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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7 月 11 日电(记者顾立林、牛少杰)河
南信阳市立足丰富多彩的本地资源，推动以建立贫困
户与产业链的利益联结为核心的“多彩田园”示范工
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稳定脱贫，为乡村脱贫振兴
夯实基础，激发农村持续发展动能。

立足身边资源，产业增效带动群众增收

革命老区信阳属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
攻坚任务艰巨。近年来，当地立足自然特色，宜种则种、
宜养则养、宜游则游，推动贫困群众融入产业链条，并
在此基础上形成集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服务业等三
产融合的综合产业扶贫措施，当地形象地称之为“多彩
田园”工程。

信阳市委副书记刘国栋说：“老区发展扶贫产业不
能盲目追求‘高大上’，要盯住脚下的土地和身边资源，
寻找绿水青山的‘炼金术’，让扶贫产业通俗化、生活化、
本地化。”

“以前腿有伤病，不能干重活，只好带着老伴儿外
出打零工，还捡过破烂儿。现在我把 10 亩荒山流转给
企业，还在油茶园上班，一年收入 2 万多元，老伴儿忙
季也来帮工。”光山县槐店乡陈洼村 67 岁的贫困户郑
建友告诉记者。

郑建友所说的油茶园——— 河南联兴油茶产业开发
有限公司，在当地流转荒山荒地 3 万余亩，用于发展名
优特高效林业。公司负责人陈世法说，公司常年解决
1000 余名农民就业，带动周边 298 户贫困户增收脱

贫，茶油加工车间正在兴建，产业链拉长将带动更多群
众就业。

生态与经济兼顾，光山、新县、商城等山区县大力
发展油茶产业，种植面积都有几十万亩。据测算，一亩
油茶毛收入能达 2000 元，高低错落的油茶树，成为当
地农民的“摇钱树”。

通过实施“多彩田园”示范工程，信阳已形成毛尖
茶、优质稻、弱筋麦、华英鸭、固始鸡、山茶油、淮南黑
猪、花卉苗木、香菇、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设施农
业、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也逐步兴起，群众增收

渠道进一步拓宽。
据信阳市农办主任李雪洋介绍，截至 2017 年底，

信阳市发展“多彩田园”示范工程 1150 个，贫困村覆
盖率达 94 .1%，累计带动 27 万贫困人口脱贫受益。

美丽乡村托起振兴梦想

信阳地处秦岭-淮河南北气候过渡带，气候湿
润，山峦秀美，红色资源和绿色资源富集。昔日贫穷
落后、散落深山的古村落，略加修整便成山间美景，
成为游人纷至沓来的美丽乡村。

今年 4 月 22 日，以春种为主题的首届大别山插
秧节在商城县伏山乡里罗城村举行，吸引了鄂豫皖
三省 26 个地市的近万名游客，许多游客赤脚下田，弯
腰插秧，亲身感受传统农耕。经过 5 年多的建设，里罗
城村已由大别山脚下的贫困村，变成步步为景的旅
游明星村，年接待游客 12 万人，提前实现整村脱贫。

“房子、菜、鸡是自家的，野茶是我上山采摘的。”60
多岁的新县田铺乡田铺村村民许秀清用自采自炒野
茶招待客人，去年她利用自家院落开了农家客栈。看老
人忙不过来，在江苏打工的儿子和儿媳也相继返回家
中帮忙。

田铺乡人大主席谭仁军介绍，近年来政府投资
改善基础设施，村民以资金和房产入股合作社，由合
作社与上海一家公司共同开发，将 200 多间老房子
打造成远近闻名的“创客小镇”，因为村里有了产业，
10 余户居民从外地迁回。

近年来，信阳市共建设市、县两级 326 个美丽乡
村示范村，125 个贫困村被旅游部门批准为乡村旅游
重点村，郝堂、西河湾等乡村旅游的兴起正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游客，看青山绿水，寻儿时乡愁，昔日“空心
村”正在重现生机。

“多彩田园”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动能

自“多彩田园”工程实施以来，依托本地特色资源，
传统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新产业也在加速形成，如星星
之火遍布老区，困难群众脱贫步伐不断加快，增收渠道
不断拓宽，“多彩田园”激发出农村发展的持续动能。

记者在信阳多地乡村走访发现，不少实施“多彩田
园”工程的乡村建立起了乡村文化活动中心，戏曲、舞蹈
等文娱活动不定期举办，男女老少踊跃参与。在很多村
委会村务公开栏里，除了公布村务收支外，脱贫之星、创
业之星、道德模范、文明家庭等赫然在列。

随着“多彩田园”工程的推进，一批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应运而生。据介绍，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先
后有 170 多位务工有成人员或经商成功人士，带着资
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返回家乡，领办创办“多彩田
园”示范项目。

