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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重庆市彭水苗族土

家族自治县长生镇三合社

区，这里的“立体农业”让人

印象深刻。山坡上种植的大

片毛叶山桐子树已经挂满了

深黄色的果实，树干上种植

着中药材铁皮石斛，山桐子

林下则种植辣椒和中药川射

干。“在这里，一份地有三份

收益。”当地村干部介绍。谁

曾想到，这个焕发着现代农

业活力的小山村，就在几年

前还是传统农村的模样。这

些变化背后的“导演”，是一

名返乡创业的女性“新农

人”，她叫廖秀兰。

长生镇地处彭水县东

部，位于大山深处，镇上劳动

力大多选择外出务工，剩下

的村民多年来以种植玉米、

水稻、土豆等作物为主。当

年的廖秀兰也一心想走出大

山，到城里去打拼。于是她

外出务工，经过多年创业，终

于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成了

乡亲们口中的“能干人”。但

她每次回老家，看着熟悉的山山水水，

就会思考如何让家乡摆脱传统落后的

面貌。走出大山十几年后，她毅然决

定回乡做一名“新农人”。

经过多方考察，2016年，廖秀兰

决定在当地发展毛叶山桐子，作为改

变山村面貌的长效产业。毛叶山桐子

是含油量较高的高大乔木，也是生产

优质食用油和高级护肤皂、保健品的

上佳原料，具有产量高、出油多等特

点，不仅经济价值高，而且还具有极高

的观赏性，彭水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也

十分适合栽种。通过一年的实验种

植，让廖秀兰增强了信心。2017年，

她流转了3000亩土地，采取“公司+

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在当地种植

了2000多亩毛叶山桐子。

毛叶山桐子从种植到挂果要5年

时间，前期投入时间长，这让当地群众

很难接受。思考再三，廖秀兰想出了一

个长短结合、可持续发展的计划。通过

探索“立体农业”发展模式，山坡上种山

桐子，山桐子林下种植辣椒，树干上种

植铁皮石斛，林下的土地除了发展传统

粮食作物，还引导村民种植经济价值更

高的中药川射干。每到春季，川射干种

植基地内盛开的鸢尾花都会吸引不少

游客前来观赏。

在廖秀兰的带动下，当地村集体

还打造了石斛园，发展“庭院经济”，

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廖秀兰探索的

“立体农业”发展模式，不仅解决了短

期的资金问题，而且随着规模化种

植，原来的撂荒地变成了良田好土，

从上到下的空间实现了综合利用，大

幅提高了生产效率。

2021 年，廖秀兰最早种下的

2000多亩的毛叶山桐子实现了初挂

果，产值40万元左右，产业发展取得

了初步成效，也为村民找到了增收

门路；而她种下的600亩川射干也

与四川一家药企签订了购销合同，

每年的产值达到七八十万元。 廖秀

兰通过发展“立体农业”，提高了土

地的产出效益，实实在在增加了当

地群众的收入。

立体农业是为充

分利用空间和资源而

发展起来的一种农业

生产模式，运用了群落

的空间结构原理，相对

于传统模式，立体农业

尽显优势。

首先，立体农业可

以提高植物对水分和光

能的利用率。通过不同

高度和密度的种植，使

作物于水平分布和垂直

深度方面产生差异，以

提高土壤水分的利用率

和光能利用率。其次，

立体农业可以在改善环

境温度和湿度的同时改

良土壤。这是依据农作

物对日照和积温的不同

要求，将喜光、温与耐阴、

冷等各类物种进行合理

配置，从而达到降低植

物群体内的温度，提高

群体内湿度的效果。立

体农业能够使土壤保持

疏松状态，减少了肥料

的淋溶和水土流失，微

生物也获得了良好的生

存环境，使土壤有机质

加快了分解和腐殖质

化，提高了土壤肥力。

最后，立体农业可以改

善生物群体的通风条

件，提高物质的循环和

利用率。立体农业实行

高矮作物的间种套作之

后，田间空气流动变大，

使通风条件得到改善，

而且利用生态系统中生

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

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建立起多层次、多物种

共处的立体生态农业系

统，可以提高物质的转

化率和利用率。

立体农业就在我们

身边。比如在幼龄果园

中套种花生、大豆等豆

科作物，不仅可以增加

产量、增加收益，还有利

