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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尚升、孙少雄)地
处东天山脚下的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曾是
边境贫困县之一。近年来，当地坚持走生态发展
之路，把旅游扶贫作为重要抓手，走出了一条乡
村旅游带动乡村振兴的扶贫新路子。

巴里坤湖是新疆知名自然风景区，紧邻景区
的海子沿乡三个村却是“老大难”贫困村。“守着
聚宝盆，过着穷日子”，这让海子沿乡党委书记刘
军辉感到惋惜，他决定带领村民发展乡村旅游。

三年来，当地政府进行巴里坤湖旅游开发，
先后建设环湖公路、浮桥、停车场等，在景区修
建房屋供贫困户免费经营农家乐、牧家乐，引入
马拉车、骑骆驼、“驾马驯鹰”等旅游项目。

项目带来就业。卡子湖村的达吾列提汗·巴
依旦在巴里坤湖景区当上了环卫工。“一个月
1000 元，不用出去跑，还能照顾家里老人孩子，
心里踏实。”

更重要的是，此举激发了村民旅游脱贫
的心气。村民自己动手，自家住宿房装修一
新，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此体验。

以前在外打工的马吾列提·阿散夏尔甫
夫妇回来开了农家宾馆，白天餐饮，晚上住
宿。“光一个夏天的收入就比我俩打工一年收
入还多 1 万元。”

黄油、酸奶子、奶疙瘩、刺绣等有了销路，
价格明显提高，仅奶疙瘩就从 2016 年的每公
斤 40 元涨到现在的 90 元。不少村民摇身一
变成了“店掌柜”，参与到旅游、饮食、民俗产
品销售，实现了增收致富。

海子沿乡靠景区带动脱贫，远离景区的
山村又该如何脱贫致富呢？走进巴里坤县石
人子乡韩家庄村，沿路墙壁上一幅幅色彩艳
丽的蒙古民族风情画卷映入眼帘，不远处，蒙
古包飘出袅袅炊烟。

韩家庄村是蒙古族聚集的牧业村，也是重
点贫困村。将民族文化和乡村旅游结合带动偏
远贫困村脱贫，是韩家庄村选择的路径。

几年前，在外跑长途车的蒙古族汉子蔡
建忠回村创业，把家里的老房子改建成蒙古
包，开起家庭宾馆。“有山有水有民居，越是原
生态的民族村落，越能吸引外地游客眼球。”
蔡建忠说，2016 年农家宾馆建成后，几个月
就陆续来了 700 多人的休闲度假游客，少则
待两三天，多则住十天半月。

人多了，挣钱的机会也就多了。村里养了
几十年羊的贫困户成了蔡建忠的“供应商”。
“自己养的羊不够游客吃，还得从外面进，去
年一共宰了快 50 只，一只羊能卖 800-1000
块钱。”蔡建忠说。

巴里坤县还将乡村旅游发展融入“美丽乡
村”建设。“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这是大红

柳峡乡昌家庄子村以前的写照。这几年，村里
不仅先后硬化、亮化了道路，对街边民宅进行
外墙和庭院改造，还成立了专门的保洁队伍。

如今的昌家庄子村，平整的道路像条墨
色丝带，串联着一栋栋古香古色的富民安居
房，风景如画，天蓝水清，成为远近闻名的乡
村旅游目的地。

山还是那片山，村子已旧貌换新颜。三塘湖
镇中湖村依托自身“杏乡”资源，开展山乡休闲
度假、生态农业旅游，大力发展农家乐、休闲果
园及农庄。当地采用“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
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加入合作社，年终持股分红。
不仅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村民口袋也渐渐鼓了起来。

看着村子新变化，村民干劲十足。接下来
乡亲们计划将自家房屋修缮为民宿，让游客
留得下、住得久。

山还是那一片山，村已旧貌换新颜
好风景为天山脚下农牧民带来好“钱景”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陈忠华、孙亮全)“一天，
他画了一只没有眼睛的白鹤。一不小心，在它脸
上溅上一滴墨水，白鹤便眼睛一睁，扇扇翅膀飞
上天去了。”童话故事《神笔马良》中这样描写。