据信阳市市长尚朝阳介绍，到 2017 年底，全市
920 个贫困村已有 581 个顺利退出，78 . 3 万贫困群众
已有 56 . 7 万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3 年的
10 . 88% 降至 3 . 69%。今年，信阳还将努力完成 6 个贫
困县退出，有望实现 18 . 7 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信阳：“多彩田园”激发乡村脱贫振兴动能

新华社贵阳 7 月 10 日电(记者崔宇、李黔渝、张伊
伊)山洪、滑坡、寨火……山高谷深、人口密集的贵州自
然灾害多发，加剧了贫困山区的脱贫压力。记者近期走
进贵州几个曾经发生灾害的贫困村，看到这里的干部、
群众以灾后重建为契机，重建家园、脱贫攻坚，迎来美
好新生活。

废墟变新家，安居乐业更有盼

初夏时节，来到毕节市大方县理化乡偏坡村村民
杨倩的家，一家人正吃着丰盛的团圆饭，笑声此起彼
伏，如今杨倩已经怀孕五个多月，“育儿经”成了饭桌上
的主要话题。

两年前，偏坡村金星组因持续暴雨发生山体滑坡，
不少村民的房屋被毁，其中就包括杨倩家的老房子。她
回忆：“当时正好不在家，赶回来时房子已经被压塌了。
没办法只能和丈夫一起外出打工，后来听说家里分了
新房，就毫不犹豫地回来了。”

如今走进偏坡村，灾难的痕迹早已不在，一栋栋灰
顶白墙的二层小楼沿着路边排成两排，墙面上显现出
凹凸有致的纹理，道路两旁的路灯下挂着一串串喜庆
的红灯笼。

沿着宽阔的大道一路向前走，90 多岁的项绍荣正
在自家门前歇息，他家的新房是在受灾原址附近重建
起来的。“前年家里的草房子被石头压塌了，现在搬到
这里生活可好多了。”他笑着说。

距理化乡 20 多公里的大方县城奢香古镇社区，住

着来自大方县各乡镇的易地扶贫搬迁户，陈丹一家人滑
坡之后搬到了这里，现在她在县城一家物业公司工作。
“家里的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在县城里生活、购物比过去
方便许多，这么好的条件，以前想都不敢想。”陈丹说。

睡上“踏实觉”，防灾工程有保障

独具特色的民居，整洁的院落和村道，还有小桥流水、
绿树红花、田园风光……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在
遭遇两次罕见洪涝灾害后，正以崭新面貌迎接未来。

2014 年 6 月 3 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打破了
清晨的寂静。村民邱明祥回忆：“当时发洪水时，一家人
还在睡梦中。”洪水破门而入的巨响让邱明祥和老伴一
下子惊醒，“洪水从门缝冲进家里，没过多久就把大门
冲翻了，房子的一楼被洗刷得一干二净。”

灾难让塘约村的村民们痛定思痛，2015 年开始进
行河道治理，修建了排水沟，把塘约河的河道由 10 米
拓宽到 35 米，“河道修宽了，彻底解决了水患，再大的
雨也不怕。”邱明祥露出喜悦的笑容。

距塘约村 200 多公里的黔西南州望谟县，2011 年
6 月曾遭遇特大洪灾。洪灾中受灾最严重的新屯街道
新屯村，村民罗路阳当年被泥石流冲了几百米远，“我
拼命地游，总算扒到岸边，上来的时候身上一件衣服都
没有了。”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罗路阳仍心有余悸。

几年来，望谟县对 13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集中
治理，对河道清淤保障安全。“以前雨季的时候哪敢安
心睡觉，时刻都要警惕着。”罗路阳说，灾后搬进了政府

帮助修建的新房，“现在下雨天也能踏踏实实睡觉，
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他说。

摘掉“贫困帽”，重建脱贫两不误

“新房空间变大了，更减小了火灾隐患。”报京侗
寨村民刘金保说，“以前靠种田、吃低保，现在开农家
乐，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也算是‘因祸得福’。”

报京侗寨位于黔东南州北部，距今已有 300 多
年历史。2014 年 1 月，报京侗寨发生火灾，致使全寨
1000 余间房屋不同程度烧毁。如今的报京侗寨早已
换上了“新装”，村民们陆续开始经营起农家乐和餐
饮生意。

村民周岩莲家搬进新房后，和丈夫搞起了餐饮
生意，她们家也成为灾后第一批脱贫的农户。“现在
收入比较稳定，还参加了村里组织的技能培训班，学
到了新本领，对未来生活更有信心。”周岩莲说。

走进黔东南州黎平县九潮镇民罗村旁的灵芝种
植园，园内一派忙碌景象，正忙着管护灵芝的村民石开
和说，两年前，一场罕见洪涝灾害曾让这里满目疮痍。

“洪灾前就在这块地旁种灵芝，结果被冲毁了，
现在又重操旧业。”石开和说，灾后恢复农田资源，使
荒田成为农户增收的“宝地”。

覃远芳是灵芝种植园的工人，洪灾曾让她家因
灾致贫。“去年搬进了新房，现在家里种了 20 亩水
芋，老公也当上了护林员。”她说，接下来准备扩大水
芋种植规模，争取今年脱贫，摘掉“贫困帽”。

