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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8 月 14 日电(记者骆飞)8 月盛夏，位于贵州省
乌蒙山区的毕节市威宁县迤那镇万亩苹果园里，约 3000 亩的挂
果区域内，即将上市的早熟苹果色泽红润，长势喜人。苹果园负
责生产的汪亚波告诉记者，基地从 2016 年开始建设，今年逐渐
迎来盛产，8 月中下旬早熟苹果将上市销售。

“园里目前种有 6个品种，都是从欧洲引进。当地高海拔、强日
照，更有利于苹果积累糖分和外观着色。”汪亚波说，乌蒙山区生态
环境好，生产的农产品品质优良，但要精准对接市场，有两个条件
必不可少：一是信息渠道要畅通，二是交通路网要完善。当前，贵州
这“两条路”越来越通畅，将改变过去农产品“愁销不愁种”的困境。

过去，贵州不少山里珍品“藏在深闺无人识”，这些年借助电
商平台打通信息渠道，实现了产品与市场的精准对接。打开淘
宝、京东等网站，具有贵州本土特色的农产品纷纷入驻，修文猕
猴桃、罗甸火龙果、赫章核桃、威宁荞酥、都匀毛尖、湄潭翠芽等
农产品琳琅满目。

以“齐伯小黄姜”为例，这种产自安顺市平坝区齐伯镇的小

黄姜，因质优价廉一直深受当地群众喜爱。但受信息闭塞、销
售渠道单一等制约，始终难以走出大山。近年来，电商助力黔
货出山，让这个沉寂于贵州山区多年的“土产品”成为“网红”。

“齐伯小黄姜”相继登上淘宝安顺馆、京东平坝馆、贵农网
平坝馆、黔邮乡情等地方特色电商平台，在桃花湖村，小黄姜
线上销售达到几十万斤，带动几百户村民参与种植，初步实现
了“一店带多户”“一店带全村”。

类似“齐伯小黄姜”借助电商走出山门的案例并不鲜见。
据贵州省商务厅统计，全省已建成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 48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 10220 个，覆盖全省 80% 的乡
镇。其中，2017 年省内外市场达成农产品销售订单 9548 份、
金额 153 亿元，带动 31 万贫困人口增收。

贵州省商务厅厅长季泓介绍，为加快绿色优质农产品走
向全国的步伐，贵州和各大电商平台深度对接，通过与阿里、
京东、苏宁等合作，借助线上平台加强营销攻势，重点农产品
电子商务交易额年均增长 50% 以上。

无形的“信息高速路”被打通，有形的交通路网加速完善。
2015 年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县县通高速后，2017 年，贵州又
提出农村公路“组组通”，不仅打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交通
“瓶颈”，还铺就了一条条产业路、脱贫路。

在锦屏县龙池村通村路上，一年四季运输水果的车辆络
绎不绝。尤其是连通龙池多彩田园的敦寨至新化的农村公路，
是整个园区经济发展的运输“动脉”。

谈到路的变化，果农陈胜奇说，以前路不好，主要靠三轮
车、摩托车往外运水果，运输量小，而且还经常把新鲜水果颠
坏，根本卖不起价钱。如今路通了，拉水果的卡车十几分钟就
可以转道高速公路直接运往省城贵阳。村里的果园还吸引不
少人来体验采摘，通村路简直就是村里的“小康路”。

贵州省提出，到 2020 年，农业示范园区农产品加工转化
率将达到 50% 以上，农产品网上销售额年均增长 30% 以上，
推进绿色农产品走出山门，让更多群众共享改革红利，让世界
分享贵州味道。

黔货出山离不开国家对“三农”的扶持。农业农村部今年
7 月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 1-6 月，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 . 8 万亿元，同比增长 6 . 1%；实现利润
总额 5000 多亿元，同比增长 7 . 4%。全国农村网商超过 980
万家，带动就业超过 2800 万人。

尽管黔货出山成效明显，但也存在缺资金、缺技术等问
题，需要加大扶持力度，加强技术指导，完善市场销售对接机
制，让黔货出山成为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新引擎”。

打通“两条路” 黔货好出山
两年前，农民郎恩鸽忍痛卖掉

了自家 300 多只肥硕的绵羊。“现在
想起来，还是有点心疼。”炎热的夏
日，站在一部大型滑雪机旁，郎恩鸽
说：“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