近日，在燕山山脉深处的一个晋北小山村，
记者也听到了这样一个“点画成真”的故事。村
民马良 1981 年绘制了一幅《上北泉村远景规划
图》，30 多年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家住山西省灵丘县上北泉村的马良出生于
1949 年，那时《神笔马良》的童话还没有被创
作，熟读《三国演义》的父亲为他取名叫“马良”。
马良的爷爷和父亲都会画画，马良因此得以家
传，功力还不错。

在马良所绘的这幅“规划图”中，房子整齐
排列，河滩果园成片，白的梨花、粉的桃花争相
开放，山坡上的梯田里种着庄稼和果树，远处的
山上碧绿葱葱……

然而，马良画这张“规划图”的时候，上北泉
村却远非如此。

村后的山上和村前的河滩光秃秃一片，没
有一棵树。“村子近处的树和灌木都砍光了，村
民们砍个柴还得到十来里之外。”马良说。

这幅画又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1981 年，时年 29 岁的上北泉村党支部
书记郑海水决心改变村里的“烂状”。“说‘烂’
一点都不夸张，山上没有一棵树，400 多人的
穷村分成好几派，整天斗来斗去，党员也没个
党员样子。”马良回忆说。

连续开了三个晚上的支委会和四个晚上
的党员会后，全村统一了思想：种树！“当时也
不知道该咋办，就想着多种点树总归是好的，
山不就应该是绿的吗？”郑海水说，当时他们还
喊出了一个很时髦的口号：给荒山披上绿装！

形成种树的决议后，全村 40 名党员对着
党旗宣誓，紧接着把“我村要想富，必须要栽
树”的口号刷在了墙上。村里让当时担任会计
的马良画一幅《上北泉村远景规划图》。一连
忙了 20个晚上，马良的这幅由广告纸背面拼
凑画出的“规划图”贴在了大队部的墙上。

“说来可笑，画的第一片林子竟然是‘丧
棒林’。”马良指着画上右侧角落的一块绿色
说，“丧棒林”就是柳树林，种柳树是为了解决
村民们办白事时孝子手中的“哭丧棒”。缺林
少树的上北泉村，当时连一棵柳树也找不到。

村集体把猪圈和羊圈变卖掉，买来了树
苗，在村前荒滩上栽种了 80 亩果园，在村后

山坡上栽种了 100 亩山楂园。“栽经济树，比
种地强。”

“图上开花的地方，到了 1987 年，基本上
都实现了。”马良说，这一年他和村里的代课
老师吕洋把“规划图”进行了“升级”，将村里
的新想法画了上去。这幅重新绘制的《上北泉
村建设示图》上明白地写着：“上北泉村，经济
树 200 亩，户均 2 亩，人均 40 株，人均收入已
180 元。”

20世纪 90年代初，上北泉村又开始“向荒
山进发”，他们想把“图”中的“青山”也变成现实。

集体没钱买树苗，他们就去附近林场捡
人家淘汰的油松苗。“曲里拐弯的树苗太细，
自己站不起来，栽的时候就在旁边插根木棍
固定上。”马良回忆说，村民们靠出义务工，担
水上山，一瓢一瓢把这些树种活。

今年 100 亩，明年 200 亩，一年接一年，
一棵棵栽树，一片片变绿。郑海水带着村民们
“一根筋”式地坚持造林绿化，但凡有生态和
造林项目，他们就千方百计去争取，没有就自
己想办法，30 多年来从未间断过。而马良所
绘“规划图”上的片片绿色，就像被童话中那
支有魔力的“神笔”点画过一样，神奇般地都

