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探索生态与经济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 

——以井冈山市大陇镇案山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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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渝水区林业局，江西 渝水 338000； 

2.南昌市林业勘察设计队，江西 南昌 330009） 

【摘 要】：如何实现生态与经济的价值转换，江西省作为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正积极推进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改革，努力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现生态资源→生态产品→生态产业→经济价值→民生福祉的良性

循环，全省各地都因地制宜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井冈山市大陇镇案山村依托井冈山红色旅游资源，着力发展生态旅

游产业，探索出一条生态资源有效转化为经济价值和民生福祉的绿色发展模式，极大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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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就是将生态产品所蕴含的内在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过程。建立政府主

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江西省加快推进“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转化，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目前，全省各地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模式主要有 5 类：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生态修复及价值提升、生态产业化经营、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其中

以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最为普遍，该模式主要是依托政府投资平台，整合县域内土地、森林、水、矿产等各类自然资源，

形成优质资源资产包，实现经营权抵押、产权交易与规模化经营，促进了生态产品价值向经济发展优势的转化；或者通过实施

重点生态功能区域“森林赎买”，由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对分散的森林资源进行赎买，集中进行融资贷款、专业运营和开发交易，

打通“两资”转化路径。而井冈山市大陇镇案山村因地制宜，采取生态产业化经营模式，该模式是将生态产品与各地独特的自

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等相结合，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生态产业，将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为可以直接市场交易的商品价

值，通过游客“进入”消费、商品“对外”销售等方式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自 2016年开始，该村围绕“山

水林田湖”系统提升生态环境，采用公司+村集体经济+贫困户的“1+8+48”产业互助模式，共同创建红墟坊乡村旅游公司，打

造了以案山自然村为基础的陇上行度假村，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1 基本情况 

案山村位于井冈山市大陇镇西北部，现有人口 51户 196人，是井冈山一个普通的贫困村庄。2016年以来，大陇镇以“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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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生态、养生”为理念，充分挖掘红色内涵，在案山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山水田园度假村。如今，这个小村庄

已经成为了人们乡村旅游的最佳选择之一，得到了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纷纷点赞，被誉为“大山里的苏莲托”，刘奇书记、

胡世忠书记等省市领导先后予以了高度评价，在全省、全市大力推广案山模式。 

2 主要做法 

2.1注重生态理念提升 

案山美丽乡村精品示范点规划以“民俗、宜居、生态、养生”为理念，充分挖掘红色内涵，在案山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

为一体的山水田园度假村。该项目总投资 5000万元，规划面积 100hm
2
，由四季水果和水产品种养示范区、精品民宿度假区、乡

村民俗旅游体验区三大功能区组成。 

案山村主要是针对“山水林田湖”五个方面来进行生态提升。山：种植 20余种四季水果 21.33hm2，白茶 33.33hm2。水：围

筑小型水坝 4座，开挖鱼塘 4口，保留原有鱼塘 9口，改善水面 10hm2。林：保护原有毛竹林及油茶林 13.33hm2。田：改善低产

冷浆田，引进白莲种植 20hm
2
。 

2.2注重生态环境建设 

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功能，提升生活品质，打造宜居案山，建设完成后，山林绿翠间，白墙青瓦，展现出“山映

斜阳天接水”的美景。 

2.2.1大力推进征地拆迁工作。 

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征地拆迁组，上门入户耐心做工作，村两委和党员带头拆，在短短的一周时间，拆除危旧土坯杂房 60余

间，正房 6栋，共计 2640m2，整治道路 2000m，整治水沟 3000m。 

2.2.2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所有房子按照市里统一的六个标准进行维修改造，完成立面改造 11500m2，新贴墙裙 360m，投入 20 万新建旅游公厕一个，

新建停车场三个，护坡 420m，硬化道路 1100m，新砌排水沟 2400m，新建围墙 880m，石头围墙 130m，护栏 450m。 

2.2.3美化亮化环境。 

移走影响原村庄视觉和出行道路的各类电线杆 35根，入地线缆 2000m，新建游步道 600m，新建木栅栏 380余 m改造每家每

户围墙，投入资金 30 万元实现亮化工程，安装仿古路灯 20 盏，整治鱼塘 12 口，投入绿化资金 45 万元，沿线种植各种盆景花

卉，种植各类果树 80余棵、绿化树 240余棵，绿化节点 6个，栽种绿化带 800m。案山美丽乡村精品示范点建设，总计投入资金

200万元进行村庄整治，把案山建成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家园。在陇上行公司的指导下，发展现代民

