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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生态宜居评价及其 

对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的启发 

——以川西林盘四川都江堰精华灌区为例 

李松睿 曹迎
1
 

【摘 要】：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乡村生态宜居问题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四川都江堰精华灌区 103 个林

盘为样本,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了川西林盘生态宜居性的评价体系和模型,通过构建由生态价值、美学价值、

社会价值和居住条件 4个维度、16个指标因子组成的判断矩阵,计算了各指标的权重并排序。分析结果表明,“乡村

振兴”视角下,在农村生态宜居性评价要素中,生态价值(0.3945)>居住条件(0.3671)>美学价值(0.1354)>社会价值

(0.1029)。具体而言,植物多样性、森林覆盖率、生活垃圾处理、景观破碎化程度在川西林盘生态宜居评价中占据

首要地位。在此基础上,文中提出从新型乡村功能拓展、乡村多元功能协同和乡村生态经济体系建设三个方面促进

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生活垃圾和生活燃料污染治理、防止水体质量恶化、保持景观的自然性以及

林盘民居的乡土特色、发展庭园经济、推进林盘旅游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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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纳入国家战略设计,部署了一系列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

务,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建设生态宜居乡村在新时代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面对如何在乡村经济发展基础上建设和谐宜居美丽

乡村、强化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实现农业绿色发展、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科学构建生态宜居视角下的乡

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厘清生态、人文、社会和民生等不同维度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是现阶段乡村生态环境治

理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因此,“乡村振兴”视角下的生态宜居评价对农村经济转型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我们的研究以四川

都江堰精华灌区 103个林盘为样本,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川西林盘生态宜居性的评价体系和模型,并通过构建由生态价值、

美学价值、社会价值和居住条件 4 个维度、16 个指标因子组成的判断矩阵,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并排序,以期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生

态约束下的农村经济转型发挥指导性作用。 

一、相关研究文献梳理 

生态宜居是对区域适宜居住程度的综合评价,是具有良好的居住和空间环境、人文社环境、生态与自然环境和清洁高效的生

产环境的人居环境。根据吴良镛对人居环境的定义,人居环境是人类生活生产活动对自然地理环境进行改造后的空间形态,伴随

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化而不断变化。[1]20世纪 90年代中期之后,对人居环境的研究逐渐兴起。[2]国内相关研究主要在吴良

镛确定的人居环境研究框架基础上,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方法,探讨乡村人居自然地理环境变化、人居环境建设及人居环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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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研究单元跨越村落、[6]省域[7]和国家[8]等不同层面。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多元价值也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取得了一系

列的研究成果。[9,10,11]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聚落模式、[12][13]生态学研究、[14][15]管理机制、[16]景观学。[17][18]其中,对乡村人居环境和生

态宜居性的评价研究多聚焦在关于地理空间维度、生态敏感程度和村落人文景观的探讨。 

乡村生态宜居性过去主要受农业生产活动影响,但是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服务经济、社会文化和区域生态

特征赋予了乡村人居环境新的内涵。[19]川西林盘是平原上特有的乡村聚居类型,其历时悠久的生产生活模式,与成都平原传统农

耕条件、农耕方式和居住生活相互协调,扮演着维护成都平原生态环境的重要角色,在文化领域具有深远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意

义。目前有关对川西林盘的研究较多停留在林盘保护与发展、建筑物分析、乡土民俗文化、林盘旅游等调查分析和定性研究方

面,在人居环境评价方面开展的较少,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林盘景观质量评价方面,[20,21,22,23,24,25,26]以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美学价

值和文化价值构建评价准则,缺乏将林盘现有聚居条件纳入综合性的生态宜居评价及林盘的保护和更新中。因此,我们旨在建立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川西林盘生态宜居评价体系,为乡村人居环境优化、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对策的设计与落实提供理论基础。 

二、生态宜居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为了较为全面、准确地摸清四川省乡村生态宜居情况,在综合分析学术界关于区域尤其是农村生态宜居评价体系的研究基础

上,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以川西林盘四川都江堰精华灌区为例,结合实地考察情况构建了“乡村振兴”视角下的生态宜居评价指

标体系。 

1.乡村生态宜居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 

构建乡村生态宜居评价体系是将乡村地区人居环境内涵和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目标深度结合,进一步分解为可度量、可评价且

物质与非物质要素有机结合、相互关联的指标集合。建筑学视角下,它是农户住宅建筑与居住环境有机结合的地表空间总称,更

关注古村落、传统城镇、山地流域的宜居水平;地理学视角下,乡村生态宜居性是在乡村地域空间背景下,人类活动与自然空间协

调程度的广义概念。[27]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的评价体系应遵循三方面原则。首先是目标导向,从研究问题的目的出发选取指标;其次是层次性,乡村