郎恩鸽的家乡，位于北京西北
部延庆区的张山营镇田宋营村。一
直以来，因地势低洼、下雨易涝，他
的 6 亩玉米地总被“泡荒”，收成不
好。为了生计，2014 年，郎恩鸽花了
1 万多元买了十几只绵羊，成了村
里最年轻的养羊户，希望靠养羊补
贴家用。

放羊、给羊喂药、打针、接生……
从没养过羊的他一点点学起。至
2016 年，羊群已扩大到 300 多只。郎
恩鸽跟羊的感情深厚，“闭着眼听到
羊叫唤，都知道是哪一只”。

然而，他“羊倌”的身份却因历
史性的一幕彻底转变。

2015 年 7 月 31日，北京携手
张家口获得 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
权。背靠巍巍海坨山的张山营镇凭
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此届
冬奥会高山滑雪、雪车和雪橇项目
的举办地。山水之滨的家乡，从此聚
焦了世界的目光。

承办奥运会，张山营镇的首要
任务就是要保护好生态环境。郎恩
鸽的羊群，成了村里保洁员频频反
映的“污染源”。

“那会儿放羊是羊走到哪儿就
啃哪儿的草，草啃没了，留下的都是
粪便，确实破坏了环境。”郎恩鸽说。

大家都给郎恩鸽做思想工作，
希望他换个生计。再加上北京近年
来持续开展平原造林，禁止林地放
牧，郎恩鸽几番思量，一咬牙将养大
的羊分三批卖掉。

“卖羊亏了不少钱，但仔细想想，我不能为自己赚几个
钱，破坏了家乡的生态环境，更不能给举办冬奥会拖后腿。”
回忆当初，他说“不后悔”。

没了羊，郎恩鸽心里空落落的。喜欢“折腾”的他，一心
琢磨要再干点儿什么。2016 年冬天，他又来到家附近的石
京龙滑雪场滑雪。这座上世纪 90 年代末就建成的老雪场，
藏着附近许多村民的儿时记忆。从小，他们就在这里摸爬滚
打，学会滑雪，甚至有的一不小心还滑成了民间“高手”，获
得了一些奖项。

郎恩鸽年幼时也经常溜进滑雪场。滑得多了，他爱上了
滑雪。“干脆大家成立一支滑雪队，能教更多人滑雪、享受滑
雪，把爱好变成职业……”一个想法在他的脑海中慢慢浮现。

中国在筹办冬奥会时提出“三亿人参与冰雪”的目标，
旨在带动民众感受冰雪运动乐趣。“上冰上雪，需要有人来
教”，郎恩鸽的想法很快得到了镇里的支持。

去年 7 月，在郎恩鸽带动下，张山营镇海坨滑雪队正式
成立，成为北京首个农民滑雪队。经过一年的发展，队里共
吸纳了 25 名成员。大家来自延庆各个乡镇，年龄都在 30 岁
左右，基本上都是农民和务工人员，都因滑雪这个共同爱好
聚到了一起。

去年底，在延庆区体育局联系下，队员们得到了瑞士滑
雪联盟专业教练的培训机会。经过培训，包括郎恩鸽在内的
11 名队员顺利通过考试，获得了滑雪教练指导员教学证书。

当年冬天，滑雪队在延庆开展“冰雪进校园”滑雪运动
普及课，与 3 所中小学建立合作关系。海坨山下，队员们为
中小学生、救援队、志愿者、农民等展开滑雪培训，一个雪季
累计培训 5000 多人次。“报名场场爆满，尤其是农民，积极
性特别高。”郎恩鸽兴奋地说。

炎热的夏季，训练也不能停。连日来，在延庆区体育运
动学校的室内体育场，郎恩鸽和队员们坚持在一部大型滑
雪机上训练。模拟的“雪地陡坡”飞速向后滑动，他们脚踏滑
板，左右滑动，在“雪地”上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

现在，郎恩鸽靠滑雪培训增加了收入。抱起心爱的滑雪
板，这位 29 岁的小伙子说：“过去一个人放一群羊，很孤单。
现在有了滑雪队，大家目标一致，就是练好滑雪，争取成为
冬奥会志愿者，为赛事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据悉，申冬奥成功至今，延庆已有上万名学生进行了滑
雪技能学习，很多学校成立了校内青少年冰雪队。未来两年，
当地还计划每年冬季组织不少于 2000 名职工群众开展上冰
上雪培训。郎恩鸽和队员们的生活或将更加忙碌、充实。

