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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电(记者许万虎)37 岁的毕文斌刚当上“村官”
时，觉得农村工作无非是和乡亲们打交道，难不到哪去。谁知上
任不久他便发现，情况与自己料想的恰恰相反。

“大大小小的琐事迎头砸过来，小到调解村邻纠纷，大到谋
划村民经济，有时照顾了这家，又得罪了那家。”2004 年，毕文斌
当选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德党镇勐汞村委会主任后，日子过得
并不轻松。

毕文斌说，为村民做大事小事都是应该的，但他就怕面对纠
纷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文化水平不高，解决村民间
矛盾，常常找不准法律依据，经常有人口服心不服。”

永德县地处西南边陲，贫困程度深，当地村干部学历水平普
遍偏低，乡村治理能力比较有限。2015 年，县里与云南开放大学
合作，试点开展“村干部学历提升计划”，希望借此帮助一线的乡
村治理者们克服“本领恐慌”。

实用法律知识、农业实用技术、经营管理知识……专业教师
团队为学员量身定制的一系列课程颇受欢迎，村干部们还能够
根据实际情况，选修高等院校专科及以上学历课程，拿到相应文
凭。

毕文斌当时就报了名，特意选择了法律事务专业。当了这么

多年“村官”，源自人情面子的苦头他没少吃。“我心里最清楚，
法律法规是真正服众的‘准绳’，要让它慢慢深入人心。”他说。

“在线学习时间灵活，还有教师全程辅导。”平日里忙于基
层事务分不开身，毕文斌常挑灯夜战为自己“充电”。“学一遍
记不住就想办法背下来，实在不行，上实践课时运用一两次就
会了。”

一堂课也不缺席，毕文斌最终修满学分、顺利毕业，他的
“村官”之路也迎来“全新体验”。“不背人情债，一身轻松。”他
说，依法处理、有理有据，村干部调解纠纷的底气足了，村民的
怨言也少了。

生活在乡土人情社会的大山村民，面对严肃的法律法规，
难免需要一定的适应期。“但法律讲得多了，一来一去，越来越
多人开始明白了。”毕文斌说。

“村干部学历提升计划”门槛儿不高，具备学习能力、肯学
爱学就行，且大部分学费由云南开放大学和各县财政联合补
助。眼下，临沧市 8 个县(区)、936 个村已有 2300 余人注册入
学。除了选修法律知识，村干部最钟情的是农村经济管理课程。

临沧市双江县勐勐镇彝家村党总支书记王顺斌当了好些
年“村官”，平时看到各地新闻里的农村致富经总是心痒痒，

“没事儿就寻思着如何带领村民脱贫致富”。
虽然拥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历，但只有初中文凭的王顺

斌时常感到知识匮乏，做工作也放不开手脚。“进学堂不仅是
为了拿文凭，而是要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能力，解
决村里产业支撑不足、发展后劲乏力的问题。”他说。

随着学习不断深入，王顺斌对自己脚下再熟悉不过的土
地有了新的认识。“传统农业过于粗放，规模小、效益低。烤烟、
甘蔗、畜牧养殖等特色技能课程告诉我，我们村还有新的出路
和机会。”他说。

很快，王顺斌带领村干部研讨方案，请专家评估产业转型
的可行性。不久，一套兼顾短期和长期效益的种养模式在村里
兴起。

“理论+实操”的特色农业技能课程让他对未来信心满满。
如今，村里依托重点产业，注册成立了各类专业合作社，还通
过引入“股份合作制经济”模式，盘活了农村资产资源，进一步
充实村民的钱袋子。

“目前，全村建成产业基地近 2 万亩，村集体收入达 7 万
元。”眼看着从前的“空壳村”朝着“殷实村”转变，王顺斌笑着
说，“村干部要做村民致富的‘领头雁’。”

云南临沧与高校合作开展“村干部学历提升计划”

“村官”重返学堂，为乡村治理“开脑洞”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段敏夫、何奕萍)在地处新
疆西北角的额敏县，玉什喀拉苏镇齐勒布拉克村是一处
牧民定居村，一大片长势良好、娇艳蓬勃的红树莓成为
这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告别四季游牧、放下马鞭多年
后，曾经的哈萨克牧民引进红树莓，也迎来了一次新挑
战。