振兴发展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因此,在构建指标体系时需要分层次设计,指标的选取尽可能地反映研究对

象的各个方面;第三是可操作性,保证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 

2.数据来源 

基于上述研究目的,我们课题组于 2017年 3月至 10月走访、考察了都江堰市下辖天马、聚源、柳街、胥家、崇义、石羊、

安龙共 7 个镇的 103 个林盘(参见林盘现状保护与开发课题研究—基础资料汇编之一,四川农业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依据

水系、林木、大田、文化及特色、基础的公共服务、设施和产业等考察指标,分别对每个具体林盘景观以数据、文字、照片影像

等方式进行了详实的特征记录。 

3.分析模型的选取——层次结构模型 

我们以改善提升村落的生态宜居水平为研究目标,运用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对调研数据进行

具体分析。该方法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系统化、层次化的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造成对比较矩阵、计算权

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计算组合权向量及检验等步骤,对复杂问题进行系统的归因研究。董国仓[28]等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针对

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生态脆弱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及满意度评价的相对完整的指标体系,刘存东[29]等运用模糊层次分析对长寿湖

地区进行了生态系统健康指数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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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际研究基础,我们首先选定川西林盘的生态宜居的评价准则层及指标层,建立了由“生态价值”、

“美学价值”、“社会价值”和“居住条件”构成的准则层。“生态价值”在生态宜居中扮演着维护川西平原生态平衡的重要

角色,多年生的高大乔木、竹林、灌丛、农田等共同构成一个多样化的林地群落结构,能够降温增湿、涵养水源、保水固土、净

化空气。水网体系-人工湿地则与林地互为镶嵌,从而有效调节河水径流,维持地下水的水量平衡。“美学价值”体现在典型的川

西民居具有朴实的外观造型,其建筑与庭院内外的田、林、水融为一体,和谐共生,相互依存;丰富的民风民俗等物质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共同构成川西林盘独特的“美学价值”,向外界展示着传统的蜀文化的精髓,也是人们孕育“乡愁”的精神家园,是川西

平原传统农耕文化的杰出代表。在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林盘的景观价值不仅体现在其生态及美学价值,其社会功能在于

为村民基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物质需求。其反映了各类农作物的综合生产现状和经济效益,从中体现了乡村居民的农业收入状

况。同时,积极发展庭院经济,开发乡村旅游项目,观光度假、农耕文化体验、乡风民俗展示,能够完善林盘的产业结构,带来新的

经济收益,充分体现出川西林盘的社会功能。良好的村户环境卫生、清洁的空气和水质、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便利的公共服务,是

聚居条件的硬件要求,是提高人们幸福指数的重要保障。聚居环境与生态价值、美学价值互相支撑,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在确定了生态宜居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我们根据准则层引入 16个指标,目标层、准则层及指标层共同构成评价的三层次结构

模型,按照最高层(目标层)-中间层(准则层)-最底层(指标层)的次序进行排列,各指标之间相互联系,全面反映乡村景观生态价

值、美学价值、社会价值及居住条件。如图 1所示,每层各组成部分称为元素,如果上下层中元素之间有关联,就将这种联系通过

连线表示。 

 

图 1生态宜居性层次结构图 

4.构造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是 AHP决策分析中一个关键步骤,首先针对最上层元素 A,评定该层次中各元素 Bi 和 Bj相对 A的重要程度,两两比

较,进行排序打分,打分值一般取 1,3,5,7,9等 5个等级标度,其取值意义为:1表示 Bi和 Bj同等重要;3表示 Bi较 Bj重要一点;5

表示 Bi较 Bj重要得多;7表示 Bi较 Bj更重要;9表示 Bi较 Bj极端重要。因为判断矩阵是一个正交阵,在构造时,只需写出上三

角(或下三角)部分即可,对角线位置上的元素为 1,其两侧对称位置上的元素互为倒数。为了保证判断矩阵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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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邀请了相关领域的 10位专家对指标重要性进行评价,在评价过程中进行独立的判断,并且构建判断矩阵。 

5.权重及一致性检验的计算 

根据判断矩阵的物理意义,其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包含了判断矩阵信息量最大的特征,度量的方式就是求出特征值,设判

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为λmax,相应的特征向量为 W,则 AW=λmaxW,n为判断矩阵的阶数。一般采用近似算法求解特征向量与特征值,

我们采用方根法求解λmax和 w的步骤为: 

一是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 

 

