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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平谷区北京市平谷区：：

林下林下““掘金掘金”，”，既美生态也富口袋既美生态也富口袋
产业振兴是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重中之重，发展林下经
济是产业振兴中不可或缺的环
节。作为北京市农业科技创新
高地的平谷区，因具备丰富的
林下土地资源和林荫优势，一
直被业界誉为“农业中关村”。

数据显示，2023 年平谷区
发展林下经济 2 万多亩，带动
千余人就业，实现产值逾千万
元。2024 年，平谷区政府提出
加大支持力度，通过有效资源
配置和技术创新推动林下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

5 月初，中国城市报记者走
访平谷区，了解在政府引领下，
当地各大集体林场、企业都采用
了哪些林下经济模式？平谷区
还通过怎样的具体部署、举措，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深耕农业、文旅两大块

“土地增绿、林业增效、产
业融合”是平谷区发展林下经
济的主要思路，并在这两年逐
步形成科学、稳定、有效的发展
模式。平谷区副区长李子腾介
绍，平谷区作为北京生态涵养
区之一、京郊的农业大区，自探
索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来，采取

“政府+企业+高校”的方式，从
林花、林果、林药、林禽等领域
着力发展林下经济。

目前，平谷区林下经济模
式多种多样，如结合药材的林药
模式、结合菌类的林菌模式及结
合养殖的林禽模式。依靠林下
空间，当地企业加快种植、养殖
等产业的发展速度，打造具有地
方特色并广受市场欢迎的产品。

牡丹、芍药种植是平谷区
林下经济的典型代表。当地政
府及企业长期实践发现，林下
种植牡丹、芍药可实现“乔灌
草”三位一体。优势方面，一来
可利用林地空余，提高土地利
用率；二来可有效增加土地产
出效益。

平谷区牡丹和芍药种植龙
头企业、北京嘉沐林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彦芳告
诉中国城市报记者，近几年，该
公司累计投资 1882.63 万元，先
后在大兴庄镇、峪口镇、南独乐
河镇 3 个乡镇 10 个村种下观赏
牡丹、油用牡丹、芍药 1810.22
亩，种苗约 40.78 万棵，成品苗
约 285 万棵。

“未来 5 年，我们计划在平
谷区 3 个乡镇 10 个村实现村域
国有园林林下经济 100% 全覆
盖，以此带动当地三镇农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劳动就业
岗位，提高农民收入和村集体
收入，以此丰富首都农文旅市
场，为京郊农业、文化和旅游业
发展贡献力量。”王彦芳说。

算好经济、生态两本账

在推动林下经济发展过程
中，平谷区政府算好两笔账：一
是经济账。在各类项目中提供
资金补贴、技术指导等政策支
持，帮助农民和企业解决种植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对
接市场，拓宽销售渠道，推动农
民经济收益逐年提升。

二是生态账。为了确保林
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平谷区有
关部门上下统筹、齐心协力，通

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布局，
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
恢复，主要采取植树造林、
水土保持等措施，促进生态
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加强对
企业林下经济活动的监督
和管理，确保其发展符合生
态环保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
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平谷
区也遇到一些挑战，如市场
需求变化快、人才短缺等。
面对这些挑战，该区采取了
针对性更强的应对措施。

“首先，我们解放思想观念，
加强市场调研和分析，及时
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调整产
业结构，开发适销对路的产
品。其次，我们加大人才培
养和引进力度，通过与高校
等单位合作，培养一批懂技
术、善经营的人才队伍。最
后，我们积极推广先进的技
术和设备，提升林下经济产
品 的 附 加 值 和 市 场 竞 争
力。”平谷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
赵雪松说。

拓宽理念、战略两条路

解决现有问题的同时，平
谷区也在着手对未来林下经济
产业发展进行全方位部署。迈
出的第一步就是要培养更多与
林下经济相关的支柱企业。对
此，赵雪松表示，平谷区将继续
完善林下经济产业链，加强品
牌建设和市场推广，提升产品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加
强与科研机构的互动交流，引
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推动林下

经济产业的技术创新和转型升
级。“这些做法的目的都是为了
让平谷区的林下经济在全国乃
至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竞争
力和影响力。”赵雪松说。

构思与部署在数据上也有
体现。平谷区政府 2024 年平
原 造 林 林 下 经 济 计 划 新 增
4399 亩，解决就业 400 人，预
计投入资金 1200 万元，预计总
收入 1800 万元。