“别说种果树了，下马后的牧民连麦子、玉米都种不
好！”在村支书马乌特别克·马哈孜的印象中，得到国家
扶持，千百年来游牧在山区和戈壁间的牧民大都定居下
来，有了砖房、棚圈和草料地，甚至还有了面积不小的垦
田。但要说起种庄稼，村里没几个敢夸口种得好。

从放羊到种地，是牧民定居下来面临的一次挑战。包
括齐勒布拉克村，在新疆各个牧民定居点中，不会种地、
种不好地的情形存在了很长时间。直至现在，与真正的庄
稼人相比，定居牧民大多只能简单地种些小麦、玉米，种
植收入有限。

“牧民的餐桌上，风干肉、奶茶、奶疙瘩常有，蔬菜
是不多见的。”马乌特别克·马哈孜告诉记者，没有吃菜
的习惯，也没有种菜种地的意识，为了让定居牧民发展庭
院经济，村干部磨破嘴皮不说，还要带头先干。

不过，定居下来的一个好处是，村民随时可以从电视
和网上接触特色种植、养殖的信息。“别人行，我们为什
么不行！”定居久了，不甘人后的想法渐渐萌生，而各级
政府鼓励脱贫致富的优惠政策让牧业村底气渐足。

看到网上有关种植红树莓的信息，大家眼前一亮。村委
会决定，派马乌特别克·马哈孜和几名村民，赴青海考察了
解详细信息。回来后，马乌特别克·马哈孜兴奋地给村民们
算了一笔账：红树莓长成后亩产在 800 公斤至 1 吨，每亩收
入可达 6000 元到 1 万元，是个增收的好路子。

然而，青海“外来户”的落户过程并不顺利，马乌特
别克·马哈孜算的账也没完全打消村民心头的疑虑。原
来，红树莓种苗要 3 . 7 元一株，加上其他种植成本，第
一年每亩地的投入要 4000 多元，这么高的投入让村民们
踟蹰不前。

“虽然比种玉米收入高多了，但毕竟村里没人种过，
好不好种，好不好销，大家心里都在打鼓。”村民阿曼太
的说法，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

面对大家热切却又躲闪的眼神，身为村支书的马乌特
别克·马哈孜只好带头先干， 2017 年 4 月，他拿出 70 亩
地，尝试着种下了树苗， 8 月，还处在生长期的部分红树
莓就挂果了，果实一下来就被闻讯而来的商贩在田埂上买
走。马乌特别克·马哈孜提前尝到了甜头，而村民们的疑
虑也随之消散。

今年，村里号召 100 户村民每家出 1 亩地，扩种红树
莓。阿曼太说：“大家没了顾虑，就怕来晚了拿不到种苗。”

淅淅沥沥的小雨拖住了夏天燥热的脚步，滋润着田间
蓬勃生长的红树莓。记者穿行在村子里，还看到村民房前
屋后种植的苹果树、酸梅树。熟悉游牧生活的当地干部
说，这些出现在牧业村里的果树，既是牧民生产生活方式
变迁的见证，也是美好生活的希望。

种起红树莓 结出幸福果

新华社浙江衢州 6 月 17 日电(丁文娴)“我在运动会上拿过
乒乓球比赛一等奖，还有奖品呢！”衢州江山市凤林镇白沙村村
民周双梅自豪地说。

她口中的“运动会”是农民趣味运动会，“奖品”指电饭锅。每
年正月初一，全村齐上阵参与运动比拼。除乒羽等常规项目外，
还比赛抓鱼、锯木头、泥地拔河、旱地插秧，甚至自创的“铁人三
项”——— 游泳、自行车运粮和泥田拉货。

全民健身是白沙村的一张名片。在这座搬来此地仅十余年
的移民村里，最早落地的运动设施是一块篮球场。那是 2004 年，
刚迁入新居的村民们通过你三十、我五十的自发捐款，积攒出近
两万元修建起来的。

“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通常我们自筹一部分，上级补助一部
分。向上级体育局寻求赞助时，他们很惊讶，‘农村找我们要体育
器材的，你们是第一个！’”村支书吴江明笑呵呵地回忆。

今日的白沙村，经济实力并不是镇里最优，可体育硬件设施
放在全省农村里都数一数二。村里散布着篮球场、网球场、游泳

池，有占地 6000 平方米的健身广场和 1200 平方米的综合体
育馆。一到暑假，周边十几公里的小孩子都会来游泳。

开展体育活动，最直接的受益者是村民。周双梅就表示：
“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增进大家之间的沟通。”