二是计算 Mi的 n次方根。 

 

将向量 归一化: 

 

则 W=[W1,W2,…,Wn]
T即为所求的特征向量 

三是计算最大特征根。 

 

(AW)i表示向量 AW的第 i个分量。 

四是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AHP 法是人们的主观判断加以定量化的处理结果,因此,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的情况一般是不可能的,允许存在一定的误

差范围。为了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需要计算它的一致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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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CI=0时,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反之,CI愈大,就表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就越差。为了检验判断矩阵是否具有令人满意

的一致性,需要将 CI 与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30]进行比较,一般而言,对于 n>2 阶以上的判断矩阵,其一致性指标 CI 与同阶的平

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之比,称为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例,记为 CR。当 时,就认为判断矩阵具有令人满

意的一致性;否则,当 CR≥0.1 时,就需要调整判断矩阵,直到合理为止。 

三、生态宜居性测算 

在构造判断矩阵时,我们课题组收集了 10位专家对准则层及指标层的各个因素之间重要程度的判断评分结果,取各个专家的

判断值的平均数,分别构造了判断矩阵 A-B、B-C,进行层次单排序和层次总排序。借助 Excel 软件,利用方根法,计算权重值并进

行一致性检验,所有判断矩阵均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说明分析中的判断矩阵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评价体系在较大程度上能反应客

观事实。 

1.结果分析 

(1)准则层分析。从准则层的排序结果来看,对于生态宜居性的贡献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生态价值(0.3954)、居住条件

(0.3671)、美学价值(0.1354)和社会价值(0.1029)。这主要是都江堰地区的资源禀赋积累和乡村建设思路两方面因素带来的。

首先,林盘的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较高,一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更重要的是提供了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包括调节气候、释放氧气、固定二氧化碳、涵养水源、调蓄洪水、防风固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物质产品价值和生态服务

价值构成了该地区在生态资源禀赋方面的优势。作为成都“西控”区域的核心示范区,都江堰因此一直承担着成都平原主要水源

涵养地和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功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天然的资源禀赋越高,该地区越容易形成“路径锁定”效应,即过渡依

赖资源禀赋,导致发展方式固化,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其次是都江堰在乡村功能转型发展过程中,积极调整创新模式,

以现代化农业展示格局为基础,以当地非遗文化为衬托,以特色川西林盘为载体,以精华灌区自流灌溉系统沙盘展示系统为理念,

大力推进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创新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旅游高地。选择“文创+旅游”领域作为产业发展方向,提高服

务产业尤其是基于当地文化的乡村旅游业在三产中的占比,降低其它产业对生态宜居的负面影响,在文旅农商产业、生态修复、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计划投资 18亿元,其中都江堰精华灌区天府源田园综合体项目总投资 21亿元,预计 2020年建成。 

(2)指标层分析。指标层总排序的结果是:植物多样性(0.1413)>林木覆盖率(0.1183)>生活垃圾处理(0.0987)>景观的破碎化

程度(0.0914)>生活燃料污染(0.0867)>水体质量(0.0831)>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0.0793)>水网体系-人工湿地(0.0667)>庭园

经济(0.0387)>景观的自然性(0.0358)>民居乡土特色(0.0329)>林盘旅游(0.0327)>经济生产力(0.0302)>内部路径(0.0227)>建

筑布局合理(0.0214)>外部交通(0.0199)。从指标层排序结果得出,植物多样性、林木覆盖率、景观破碎化程度在川西林盘生态

环境维护中占据首要地位。在此基础上,包含文化与美学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景观的自然性以及林盘民居的乡土特色是林

盘景观世世代代弘扬和发展下去的前提。在宜居的基础上,发展庭园经济,促进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提高经济生产力,推进林

盘旅游产业,既对生态环境健康作出了贡献,又使农民收入得到提升,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是林盘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保

持林盘的乡土特色,避免过度现代化,就是保住了川西林盘的“根”与“魂”。 

(3)川西林盘生态宜居评价模型。根据计算结果,可建立川西林盘生态宜居评价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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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式(6)或公式(7)带入相应的指标计算,可得出林盘的生态宜居性得分。 

为了推进绿色生态发展,构建具有优势的产业生态圈,都江堰市出台了《关于贯彻落实“西控”战略加快建设国际生态旅游

名城的实施意见》,并构建了“双心两区”全域空间发展格局。“双心”是指都江堰主城和滨江新区,“两区”是指大青城沿山

旅游发展区和田园生态发展区。其中,344平方公里田园生态发展区,依托都江堰精华灌区,保护川西平原生态本底,推进国家农业

综合开发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和乡村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重点以聚源镇为主发展通用航空产业,以胥家镇、天马镇、崇义镇为

