合整治项目，其中部级试点20个、省市试
点86个，涉及70个县（市、区）106个乡（镇），
建设总规模537万亩，完成投资210亿元，建
成孝南朱湖、鄂州汀祖、保康马桥、当阳玉泉、
安陆木梓、嘉鱼官桥、应城杨河、宣恩椒园、咸
安向阳湖等一批示范项目。其中，孝南朱湖
项目入选全国15个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典型

案例，鄂州汀祖项目入选全国优秀村庄规划
典型案例，嘉鱼官桥项目入选全国十大社会
资本参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孝南区朱湖项目围绕朱湖国家湿地公园，
加强全过程保护修复和适宜利用，打造2000亩
湿地大湖、1200亩多功能圩田、2800亩生态旅游
观光景区，湿地流域水质从劣Ⅴ类提升至Ⅲ类。
朱湖生态修复后，芡实、水葱这些消失几十年的野
生植物重新长出来，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青头
潜鸭也出现了，冬天成为迁徙候鸟栖息地。朱湖
国家湿地公园已成为3A级旅游景区，被列入全省

近零碳商业试点示范项目。目前朱湖周边形成10
万亩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朱湖糯米”种植基
地、花卉苗木观光经济带、农旅康养绿色经济带，
当地村民从湿地生态中找到增产增收新路子。

嘉鱼县官桥镇项目推行“国土整治+”理
念，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项目统筹实施裸露山体修复、水体面源污染
治理、生态特色林保护、零星耕地归整，传统
村落保护、空心村整治、茶园产业升级等工
程，形成宜居宜业良好环境，先后引进蓝城集
团、武汉东湖学院、正邦集团等社会资本40

亿元，打造农业技术、康养护理、旅游休闲、教
育科研、生猪养殖等产业基地和特色小镇，农
民通过“租金保底+盈余分红+打工收入”形
式，分享生产、加工、销售环节多重收益。

鄂城区汀祖项目通过矿山整治复垦，建
设“十里画廊”旅游示范带，其中岳石洪村在
村庄规划中充分发掘当地矿冶文化、三国文
化、移民先祖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对多处历
史遗址进行抢救性保护，挖掘乡村文化价值，
重塑荆楚人文乡村内涵，建成休闲旅游示范
村，每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

点“土”成金，唤回乡村的诗意与富足
我省3个国土整治项目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
□ 汪训前

盛夏，鄂州汀祖镇岳石洪村旅游持续升温。位于桃花溪畔

的伊甸文化园顾客盈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呼吸山野新鲜空

气之余，在专业老师指导下进行塑身活动。

岳石洪村距武汉城区50公里，离黄石城区3公里，距鄂州花湖

机场14公里，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区位优势明显。近几年，这

座鄂东千年古村乡村旅游迎来高光时刻，每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

要知道，就在几年前，矿石开采在岳石洪村留下千疮百孔

的后遗症，暴富过后的资本一走了之，原本富庶的村庄顿时没

有生机，乡村振兴的希望在哪里？

2020年，全域国土综合整治落地汀祖，岳石洪村面貌焕然

一新，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岳石洪村巨大变迁的底

层逻辑是什么？

找准方向激活乡村价值 “明星村”遭遇资源枯竭，做山水文章寻求突破

岳石洪村地处东方山脚下，与黄石、大冶
交界，山多石头多，自然资源禀赋优越。

上世纪90年代，挖矿淘金兴起热浪，岳
石洪村凭借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为远近闻名
的“明星村”。“1987年至2002年间，村集体
年收入达200万元。”土生土长的岳石洪村党
支部副书记程宏说，那时小孩上学、村民用电
全免费，周边村民羡慕不已。

然而，好景不长，大家一哄而上，矿产很
快枯竭，留下千疮百孔的山体，洗矿场污水横
流，将穿村而过的桃花溪污染成臭水沟。没
有收入来源，村民纷纷外出谋生计。

“村庄空心化，看着可揪心了。”程宏忆起
过往，唏嘘不已。全村共12个自然湾，户籍
人口827人，但常住人口不到300人。

岳石洪村该如何发展？从村干部到村民，
都无计可施。2013年，国家大力加强环境保
护，岳石洪村顺势关闭了所有矿井，封山育林。

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
岳石洪村引进湖北百村集团，着手矿山修复，
探索村企共建之路。2020年，汀祖镇列入我
省全域国土综合整治试点，岳石洪村迎来发
展红利，该村获得3500万元投资。