同时，体育还从经济上逐渐予乡村以反哺。富有前瞻性的
体育场地设施成为游客青睐白沙村的重要因素。配套设施应
势而起，民宿、农家乐接连涌现，成为农民致富的新渠道，塑造
出一则“体育+旅游”“体育+乡村”的生动范例。

在衢州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姜建勋看来，除了完善乡村体
育设施、构建全民健身运动空间，还要通过体育赛事打造区域
品牌，通过策划开展赛事提升地区知名度，以活动的固化和丰
富打造运动休闲目的地。

白沙村总计承办省、市级体育赛事 10 余次，小型赛事
200 多场，是 2016 年浙江省首届生态运动会的乒乓球和羽毛
球比赛地。而它还只是衢州探索体育事业、体育产业“双业”发
展的一个缩影。

在白沙村举办浙江省生态运动会的同年末，一座 12 米
高、6 米宽的攀岩墙在江山市新塘边镇毛村山头村矗立起来，
建成了全国首个农村攀岩主题公园，美丽乡村攀岩比赛、衢州
市攀岩比赛顺势而来，现已跻身 2A 景区之列。

位于衢州城北的灵鹫山国家森林运动小镇的“口气”更
大：争创国家 5A 级景区。小镇依托绿油油的森林山野而
建，因地制宜挖掘乡村闲置资源，建起了丛林穿越公园、射
击射箭中心、极限运动中心等项目基地，正在筹划全国森林
运动会、国际森林汽车穿越大赛、国际“划骑跑”铁人三项
公开赛等品牌赛事，在承办比赛的同时，也尝试打造自身体
育赛事 IP 。

乡村振兴，体育先行。如衢州市副市长吕跃龙所言：“乡村
的振兴必然包含乡村休闲、乡村运动、农民身体健康，这既是
人民群众的自发需求，也是我们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活力新衢州、美丽大花园”是衢州新近确定的发展目标。
体育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也在衢州的青山绿水间开出花朵。

从运动场讲起的衢州乡村振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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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葫芦套村村民尚均宝
忙得不可开交：既要忙活两家农家
乐的日常经营，还要装修乡村大舞
台，新建观光平台、新增民宿房
间。

“游客一天比一天多，不新增扩
建怎么办？”尚均宝乐呵呵地说。

葫芦套村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山
亭区，坐落在连绵的青山之中，
3 . 5 平方公里的面积中有 95% 被森
林覆盖。村子顺山而建，依势造
房。多年来，村民以种植花椒、核
桃、板栗、玉米等为生，曾是枣庄
市贫困村。

过去，村子进出不方便，路特
别窄，两辆车都走不开，村里的核
桃、花椒运不出去，全村 1000 多
口人守着绿水青山受穷。年轻人都
外出打工了，村里只有 400 多人常
住。葫芦套村党支部书记尚明程
说：“地广、人稀、树多、人穷，
这 8 个字就把俺村概括完了。”

这两年，山亭区搞起了乡村旅
游，葫芦套村还来了第一书记帮
扶。在各级部门的帮助下，村里的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变好了，还
引来了旅游投资公司。

原先偏远落后的穷山村，变成
了旅游热门地。今年“五一”小长
假期间，这个山村接待游客超过
10 万人。“现在一天来村的人比
过去一年来的人都多” ，尚明程
说。

人气旺了，村民不用为卖不出
去的农产品发愁了。板栗、核桃产
量还不够游客采摘，再加上游客临
走要捎带的土鸡、笨鸡蛋、花椒
等，农产品足不出户就已卖完。

如今，葫芦套村以资源入股旅游公司，每年都有固定
收益分红。 2017 年，村集体一下子收入 20 万元，其中
15 万用于贫困户脱贫， 5 万用于村里建设发展，当年年
底，村民就全部脱贫。而在 2014 年，这个村集体的年收
入还只有 2000 元。“今年，村里收入能达到 30 万。”谈
起村子的未来，尚明程眉飞色舞。

乡村旅游红火了，外出的村民也陆续回来了。在葫芦
套景区的一处上山歇脚处，曾在外打工的村民张艳飞放下
手中的凉皮说：“一个周末就能卖 500 多块钱。离家近，
还能照顾孩子，比在外面打工收入还高。”