变成了现实。
如今，当年“捡来”的油松苗已长到了碗

口粗，没有一棵树的神堂坡，林子密得已经无
处落脚。等今年种完最后的 1000 亩后，上北
泉村的树已经“无处可种”。全村 17000 亩荒
山、河道和村庄全部栽满了树，村子已经变成
了画中的模样。

相邻的下北泉村，复制了上北泉村的经
验，连续 22 年将村里的荒山秃岭也全种上了
树。上北泉“吃山”，下北泉“吃水”，走在山水相
连的上下北泉村，满眼青山秀水，生机盎然。

“树多了，水清了，来的人也多起来了。”
马良说，种树的时候谁也没想过搞旅游，现在
游客们倒是自己来了。

随着游人越来越多，2012 年两村合办起
了乡村旅游文化节——— 荷花节，注册了旅游
公司，建起了主题酒店，搞起了实景演出，每
年接待游客好几万人。

“当年种下的树给儿孙攒下了几辈子也
吃不完的家底，绿水青山可不就是金山银山
吗？”马良指着图中一个拿相机拍照的人说，
当时“大着胆子”想象出的场景，现在天天都
可以看到。

“神笔马良”的“山村远景图”

西山村的焦枣、杨街村的药
用牡丹、霄坑的茶叶 ...... 地处长
江之滨的安徽池州坚持绿色发
展，让绿水青山成为富民惠民的
金山银山。

6 月下旬，记者在安徽池州
贵池区走访发现，当地以林长制
为抓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现代
林业，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示
范带动，推动一村一品建设。林业
的发展不但让天更蓝、水更绿，还
促进了森林旅游、特色产业、龙头
企业融合发展。

在海拔 500 多米的池州贵池
区棠溪镇西山村，记者看到，碧水
青山映衬着蓝天白云，山林间万
亩枣树枝繁叶茂，一颗颗晶莹的
果实缀满枝头。

“目前西山村焦枣种植面积
已达万亩。我们以‘公司+合作社
+枣农+院校’的产业化联合体模
式，实现种植、技术、加工、销售一
体化协同。统一产销标准，在种植
过程中不施化肥农药，确保生态
品质。下一步还计划发展山林枣
园观光游。”西山枣业发展公司负
责人毕学云介绍。

当地人告诉记者，西山村地
处山区，过去是出名的贫困村。如
今发展山地生态枣业，西山焦枣
成了“摇钱树”，老百姓几乎家家
盖起小洋楼。

“我一共种了 40 多亩 1600
株西山焦枣，一年收入 35 万元左
右。”谈起收成，正在园里劳动的西山村家庭农场主张启权
喜不自禁，“以前在外打工一年挣不了多少，几年前回家在
公司的带动下，开始种植焦枣，加入焦枣产业联合体，技术、
加工、销售这些都不用愁。”

“贵池区结合林长制，发展‘一村一业’生态林业，全区林
业总产值达 60 亿元。”池州贵池区林业局局长杨张华介绍，
建成杨街村药用牡丹、四联村林下经济、长垅村茶叶等 14
个特色种养业扶贫基地，新型经营主体带动项目 80 个，帮
助 1134 户贫困户稳定增收。

走进梅村镇霄坑村，高山峡谷、茂林修竹映入记者眼
帘。凭借独特的生态优势，这里不但成为有名的特色景观旅
游名村，还是以茶闻名的“茶村”。

“村子 1600 多人，90% 的收入来源于茶叶。由于茶叶品
质好，每年茶叶刚上市就被进村收购的茶商一抢而空，4000
亩茶叶产出供不应求。”村党支部书记王建伟告诉记者。如
今，守住青山绿水，保护茶叶品牌意识已经深入当地村民心
中。

王建伟说，村里清产核资，把村民变股民。准备提升改
造 180 亩村级茶园，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集体收入除了
给村民分红，还准备用来提升霄坑大峡谷的旅游基础设施。

兴林富民的政策激发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业激
情。在池州富民茶花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用学向记者描述
了他的“宏伟蓝图”：借林长制推动林业升级的契机，依托合
作社 1000 多亩的茶花基地及多年培育的名贵茶花品种，打
造茶花小镇。