“八山半水分半田”，岳石洪村域面积

4905亩，其中林地3773亩，耕地243亩，人
均耕地0.32亩。实施全域国土综合整治，着
力点在哪？

“资金不能撒胡椒面，找准方向，充分挖
掘乡村价值。”省国土综合整治中心相关负责
人调研时，对岳石洪村国土综合整治提出指
导。利用岳石洪村的资源禀赋，做山水文章，
传承千年古村的历史文化。

目标明确。岳石洪村从营造一寸土地、一
份产业、一处风景、一片乡愁入手，开发“田
园+”农业生产、乡居生活、休闲旅游、康养度假
四大功能，打造一站式和美乡村体验目的地。

修复乡村生态价值 安全隐患变矿冶公园，打造现代版“桃花源”

“背靠东方山，桃花溪穿村而过，绿色是
岳石洪村最亮的底色。”百村集团董事长余元
兵介绍，编制岳石洪村村庄规划时，首先考虑
的是村庄生态价值。

实施国土综合整治，黄土山铁矿是座“拦路
虎”。对于黄土山铁矿，岳石洪村民既爱又恨。想
当年，村集体年收入主要靠它，村民也享受到它带
来的福祉。然而，矿井关闭后，它又成为一处安全
隐患，威胁着山下170多名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黄土山铁矿占地面积近150亩，矿体裸
露不说，还有一处面积达2.6万平方米的不
稳定斜坡，容易引发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村民於国平说，每逢雨季，晚上提心吊胆，一

有响动总要起床看一眼山上是否有异常。
施工方对黄土山铁矿采用边坡削方、坡

脚回填、土地整形及边坡整形、挡土墙、截水
沟等综合治理方案，彻底加固山体，拔除悬在
村民头顶上的“一把剑”。看到整治后固若金
汤的山体，於国平说，现在终于安心了，晚上
高枕无忧，能睡个囫囵觉。

消除安全隐患后，岳石洪村村庄规划设
计方湖北百村集团琢磨着如何变废为宝，将
黄土山铁矿打造成一个矿茶公园。余元兵介
绍，对采矿场复绿时，利用斜坡层台种植茶
叶，打造成梯形茶园，兼顾生态和景观。

通过生态修复，全村300多亩废弃工矿地，

50多亩修建高速公路遗留的堆料场、搅拌站、临
时便道，应绿尽绿。消除污染源，科学实施国土
绿化，溪水变清了，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味道。

7.4公里的桃花溪穿村而过，沿溪流两岸
种植桃树、梨树，形成滨水休闲步道；修建总
长28.7公里山林氧道，直达东方山。接着，
村庄主干道铺上沥青，提高农村饮水安全水
平，梳理电线蜘蛛网……通过国土综合整治，
岳石洪村的生态提档升级，先后获得“全国造
林绿化千佳村”“省级绿色示范乡村”“荆楚最
美乡村”等荣誉称号。

短短几年，岳石洪村变美了，宛如现代版
“桃花源”。

重塑乡村经济价值 20多个文旅项目落地，村民家门口就业

车辆行驶在蜿蜒的“四好农村路”上，仿
佛置身画中，越过岳石洪村门楼，将车停放生
态停车场，便可开启惬意之旅。

木溪民宿咖啡馆原先是一处废弃矿山
办公区，经过设计改造，如今变为时尚民
宿。走进店堂，点一杯咖啡，坐下来听老板
娘刘洁讲述创业故事。2022年，来自黄石
的刘洁看好岳石洪村的环境，投资1000多
万元从事乡村民宿。她说，随着城市生活节
奏加快，人们返璞归真，向往田园慢生活。
目前，木溪民宿咖啡馆20名员工中有一半

是来自外地的年轻人，另一半是岳石洪村
民。让刘洁高兴的是，2023年 11月，她与
其他4名来自外地的创业者一起，获得岳石
洪村“新村民”证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颜值”带来
人流量，岳石洪村成功转型，驶向休闲旅游、
森林康养发展新轨道。