郎恩鸽盼望，将来能成为一名职业滑雪教练，不仅能让
更多人享受滑雪乐趣，也能让自家的日子过得更殷实、红火。

“过去我拿着羊铲，现在我拿起的是雪板。我没想到能把
爱好变成可以奋斗的梦想。”他说，“这个梦想不仅关乎我，更
关乎我的家乡，我们的冬奥。”(记者魏梦佳)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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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电（记者杨绍功）辖区面积占南京市近四分之一
的江宁区，从打造周末休闲的“盆景”到统筹全域旅游的大景区，
从建设美丽宜居田园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江宁区以“两山理
论”为内核，以“四变五新”为抓手，推动乡村振兴，让农村展现富
裕、文明、和谐的新面貌。

改造提升：扮靓乡村容颜

距离南京市区 30 公里的江宁街道牌坊社区黄龙岘村是知
名美丽乡村，每逢周末，游客络绎不绝。

五六年前，这里污水横流、环境脏乱差。由于交通不便，出产
的茶叶要托人找关系才能卖掉。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外面的人
很少到村里来。

2011 年，黄龙岘区、街、村三级联动，对村庄环境、基础设施
进行了整体改造提升，民房焕然一新，道路、排水、垃圾收运等设
施完备了。年轻人纷纷回乡开饭店、搞农家乐，游客越来越多。

孟墓社区七坊村也是江宁区打造的美丽乡村之一。村里有
东汉藏龙寺、青龙桥等历史遗迹，还有豆腐坊、油坊、茶坊等传统
手工艺作坊，但因环境脏乱、设施薄弱，旅游资源无法发挥作用。

美丽乡村建设中，政府投入 4000 多万元整修道路、改水
改厕，还把七坊的广告牌从沪宁高速一路挂到村头。从此，七
坊成为许多南京人乃至外地游客休闲旅游的首选。

建设美丽乡村后，七坊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一倍，达
5 . 54 万元，集体经营性收入、大学生和本地农户创业人数迅
速增长，古村落焕发出蓬勃活力。

“集群效应”：绵延乡村之美

江宁农村点多面广，再美也只是零星的盆景。为把盆景变
成百花园，江宁区从 2013 年开始，扩大乡村整治范围。从实施
“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到推进“四变”工程：盆景变百花园、农
村变大景区、大学生变创业者、农民变富裕户。美丽乡村建设
不断升级。

“农村美先要基础好，我们努力像打造园区一样建设农村
设施。”江宁区农工委副书记刘权说，重视农村规划发展，就要
把农村像产业园区一样精心打造。

集群效应“放大”了江宁乡村之美。如今，从南京市中心出
发，10 多公里外就是江宁的美丽乡村大花园，一直绵延到江

苏与安徽交界处。
据统计，到 2017 年底，江宁区已创建市级以上美丽乡村

116 个，覆盖率达 70%。形成年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旅游收
入近 50 亿元的乡村旅游规模。美丽乡村与农业发展相得益
彰，带动农业现代化水平跃居至全省第三位。

党建引领：实现“五新强村”

走进七坊村，可以看到一个矗立的颇具现代感的标
志——— 一个缀着五角星和党徽的红色字母“e”，立在“为人民
服务”石碑上。这是七坊发展的写照：党员带领群众通过电商
共同致富。

七坊村党员群众活动中心，被村民们称为“党群微家”。党
群微家维系了一个“党支部+合作社+党员+乡贤+农户+经营
户+志愿者”的“7+”党建模式，引领七坊村特色田园乡村建设，
实现“五新强村”。

刘权说，“五新”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四变”，目标包括：加
快培育新主体、打造新田园、发展新业态、营造新风尚、促进新
融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南京江宁：“四变五新”助推乡村振兴

在上海的“后花园”、万里长江第一大
岛崇明，有一个小镇叫三星镇。得名“三
星”，是因为最早居住的渔民通过观测太
阳、月亮和星星的位置来安排渔业劳作。如
今，当年的小渔村从治污到植绿、护绿，再
从护绿到共享，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以前我们农村的厕所都是小粪坑，臭
气熏天不说，孳生蚊虫和病菌才是大问
题。”三星镇大平村党支部书记施惠杰告诉
记者，“早些年镇里对小粪坑进行了改造，
去年又扎扎实实开展生活污水处理全覆
盖，彻底解决后顾之忧。”