“从战略发展角度看，我们
要继续种植更多具有市场潜力
的中药材和经济作物，以期实现
农民增收、林业增效、生态改善
的多赢局面。”赵雪松表示，“以

王辛庄林场为例，我们计划种植
白术、紫菀和板蓝根等中药材，
预计种植面积达到 125 亩。这
些中药材不仅市场需求大，而且
每亩地预计收入也相当可观，总
计或能达到 100.8 万元。同时，
这些种植项目还将带动 125 名
农民就业，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
新活力。在峪口镇林场，我们将
种植野菊花、丹参、远志、西洋参
等多种中药材，以及赤松茸、黑
木耳等食用菌。预计种植面积
达到500亩，总投入资金500万
元。这些项目不仅可以丰富我
们的产品种类，还能为农民打通
更多的增收渠道。”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近年来，随着重庆市江北
区鱼嘴镇经济飞速发展和城市
功能日趋完善，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定居鱼嘴镇，在这片土地
上谋发展。据了解，目前工作
生活在鱼嘴镇的产业工人有 5
万余人。针对这一情况，鱼嘴
镇在完善城市功能的过程中，
着眼产业工人吃、住、行、教、乐
等需求，打好靶向服务“组合
拳”，用心用力打造小商圈、小
中心、小街区，构建 15 分钟生
活配套服务圈，让产业工人真
切享受到城市发展红利。

“听说和悦社区新开设了
‘融宿下·夜校’，什么时候去
看 看 ？”前 不 久 ，夜 校 成 了 工
人微信群里的热门话题。在

“融宿下·夜校”里，不仅有各
类图书，还有健身房、咖啡厅
等 生 活 空 间 。 同 时 ，这 里 还
给年轻人提供了线下音乐鉴
赏 、亲 子 活 动 、萌 宠 陪 伴 等

“新玩法”。
长安汽车两江工厂工人彭

海泉说：“以前年轻人不愿意来
鱼嘴上班，觉得地偏、机会少。
随着城镇社区发展壮大，如今
这里不仅能提供好的工作岗
位，还有丰富的生活、娱乐设

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前来居住、发展。”

自纳入重庆两江新区开发
建设以来，鱼嘴镇 90% 以上的
土地被征收，3 万余居民从院落
搬到楼房。随着生活环境的变
化，物业矛盾纠纷、垃圾乱扔、
违章搭建等各类问题频发。对
此，鱼嘴镇积极探索党建统领
居民自治新路径，完善共建共
治共享治理格局。

在破解治理难题过程中，
首要的便是将党组织“触角”
延伸到各个角落。鱼嘴镇通
过改选业委会、成立居民自治
小组等方式，实现了党建引领

化解物业矛盾进小区全覆盖。
自治组织定期收集居民意见，
根据类别和权责范围进行梳
理，小事杂事通过居民议事会
解决，疑事难事由物业联席会
解决，大事要事由党建联席会
解决；社区党组织汇编意见清
单，居中协调物业、镇机关、辖
区单位等资源解决问题。

今年，鱼嘴镇还创造性升
级“红色邻里汇”党建品牌，生
成性培育“鱼巧匠”“鱼城匠心”

“鱼嘴精神”等分支脉络，同时
积极建设贴合鱼嘴实际的“新
江北·幸福里”现代化社区，持
续增强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和组织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第二

批“新江北·幸福里”现代化社
区试点（区级）之一，鱼嘴镇和
韵社区坚持党建统领，围绕“跑
一次、抓两点、‘和’三拍、‘韵’
四季”的“1234”工作思路，统
筹用好辖区向日葵亲子小屋、
社区养老服务站、社区文化站
等共享资源，聚焦智治、颐养、
教 育 等 特 色 场 景 开 展 探 索 ，
因 地 制 宜 构 建 服 务 现 代 化、
活动现代化、人员现代化的“红
色睦邻·乐享和韵”现代化社
区，率先打造基层治理的“鱼嘴
样板”。

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
以服务聚人气以服务聚人气        以治理促和谐以治理促和谐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文 全亚军图

▲北京嘉沐林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在位

于平谷区的牡丹种植区田

间对花卉进行护养管理。

▶近日，北京市平谷

区牡丹花成片盛开，引来

市民、游客拍照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