灾后重建“催生”脱贫之变
贵州部分受灾村走访见闻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王
劲玉、孙亮全)山西省永和县
东征村是一方有着光荣革命
传统的土地，也是位于吕梁
山的深度贫困村。记者近日
在东征村调研发现，这个贫
困村靠着党员带头“试水”扶
贫产业，贫困户跟进的方法，
实现稳妥脱贫。

东征村原名上退干村，
1936 年 5 月，毛主席率领红
军东征挥师西渡时曾在此居
住。为纪念这一历史时刻，
1971 年，上退干村更名为东
征村。这是一片红色热土，但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长期处
于深度贫困的境地，全村 808
口人有 260 口属贫困人口。

随着永和县“文化引领，
旅游兴县”的战略逐步落实，
2016 年 9 月，过去村里 3 米
宽的土路变成了 7 米宽的柏
油路，随后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也落户东征村，重点实施了村
道绿化、沿街美景、景观墙亮
化工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随着村容村貌的改变，依
托红色圣地的独特资源，政府
决定支持当地村民改造窑洞
搞农家乐。然而怎么搞？能不
能赚钱？让村民心里打鼓。

政府花大力气支持的好
项目，眼瞅着没人出手，村两
委商量后决定，党员先试。
2016 年初，村里决定，7 户
党员先行先试。改造完没几
个月，农家乐已经见到收入
了，之后就有 20 多户村民跟
进。到目前全村改造完成的
农家乐有 60 多户。

61 岁的老党员刘成生成了最早一批改造窑洞
的农户，“两孔窑洞都是砖墙砖门，要改造基本就是
拆了重来，虽说政府出大头，可自己也得投入 1 万来
块钱，能不能赚钱得试过才知道。”

刘成生算了一笔账，除去投入，两年下来他的两
孔窑洞已经收入 1 万多元。后改造的农户虽说还没
见着“回头钱”，可窑洞改造更上档次，靠着红色东征
这块宝地，收入绝对少不了。

产业好不好，试过才知道。东征村发扬革命传
统，逐渐形成了党员干部先“试水”，群众再跟进的氛
围，上马的都是经过验证的好产业，群众可以最大限
度地规避风险。

香包是第一书记慕建伟经过多方调研后确定值
得一试的产业，可村里人不买账。“村里头家家户户会
做的香包，怎就能卖钱？还不如种玉米实在。”好好的产
业没人干，党员动员家属带头搞，要是能搞好，其他贫
困户再加入。目前东征村的香包产业产值已经超过 30
万元，每天固定有 30个农妇工作。

老区人民认死理，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犟。
全村种了 451 亩果树，收成一直上不去，果树光长枝
干不结果子，村民数落这些果树是“公”的。2015 年
初，省农科院果树专家专门下到田间指导村民，要求
村民对果树进行减密间伐管理，但是村民没有听从
建议。

28 岁的年轻党员刘晓辉站出来把专家请到自
家的果园。4 亩果树该砍的砍、该剪的剪，刘晓辉看
着也心疼，可还是咬着牙没说一句话。今年永和县全
县果树受灾，唯独刘晓辉的果树挂果率超过 40%，
村民这才信服。

现在东征村的 451 亩苹果树全部由省农科院果
树专家管理，3 年挂果后再交给村民，高质量的田间
管理将支撑苹果种植成为东征村的又一项致富产业。

村主任冯建民看了看村集体的账本，2016 年账
上只有 2 万元，已经让村干部们乐得合不拢嘴了，
2017 年集体收入已经超过了 20 万元，“照这么涨下
去，脱贫可就在眼跟前啊。”

村民们都说，以前村里来个卖货郎，就给孩子买
点东西新鲜新鲜，现在村民腰杆直了，你来卖啥我就
买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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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江告别

“溜索时代”

▲ 7 月 9 日，村民通过溜索从四川布拖县冯家坪村前往云南巧家县鹦哥村。溜索下游 500 米处是冯家坪金沙
江“溜索改桥”项目跨江大桥(无人机拍摄)。

7 月 10 日，布拖县冯家坪金沙江“溜索改桥”项目基本建成，连接四川布拖县冯家坪村和云南巧家县鹦哥
村的跨江大桥历经 2 年半终于达到了通车条件。过去，“鹦哥溜索”是周边群众走亲访友、就医、求学的必经之
路。这是一座令外人望而生畏的高空溜索，也是金沙江上最后的一座。据四川省交通厅资料，四川是全国“溜索
改桥”任务最艰巨的一个省份。过去 5 年，四川投入逾 10 亿元推进 77 个溜索改桥工程，目前完成项目超过 70
个，全省近 500 个村的十几万百姓已经告别了靠溜索出行的日子。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日前，游客在信阳新县西河湾村古村落游玩。

新华社记者顾立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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