结合当地葫芦文化，葫芦套村以葫芦为造景要素，打
造了以葫芦观赏、采摘、雕刻为特色的景观。普通的葫
芦，摇身一变成为工艺品，价值增值数倍。

中午时分，尚均宝家的农家乐已坐满了人。“这里有山、
有水，吃着辣子鸡还能听到流水的声音。”一位游客说。

如今，曾限制村子发展的山山水水正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人前来旅游。原来的穷葫芦套村正变为让村民脱贫致富
的“宝葫芦”。

“守好这片绿水青山，就有俺们花不完的金山银山。”尚
明程说。 (记者邵琨)新华社济南电

行进在宁夏中部山区的乡间小路，头
顶的太阳炙烤着一片片土地。中午时分，马
正海家里热闹极了——— 跟着水工的脚步，
排队等候接通自来水的村民三五成群地来
到马正海家，把厨房挤得严严实实，都想提
前目睹通上自来水是个啥样。

55 岁的马正海所在的蔡家滩村是宁
夏吴忠市同心县一个村庄，由于十年九旱，
当地村民对“水”有着特殊情结。“过去几十
年，大家都是把附近河里的苦水、接下的雨
水在水窖中简单沉淀后直接喝，水质差，闹
肚子是常事。”马正海回忆道，以前每次到
其他村走亲戚，看着人家那么方便、卫生的
自来水哗哗流，真是羡慕得很。现在，自己
家里也能用上自来水，心里高兴。

水工安装好水龙头，拧开开关，清澈的
自来水哗啦啦喷涌而出，马正海赶紧伸出
手去，让水流淌过手指掌心，合不拢嘴地笑
着说：“好哇！好哇！”人群里响起一阵笑声。

其他村民又跟着水工去见证另一家人
的喜悦了，每个人都希望快点轮到自己家。
人群散去，马正海的老伴赶紧接满一壶水
拿来烧开，还没晾凉，夫妻二人就小心翼翼
地开始品滋味。

2006 年以来，同心县相继建成东部饮
水、窑山饮水等农村饮水安全供水工程，目
前全县已有 144 个行政村 34 万人通上自
来水，人饮工程覆盖率 97%，自来水入户
率 91 . 5%。

过去 40 年间，同心县群众由喝河沟的
苦水到挖水窖收集雨水，从到县城拉水再
到坐在家里直接饮用安全的自来水，用水
方式的改变映衬出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的
不断增强。

和许多村民一样，蔡家滩村通水的喜
事点亮了马正海有关 30 年前全村通电时
的“光明影像”。“记得 1988 年秋天，电工到
我们村装变压器，全村人都挤着围住电工
看他忙活。电工一说‘电通了’，所有人都拔
腿往家跑。我和堂哥闯进门，一拉灯绳，灯
泡就亮了，当时俩人就在地上跳蹦子。”马
正海的开心洋溢在眼角——— 30 年前盼电，
30 年后盼水，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可激动
的心情却一如当初。

盼自来水也是在盼脱贫。马正海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他掰着手指头算了一笔
账——— 现在用蹦蹦车拉一趟水要花 35 元，
这两方水仅够家里 30 余头牛羊一周的饮

水量，一年拉水费用就要近 1700 元。而且一到冬天河水封冻，水
源便成为主要问题，扩大养殖规模也只是空想。

“通了自来水后，一方水 4 元，一个月用 8 方水，这样算下来
一个月花的水费比过去拉一趟水便宜多了，一年就能节省 1300
元。”马正海笑着说，通自来水后，养殖成本大幅减少，他计划明
年再多养几头牛，“2017 年靠养牛羊，我纯收入 1 万多元，用上
自来水以后，脱贫更有信心了！”

蔡家滩村中的一排排杨树早已郁郁葱葱，家家户户清悦的
水流声奏响了一曲欢快的交响乐——— 这个干旱的村庄终于迎来
了一个“解渴”的夏天。

（记者于瑶、杨泽）新华社银川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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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6 日，游客在邯郸市肥乡区三江农业产业园观光。

 6 月 16 日，在邯郸市肥乡区三江农业产业园内，工作人员在管理无土
栽培蔬菜。

近年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引进无土栽培、电力恒
温大棚等先进农业技术和设施，在全区多个乡镇建设集绿色、生态、休闲、观光
于一体的“农园新景”产业融合示范带，将乡村美景、果蔬采摘、休闲观光纳入
现代农业园区中，助推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产业融合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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