主发展都市现代农业,以石羊镇、柳街镇、安龙镇为主发展田园文化产业。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功能定位使精华灌区林盘具有

丰富的典型性和特色。 

为了尽可能对该地区林盘的各个类型进行全面分析,我们根据专家建议,结合实地调研情况,选取了方家坎、黄家大院、朱家

院子、胡家湾、王家院子、徐家院子、卢家院子、岳家院子、易家院子这 9个典型林盘展开具体量化评价,范围覆盖柳街镇、石

羊镇、安龙镇、聚源镇等多个社区。人居方面,这 9 个林盘的住户分布从 40余人到近 330人不等。基础设施方面,9 个林盘的交

通基础设施都基本完善,但是朱家院子、徐家院子和岳家院子的卫生基本条件较差。自然和人文资源方面,方家坎农耕文化氛围

浓厚,建有生态停车场;黄家大院所在的七里坝是省级非遗“柳街薅秧歌”的发源地,是成都市农村区域环境综合治理的试点和

典型点位;朱家院子依托黑石河自然环境形成优美的居住环境,以 2000 亩水杉林为特色构建了农家乐产业;胡家湾川派盆景业发

达。其它林盘分别具有不同水平的生态底蕴、建筑风格,少数具有自己的村内企业(岳家院子)。上述要素为评价的综合性和层次

性提供了依据。 

我们利用专家打分结果与发放的问卷调查结果取平均值,代入公式(7)中,得到都江堰精华灌区 9 个典型林盘(柳街镇红雄社

区方家坎林盘、柳街镇金龙区黄家大院、石羊镇马祖社区朱家院子、安龙镇泊江社区胡家湾林盘、柳街镇水月村王家院子、天

马镇二郎社区徐家院子、聚源镇三坝村卢家院子、天马镇二郎社区岳家院子、胥家镇桂花社区易家院子)的生态宜居性评分结果。 

生态宜居性评分最高的前 4个林盘,即柳街镇金龙区黄家大院、石羊镇马祖社区朱家院子、柳街镇红雄社区方家坎林盘、安

龙镇泊江社区胡家湾林盘均被列入成都市首批修复名单中,黄家大院林盘不仅具有典型川西林盘特点,院落内水系丰富,沙沟河

老河道、友谊五斗渠穿林盘而过,而且,黄家大院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席草编艺是传承上百年的传统手工艺,其所在的七

里坝是省级非遗“柳街薅秧歌”的发源地,并且保留着独有川西风味的特色产业,例如羊头豆豉、柴火饭、石墨豆花、席草编制

品。院落水电气网全具备,并有齐全的村民建设活动设备,建有西林书院,占地 30余亩,作为国学教育场所。朱家院子的主要特色

是有 2000亩的水杉林,还有代表石羊镇特色主流宗教文化的马祖寺,林盘还具有园林编艺、手工豆腐干和川穹种植的差异化独有

特色,水渠灌溉水来源于黑石河,用于大田的灌溉,同时丰富了林盘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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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方面,在朱家院子结合 2000 亩水杉林营造了一处盛夏时节避暑乘凉的农家乐,经营较好。文化遗存现状方面,马祖文化

为石羊镇主流文化,马祖寺的建设保存情况却不是很完好,破旧失修;方家坎林盘的农家乐“堰香阁”、“猪圈咖啡”以及每年 11

月举行的“烤全羊节”都独具乡村特色,农耕文化氛围浓厚,其中方桌、猪槽、石磨、瓦片等各种农居用品,经打造形成农家乐中

可观可赏的特色景观;胡家湾林盘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非常齐全,水、电、气、网所有住户全通,设有体育健身设施,