近几年，岳石洪村文旅产业综合体集中
签约开工，来自省内外的20多个文旅项目总
投资3亿元。游客中心、花溪酒店、木溪民宿
咖啡馆、抹翠茶坊、伊甸文化园……岳石洪村

市场主体百花齐放。其中有10多名在外的
能人返乡创业，在家门口挣钱。

岳石洪村民纷纷开办农家乐，端起旅游
饭碗。程宏介绍，全村有50多名村民从事乡
村旅游业，平均年收入3万元。60多岁的黄
小红烧得一手好菜，锅烙粑、炸麻花是绝活，
她在儿子的帮助下，修建一栋两层楼的田园
民宿，每间客房价格140元，主打亲民牌，每
月收入3000元左右。

武汉、鄂州、黄石、黄冈等地游客纷至沓
来，高峰时日接待量达上万人。

挖掘乡村文化价值 文化多元绚丽多彩，古老乡村铸就雄浑气魄

千年古村，生生不息，历史文化赋予其旺
盛生命力。

“矿冶文化、三国文化、移民先祖文化和
红色文化绚丽多彩，造就岳石洪的雄浑气
魄。”余元兵说。

矿冶文化在岳石洪村烙下深深的印记。
相传南宋抗金英雄岳飞曾派出士兵在此地开
采矿石，兴办炉台，铸造兵器。上世纪80年代，
岳石洪村黄土山挖掘出大量宋代矿井、矿道，现
留有唐王古矿遗址和现代矿山遗址各一座。

通过国土整治，施工方巧妙地将几处矿冶
遗址修复利用，打造成矿冶公园。公园内抹翠

茶坊典雅大方，游客欣赏完冶炉的粗犷，再进
入茶坊品一杯茶，刚柔并济，体味不同的人生。

岳石洪村有一个名为“三国湾”的村落，
孙曹刘周陆饶黄七姓村民和睦相处，相传为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国后裔止
戈隐居于此。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看到，三国
湾民居修缮一新，古色古香。

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在东方山留下足迹，
岳石洪村依托东方朔庙打造集研学、游憩、科
普为一体的东方书院。漫步于举人沟景区的
余国柱草堂，翻阅历史文化遗迹，依稀可见清

代著名宰相余国柱勤学苦读的身影。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在编制村庄规划

时，设计团队依托岳石洪村的文化禀赋，对各
处历史遗址进行抢救性保护，挖掘乡村文化
价值。岳石洪村村庄规划作为典型案例，在
全国推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重塑荆楚人
文乡村内涵”。

一件件历史遗迹，承载着浓浓的乡愁，唤
醒人们的记忆；一处处文化景点，凝聚着时代
的内涵，孕育出新的文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乡村
振兴投入机制。乡村全面振兴，其中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产业振兴。乡村发展产业，
必须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而投资的前提就
是村庄要有价值，所谓无价值不投资，不投
资无产业，无产业不振兴，这就是乡村振兴
的价值逻辑。

社会资本投资乡村，首先要发现价
值。乡村的价值在哪里？良好的自然禀赋
——好山好水产好物。好山好水能发展乡
村旅游，这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
现实路径，叠加好物，则是一二三产业融合
的不二选择。没有好山好水好物的乡村怎
么办？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号召下，既然不
能吸引社会投资，那就只能由政府兜底进
行建设，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完善生产生活
功能。试想一下，滑坡体下、污染物旁的村
庄都不宜居，怎么吸引资本投资呢？故建
设是政府责任，投资是资本选择。

社会资本即使看中村庄投资价值，也
不会贸然前往，因为农业投资风险太大，
最基本的条件则是基础设施完善。如何
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到乡村振兴中来，国土
整治项目是个很好的切入口。通过修建
道路、铺设管网、架通电线等改善村庄基
础设施，一方面完善村庄生产生活条件，
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资本投资打下基础。
同时国土整治项目还会充分修复生态，发
掘当地文化资源，让这些以往被埋藏的宝
贵资源都显现出来，使其具备投资价值，
能够进入社会资本法眼。这就是重塑乡
村价值的过程。

发现与重塑乡村价值，是乡村振兴的
前提，也是乡村振兴的宗旨。有价值，乡
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振兴；全面振兴
的最终结果，就是放大乡村价值，使其获
得广大村民的社会认同，同时增进他们的
幸福感、获得感。

岳石洪村鸟瞰。（湖北日报通讯员 黄开志 摄）

记 者 手 记

嘉鱼官桥对南城小镇进行生态修复。（嘉鱼县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供图）

孝南朱湖国土整治体现农耕文化。（湖北日报通讯员 洪亮 摄）

岳石洪村做山水文章增乡土价值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训前 通讯员 叶峻岭 实习生 王永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