于提高果园肥力，促进

果树生长。但需要注意

的是，立体农业的发展

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和技

术支持，同时还需要因

地制宜，针对各地的实

际情况进行具体的立体

设计，如平原地区立体

农业模式、山地丘陵区

的立体农业模式等。

上半年，在田里种

上水稻，投放蛙苗，既能

生态养蛙，又能为稻田

除草除虫、疏土增肥；下

半年，轮种芥菜、萝卜及

莴笋等蔬菜，既能增加

收益，又能还肥于田、

改善土壤结构……近

年来，福建省漳州市平

和县积极探索实施“一

地多用，一地多收”的

“稻-蛙-菜”立体循环

农业发展模式，通过党

建引领、政府主导、龙

头带动，不断拓展群众

收入渠道，有效推动农

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助力乡村振兴。

平和县聚焦“党

建+”主线，充分发挥本

地生态资源环境优势，

采取“党支部+合作

社+村民”模式，加强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完善利益机制，推动生

态立体农业规范发展，

在2021年打造120亩

稻田蛙立体循环农业

示范区的基础上，2022

年持续打造 300 多亩

稻田蛙立体循环农业

示范区，带动当地560

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

业，预计年产值可达

2200多万元。

同时，平和县紧盯

市场需求变化，充分发

挥芦溪水稻、芥菜历史

种植优势，采用水旱轮

作、蛙稻共生、绿色养

殖等方式，积极探索实

施“稻-蛙-菜”种养模

式，改变蜜柚种植单一

产业发展模式，实现绿

色循环发展；通过积极

争取“芦溪咸菜”“芦溪

稻田蛙”“芦溪蛙田米”

等品牌农副产品的SC

生产许可认证，在“优

品种、提品质、护品牌、

拓市场、深加工、促融

合”上下功夫，切实做

到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品牌强农。如今，

在党支部和党员的示

范带动下，芦溪镇各

村村民陆续加入到

“稻田蛙”种养队伍，

蕉路村村民叶建青就

是其中之一，他把自

家 15 亩水田地改成

“稻田蛙”种养地，虽

然水稻的亩产下降

了，但由于不施化肥

农药，“稻蛙米”质量却

提了上去，更受消费者

喜爱，价格也随之上

涨，而且还增加了“稻

田蛙”的收入，每亩地

一年能增收1万多元。

相关部门对实施

“稻田蛙生态立体循

环农业”特色项目的

农户进行一次性1500

元/亩的财政补助，确

保“实施一片、补助一

片、见效一片”，实现

稳产增收、绿色发展，

不断提高农户种养积

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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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平原
鱼塘-台田模式

这一模式是针对

黄淮海平原的具体情

况摸索出来的低湿地

治理模式。低湿地的

地下水位较高，挖沟较

为困难，故而可以变挖

沟为挖鱼塘，发展渔

业。同时，外挖出来的

土可以堆积到田地里

来抬高地势，对于发展

农林果鱼牧业都是极

为有利的。目前已开

发出鱼-果-粮、鱼-

果-棉、鱼-果菜级鱼-

果-草等多种立体种养

模式。

珠江三角洲
基塘农业

该 模 式 是 水 体

立 体 农 业 综 合 利 用

的 典 型 代 表 。 低 洼

之处，水分较充足，

可挖作鱼塘，再将泥

土堆砌在鱼塘四周，

形 成 塘 基 。 这 一 模

式，可以减轻水患，

池 塘 可 以 养 鱼 ，塘

基可以种桑、甘蔗、

果树及花卉等，形成

了 一 种 水 陆 互 养 的

生态系统。

江西省泰和县
千烟洲模式

千烟洲的地形变

化较大，在丘陵地区耕

种易发生水土流失，故

而适宜发展林业、人工

草地等；缓坡和平坦的

谷地，土层深厚，不易

发生水土流失，故而适

宜发展耕种业；地势低

洼的地方则容易积水，

出现洪涝的状况，较为

适宜养鱼。

并且千烟洲的气

候湿润，降水较多，针

对它的地形和气候条

件，可从上至下形成用

材林-经济林或竹-果

园或人工草地-农田鱼

塘的布局。

目前我国的立体农业模式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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