由于地处公园内部,因此在路旁设有亭廊、观景台、景观导览处以及志愿者服务站,其特色及文化代表为川派盆景,历史悠久;生

态宜居评分较低的聚源镇三坝村卢家院子在林盘空间形态保存方面,宅、水、林元素保留不太完整,而田基本上没有,加之,林木

多为矮小的祯楠,小部分竹林,水系为毛渠,每年 5、6 月有水,平时处于干涸状态,四周垃圾堆积,水质较差;岳家院子的林盘面积

较小,紧邻沙西线,林盘空间形态与原有肌理破坏较为严重,林盘内水系为灌溉沟渠,水量较小,农田面积较小,岳家院子内主要道

路由水泥铺设,宅间小路多为泥土夯实,环卫设施缺乏,有待进一步改善。 

2.具体林盘分析 

都江堰市现有一定规模以上的川西林盘有 580多个,呈“一轴五片三组团”分布。“一轴”就是紧邻彭青路周边区域密集形

成的林盘聚居点及林盘群,呈随道路的带状分布特征。“五片”就是东部两片(主要是东部田园平坝区)、中部一片(成灌高速与

金马河干流之间区域)、南部两片(青城山风景名胜区及其周边区域)。“三组团”就是沿成青旅游快速通道集聚的三个相对分散

的林盘聚居点。这些在地理空间上分散分布的林盘形成了五种类型:农耕型林盘(如天马镇万亩绿海农趣园)、农家旅游型林盘(如

柳街镇青城湾湿地庄园)、特殊产业型林盘(如崇义镇高科技农业产业园)、生态型林盘(如翠月湖湿地风光)和新型聚居点林盘(如

柳街镇鹤鸣村安置点)。 

依托川西林盘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以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为契机,都江堰市将优化完善流转平台,通过出租、转让、

入股等方式,着力吸引企业总部基地、商务会议、企业高峰论坛、创意基地、文物展示、文化交流、社团活动、养生美食、度假

民宿、手工体验、耕读骑行等产业向川西林盘院落聚集发展,鼓励有实力、有理念、有情怀的社会企业和个人参与林盘院落改造

提升。 

胥家镇“天府原乡”、聚源镇“灌区映像”两个项目中,“天府原乡”项目突出“展示中心+林盘+产业”的功能定位,构建

高端粮菜产业生态圈,打造粮菜产业示范区;“灌区映像”项目突出“展示中心+林盘+田园”的功能定位,以“文创+旅游”为产

业发展方向,建成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田园城镇典范区。天府源田园综合体项目将按照“坚持以农为本、共同发展、市场主导、

循序渐进”的原则,在胥家镇和天马镇的 13 个村(社),围绕“四园、三区、一中心”(“四园”即红心猕猴桃出口示范园、优质

粮油(渔)综合种养示范园、绿色蔬菜示范园、多彩玫瑰双创示范园,“三区”即灌区农耕文化体验区、农产品加工物流区、川西

林盘康养区,“一中心”即综合服务中心)功能布局,将田园综合体建设成美丽乡村展示区、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农村改革

先行区和绿色农业典范区。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我们从生态宜居视角出发,选择生态价值、居住条件、美学价值、社会价值四个准则,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川西林盘的人

居环境的指标体系,对川西林盘人居环境指标进行了排序,筛选出需重点保护或建设的指标并建立了川西林盘人居环境评价模

型。我们详细分析了指标层的 16个要素对目标层的权重,权重大于 0.1的要素有植物多样性和林木覆盖率;权重介于 0.05和 0.1

之间的有景观破碎化程度、水网体系-人工湿地、文化遗产、水体质量、生活燃料污染、生活垃圾处理;权重低于 0.05的有民居

乡土特色、景观自然性、建筑布局、经济生产力、庭园经济、林盘旅游、外部交通和内部路径。这些要素分别对生态宜居产生

影响,要素之间又相互关联(如图 2所示)。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基本属性仍然是该地区乡村发展的核心基础,权重大于 0.1的要素

构成了“基础资源层”,该层对生态宜居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也是居民生活条件等其它要素产生影响的来源之一,自然属性大于

社会属性,不可再生性强。权重介于 0.05 和 0.1 之间的要素主要涉及基于生态功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面向生态文化的居民生活

条件,共同构成了“社会运作层”,其特征是社会属性大于自然属性,主要通过人为建设形成,与乡村建设和转型发展思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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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小于 0.05的要素虽然对生态宜居的影响最弱,但是要素构成在三个层次中最为复杂,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受前两层的影响,

主要反映了该地区的经济现状和客观表现,构成了“发展表现层”,诠释了乡村发展振兴的多元性,既强调对生态宜居性的追求,

同时也包含对经济产业和生活基础设施的要求。 

 

图 2面向生态宜居功能定位的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层次理论模型 

生态安全、居住便利、传统特色、生态经营是川西林盘生态宜居的四个条件,对林盘人居环境进行定性与定量评价有助于认

识林盘的生态价值与文化内涵,能为今后林盘的保护与开发提供方向。 

植物多样性、林木覆盖率、景观破碎化程度在川西林盘生态环境维护占据首要地位。为了保护林盘的生态环境,要加强生活

垃圾无害处理、生活燃料污染治理,防止水体质量恶化。在此基础上,保持景观的自然性以及林盘民居的乡土特色,是林盘景观传

承的前提条件。此外,发展庭园经济,推进林盘旅游产业,是林盘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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