老百姓一开始并不理解。“那就得挨家
挨户走，听建议，改方案。污水治理是民生好
事。”施惠杰看着村里人心齐了，项目推进
了，环境变好了，心里十分感动。

垃圾分类在三星镇经历了同一过程。
饶百辉从三星中学退休后，成为三星镇推
广垃圾分类的志愿者。“刚开始老百姓真不
理解，说‘你这是没事找事，我们农民哪会
这些啊，垃圾能不乱扔就不错了’。”老饶干
脆每天帮着村民重新分类垃圾。几天过去，
村民看着白发老党员每天不辞辛苦，心里
过意不去就自己动手了。
治理污染，抬高环境“底线”只是第一步。

打造一个有花有绿，出门见花园，散步有廊道
的花样小镇，才是三星镇追求的目标。

三星镇的生态廊道以海棠作为主题树
种。2015 年以来，三星镇先后建设廊道 5500 多亩，种植海棠 10
万多株，形成了以海棠花溪、海棠苑等为核心区域，点线面相结
合的花岛大地景观。“我们从观、游、吃等农旅结合领域打造三星
镇的特色，开展民俗文化、赏花特色活动。”三星镇党委书记龚霞
说，“通过生态环境的提升，引导村民由单一农业生产逐步向旅
游服务、新型农家乐、特色农产品销售等产业转型。”

目前，三星镇已与上海植物园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三星镇
建海棠花培育基地，引进优良品种，将海棠花种植产业化。

在建设优美生态环境的同时，三星镇积极推进乡村振兴，以
新安村为试点，对田园综合体进行初步探索，让老百姓从中获得
实实在在的收益。百蔬园、万禾园、百果园的农田功能区，一个个
建起来。稻米展示、少儿农事体验、种子展示等展览功能区，让人
们流连忘返。2018 年，三星镇对田园综合体进行深化提升，引进
上海交大、哈工大等博士团队建立工作站，致力打造生态化、智
能化、科技化的田园综合体。

“出门看花，镇上就业，环境优美，邻里和睦，这样的生活是
每个人都期望的。”沈镇村退休老人顾惠忠说。

(记者朱翃)据新华社上海 8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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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8 月 14 日电(记者贾立君)内蒙古将围
绕产业兴旺目标，培育“农字号”特色产业基地，带动乡村产业
集群化发展。

这是记者从 14日召开的内蒙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
推进会得到的信息。目前，内蒙古已编制完成《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 2018-2022 年》，各盟市、旗县区正在按照此规划研究“三
农三牧”工作，编制乡村振兴实施方案。

内蒙古自治区要求，各地要依托本乡本土资源优势，宜农
则农、宜牧则牧、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加快农牧业
新旧动能转换。特别是要瞄准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产
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把乳肉绒、粮果蔬、林沙草

等特色优势产品打造成绿色安全放心的内蒙古“名片”。
同时，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度挖掘农村牧区生态

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
加快发展休闲农牧业、观光农牧业、创意农牧业，培育农村牧
区新产业新业态，推动资源全域化整合、多元化增值。依托农
牧业产业园区，打造一批农村牧区产业融合发展平台，试点建
设一批田园综合体，重点培育一批“农字号”特色产业基地，带
动乡村产业集群化发展。

2019 年内蒙古将全面启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计划到
2020 年，90% 的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农村牧区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到 85%，并建成一批高起点的特色小镇。

内蒙古将培育“农字号”特色产业基地

▲ 8 月 14 日，在河北永清县三圣口乡冰窖村，游客在采摘葡萄。河北省永清县三圣口乡冰窖村是该县有名的葡萄种
植专业村。近年来，该村大力推广引进葡萄种植新技术、新品种，引导农民种植错季葡萄，实现了每年 4 月至 9 月都有不同
品种的葡萄上市。目前全村种植葡萄 5000 余亩，年产值达 3000 余万元。 新华社记者李晓果摄

河北省永清县：葡萄丰收乐农家

▲ 8 月 13 日，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一刺绣企业，
一名妇女在晾晒加工刺绣作品。

近年来，山东省沂源县积极带动广大家庭妇女从事刺
绣、针织产品的加工生产，通过成立产业协会和专业合作
社，将这些产品从农家妇女的针线笸箩引向全国大市场，
并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地脱贫增收的“美丽产
业”，广大妇女用双手织绣出美丽新生活。

新华社发（赵东山摄）

山东沂源：“新织女”织绣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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