宿旅游。通过对村民住房的整体改造，房前屋后的整治，改水改厕，改善生活环境，完善生活功能，发展乡村民宿旅游，增加

农民收入。 

2.3注重绿色产业发展 

创新采用公司+村集体经济+贫困户的“1+8+48”产业互助模式，即 1个陇上行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8个行政村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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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户蓝卡户，共同创建红墟坊乡村旅游公司，打造了以案山自然村为基础的陇上行度假村。度假村里建设了以餐饮为主的陇客

来农家乐，以休闲为主的苏莲托咖啡馆，以住宿为主的陇门客栈，突破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瓶颈，土地变产权，资金变股金，

农户变股东，确保了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打造了一批黄元米果、红军糍粑、一口香水煮等地方特色小吃零售业，吸引人气，

丰富市场。充分发挥大陇镇众多的竹制品加工企业，建立网上商店，解决加工企业的持续稳定的销售问题。案山在改善环境的

同时，还特别注重挖掘资源资产功能，保留山水文化，厚培文明乡风，唤醒乡村活力，留住乡愁乡情乡韵。 

2.3.1挖掘美丽庭院的功能。 

引导农户围绕“五美”（布局美、设施美、卫生美、绿化美、家风美）开展美丽庭院创建，把美丽庭院作为推进乡风文明

建设的主要抓手，提升乡风文明，淳化乡风民风。仅 2017 年，案山村被评为市级优秀的美丽庭院就有 10 余家。通过美丽庭院

创建，现在村民不仅不乱扔垃圾，还会主动捡起垃圾，村民更加爱卫生，也更有文明礼貌了。 

2.3.2挖掘闲置资产的功能。 

案山村在开发建设中，特别注重闲置资源的改造利用，实现了资源变资产。如通过创新设计、微调空间、功能再造，把 12

户村民的闲置房屋改造成了时尚咖啡屋、精品民宿。 

3 取得成效 

3.1生态效益 

大陇镇案山村找准绿色发展模式，将农户房前屋后的荒山荒坡开发成四季果蔬采摘园，将荒田打造成可赏花可采摘的莲塘，

将废弃老树根装饰成观赏盆景，美丽庭院创建成效显著，乡村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不断优化，极大提升了旅游品

位，同时主动尝试，大胆带头，以“旅游+”带动农业、林业、农林产品加工业、物流业、金融业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实现了由闭塞脏乱的贫困山村向乡村旅游精品示范点华丽转身。 

3.2经济效益 

大陇镇案山村通过“1+8+48”的经营模式，让 1家公司联合 8个村集体带动 48户贫困户，搭建了村民、政府、公司三赢的

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业、农业产业、电商产业发展，村内相关从业人员月均收入达 4500元左右，村民人均纯收入从不足 3000

元一跃增至 6400余元。案山村实现了由传统农业村庄向文化旅游村庄的转变，走出了一条单一改善群众生产生活向引领群众脱

贫致富全面小康的新路子。 

3.3社会效益 

案山建设始终坚持“望山见水，留住乡愁”。干净整洁的庭院，特色鲜明的民居，精心设计的盆景，随风摇曳的翠竹，清

澈透亮的莲塘，给人以“心随美景动，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同时，案山结合井冈山斗争时期红色墟场打造了“红墟坊”，塑

造了多面红色历史故事油画墙，还专门开发了毛公九大碗菜品，使得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深度融合，相得益彰。特别是打造了

咖啡屋等一系列城里才有的高大上项目，使得城乡文化有机融合，让村庄散发出更加独特的魅力。案山的成功打造，让来山游

客有了新的去处，成功弥补了井冈山旅游“山上热、山下冷”的单一格局。大陇镇案山由一个传统山村成为了乡村旅游的一个

“样板点”，打造了以红色经典印记，井冈民俗体验，现代乡村休闲为一体的红色文旅乡村旅游点，迅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吸引了远至澳大利亚、越南的游客都慕名来此寻找一份红色的记忆、体验一回井冈民俗、享受一次田园休闲，品味一道客家美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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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井冈山市大陇镇案山村努力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的通道，坚持高标准规划设计，创新采用抱团发展模式，

为构建业态支撑，将整体资源进行改造提升，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创新了生态扶贫机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大力保护生态环境，打造生态文明示范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干群环保意识大大提高，不仅实现率先脱贫的目标，也把案山

建设成为了生态环境优美、生态文明繁荣，生态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示范作用突出的生态文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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