“依托国家森林生态标志产品生产基地创建试点和全
国首个森林生态标志产品交易平台，池州市在大力推进传
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型，打响林产品的生态品牌。”池州市
林长办副主任丁文说。 (记者王菲)新华社合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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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户户旱厕改水厕，方
便又干净，而且老百姓不花一
分钱。”走进山东荣成市荫子镇
店子泊村村民王长国家中，只
见院角的厕所小房里里外外都
收拾得干净整洁。

王长国说，过去的旱厕是
“两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
半边。”味大不说，夏天苍蝇蚊
子都碰头，孩子回家都不愿意
进去。

谈及农村改厕和污水处理
一体化建设，俚岛镇烟墩角村
村党支部书记曲学军感触颇
深。“以前村里污水直接流到村
南河里，河水污染严重，由于天
鹅喝淡水，对水质要求非常高，
这里天鹅也越来越少了。自从改
厕以后，村里建了 27 处户型污
水处理器，全村居民生活污水统
一收集处理，河水变清了，天鹅
多了，游客也多了，去年来我村
的游客达 20 多万人次，冬天一
季，户均收入 3万多元！”

2015 年，山东提出，2016-
2018 年基本实现全省农村无害
化卫生厕所全覆盖。记者获悉，
荣成市统筹考虑村居地质条
件、污水总量等因素确定建设
模式，做到“分村定位、一村一
案”。对污水能够引入大管网的
城区、镇区周边村庄，强化配套
管网的扩面延伸；对距离管网较
远，且排水较为集中的居住点，
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对排

水较为分散、集中收集困难的村居，建设户用
污水处理设施。对内陆一般村，推进卫生改厕，
同步实施厕所粪污处理或资源化，不仅做好改
厕，还做好厕所污水后端处理。

“干部们搞改厕很耐心，看到试点的效
果很好，大家慢慢都认同、参与了。”王长国
说，正是细致、科学的工作，破解了群众“不
愿改”“无人改”等难题。

今年是山东落实农村改厕和污水治理的
收官之年。荣成市 6 月份已完成全市的农村
改厕和污水一体化建设任务，累计改造农村
旱厕 11 . 6 万户，配套建设集中污水处理设施
129 处、户型污水处理设施 399 处、污水配套
管网 1100 多公里。

三分建，七分管。为保障污水处理设施
的长效运行，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荣成市
对于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全部移交水务集团
落实专业化统一管理，市镇两级财政承担全
部维护费用，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记者王阳)据新华社济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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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宁波电(记者裘立华)7 月初一天
傍晚 6时许，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前童镇上
溪村的网格员葛吉文的手机上，“村民 e 点
通”平台跳出一条紧急信息：村民李某上山
采摘杨梅走失，下落不明。

葛吉文立即通过平台流转给镇综治指挥
室、村委会和联村干部，同时向派出所报了
警，整个过程用时 48 秒。 100 多个村民纷
纷响应搜山，最后李某成功被解救。

这是宁海县今年全面启动“村民 e 点通”
村级管理服务平台运作的一个真实经历。

“‘数字村庄’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
能给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也有利于基层治

理现代化。”宁海县委副书记李贵军认为，
乡村要振兴发展，必须善于发现问题，认真
研究问题，切实解决问题，避免发生问题，
交流平台至关重要。

据介绍，“村民 e 点通”是宁海响应乡
村振兴战略，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落
实“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推进“网格化管
理、组团式服务、片组户联系”的工作交流
平台。平台兼具监测、导向、疏解、凝聚功
能，能及时反映百姓呼声，宣传政策，了解
和监测村庄环境。

前童镇上溪村党支部书记葛大台说，前
不久，村里 17 万招投标的路基项目，有 5

位村民通过“ e 点通”向村两委反应施工存
在质量问题，最后在村级服务团队协调下，
路基及时得到修缮。

据介绍，宁海县“村民 e 点通”已向全
县 363 个行政村全面推行， 23 . 28 万个村
户基本信息将录入平台。目前通过平台上传
分流事件信息已达 553 条，成功调处 545
条，矛盾疏解率超 90% 。

为加强“村民 e 点通”的工作效能，宁
海县委政法委要求遇到村级无法解决的事
项，由民情网格员负责筛选风险信息后，直
接上报到上一级的“ e 宁波”系统，促成矛
盾疏解事了。

新华社石家庄 7 月 17 日电(记者秦婧)在河北邯郸峰
峰矿区蔺家庄村千亩富硒桃园里，皮肤黝黑的王志友正仔
细查看每一株桃树的结果情况。茂密的桃林一眼望不到边，
轻风吹来，树叶掩映中的小桃子若隐若现。

“别看他现在管理起果树来一板一眼挺专业的，3 年
前，他可是我们矿区的‘涂料大王’，主要生产经营环保涂料
等，在冀鲁豫一带有 4 家分店，还有 50 多家代理经销商。”
说起弟弟王志友的大胆转行，姐姐王美珍表示理解，毕竟当
前生态环境问题对中小化工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但转型
跨度这么大，她还是为弟弟捏把汗。

“当时一个朋友掌握了成熟的富硒桃种植技术，在准备
大规模种植时资金出了点问题，找我周转，这时我才第一次
了解‘富硒桃’，也第一次知道距自己家几公里的蔺家庄村竟
然有几千亩富硒地。”王志友说，彭城镇蔺家庄村有 1300 余
亩耕地、3000 余亩荒山都是富硒土地，还是一级水源地保
护区，地下水资源丰富，是发展生态农业的“风水宝地”。

十几年的涂料生意让王志友积攒了些资金，一个有钱，
一个有技术，就这样，他与朋友一拍即合，一脚踏上了“涂料
大王”与“种植大户”的“两栖”发展之路。

2016 年，王志友种下了第一批桃树苗，经过科学管护
和精心照料，终于在今年迎来了丰收时刻。桃树长势良好，
今年将大规模挂果，据估算亩产量将达 2000 到 3000 斤，按
当前市场价预计将有上百万元的收入。快要见到“回头钱”
了，王志友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起步阶段持续不断的
投入，让他差点放弃。

“从种下第一批桃树苗起，树苗费、土地流转费、人工
费、水电等各种费用账单像雪花一样飘下来。”王志友说，他
同时还面临着修路、灌溉水网、销路等大难题，三年树苗培
育期第二年刚开始，自己就萌生了当“逃兵”的想法。

为了减轻资金压力、提高土地利用率，王志友展现了
商人的“精明”一面。2017 年起，他在桃树间隔又搞起了油
葵、南瓜、红薯等生长周期短、收益快的“林下经济”，看着
慢慢热闹起来的桃园，“涂料大王”紧蹙的眉头才逐渐舒展
开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志友的富硒桃园名气越来越大，蔺
家庄村也火了。现在村里的 1300 亩土地和 3000 亩荒山都
已被承包出去，用来发展生态农业，马家山生态景观区就是
今年刚刚开工，以生态旅游、采摘、民风体验为主的新项目。

“现在村里的地大部分都租出去了，农民得到了土地流
转费用，还可以在家门口的生态园打工挣钱，收入多了，生
活更宽裕了。”彭城镇蔺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张金合说。

从生产“环保漆”

到喜摘“富硒桃”

“涂料大王”王志友的生态转型路

浙江宁海：“数字村庄”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

▲日前，在广西融水双龙沟森林旅游度假区，工人在施工建设原生态苗族文化体验园。

近年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通过加大对双龙沟森林旅游度假区的建设力度，立足“农
旅结合、以旅促农、统筹城乡、全面发展”的战略，打造原生态苗族文化体验园，多渠道带动当
地群众依靠旅游脱贫致富。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农旅结合
以旅促农

广西

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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