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0 月 6 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完颜文豪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4 元 每月 23.8 元 年价 285.6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3073979 、6307207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10-88406617 、13901102545

新华社南宁 10 月 5 日电(记者曹祎铭、陆
华东、李雄鹰)干农活、摘果子、捉鱼虾……当这
些原本再普通不过的乡村农事通过农民的手机
镜头直播，并引来大批城里人追捧时，一系列奇
妙的“化学反应”让农民成了“网红”，由此带来
的经济价值、农业技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正成为
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动力。

不拼颜值的“网红”农民

今年 31 岁的甘友琴是广西灵山县的一名
普通农民。一年前，甘友琴的生活被几段干农活
的小视频而改变，一下子成为不少网友追捧的
“网红”。

“家人一时兴起想让我试试做网络直播。我
想自己又不是大美女，说话还不标准，会有人看
吗？”甘友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自己取了“巧
妇 9 妹”这个网名，并时常在田间干农活以及制
作当地特色美食的时候进行直播。

很快，关注她的网友越来越多，不少网友在
甘友琴直播期间表示希望品尝到当地果蔬和特
色美食，于是甘友琴又尝试着开起了网店。今年
4 月，甘友琴在直播中推介了一种在当地生长
的柑橘，短短 24 小时就卖出了 6 万多斤。
自 2017 年 5 月试水网络直播以来，甘友琴

在数十个网络平台上拥有了数百万的粉丝。
与此同时，甘友琴通过电商平台自销和代销
的农产品销售额已突破 1000 万元。

与甘友琴有着相似经历的网名为“乡野
丫头”的湖南怀化农民则利用互联网直播平
台将侗族的风土人情传递给了广大网友。靠
着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乡野丫头”的直播
平台被许多网友称为“精神上的农家乐”。不
少网友表示，自己已深深爱上了这些具有特
色的少数民族文化，而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也
勾起了他们内心的乡愁。

农村深度“触网”让手机成为

“新农具”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村地
区网络覆盖范围的扩大，我国农村地区网民
规模不断增加，手机已逐渐成为不少农民发
展生产的“新农具”。同时，这也为农民“网红”
讲好农村故事、传播最真实的乡村声音打开
了一扇大门。

2017年 3月，由付永、柴现恩、张详威三位
农业技术专家和七名谙熟新媒体技术的年轻人
组成的“付老师种植技术团队”在河南郑州成
立。他们利用互联网直播平台制作视频、图文，

把农业生产技术通过互联网传授给广大农民。
团队创立之初，付永和队友们怀疑农民

上网的普遍性，对农民在网上学习农技存怀
疑态度。“我们一开始的尝试，时断时续，每隔
几天发布一篇文章，没时间就不写，但是后
来，随着文章点击量越来越大，不少读者直接
在网上咨询各种种植技术问题，我们整个团
队开始改变当初的想法。”付永说。

如今，“付老师种植技术团队”每天都会
收到许多农民在互联网平台上的私信提问。
“我家菜根烂了怎么办？”“怎样让弯黄瓜变
直？”……

借助互联网平台，“付老师种植技术团队”
的服务还打破了地域限制，不少在国外从事农
业生产的中国农民也得到过付老师团队的帮
助。而他们在互联网平台上也拥有了数十万的
粉丝，在这些粉丝中，农民占了很大比例。

益农信息助力乡村振兴

在农民“网红”不断涌现并凸显经济价
值、技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背后，是各类益农
信息借助“网络”进入千家万户的过程。

作为全国信息进村入户整省推进示范
省，江苏省已经建成运营 1 . 3 万余个益农信

息社，全省涉农行政村覆盖率达 89 . 9%。同
时，江苏省也在推进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通
过搜集、分析、分发相关农产品信息，及时调
整种植结构、规模，可以有效缓解农产品过剩
与滞销难题。

江苏省互联网农业发展中心主任徐茂告诉
记者，随着“互联网+农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益
农信息能够进村入户，让农民及时获得，这对于
推进智能农业生产、拉近农户与市场距离、农业
供给侧改革、发展农村电商有很大帮助。

此外，国内一些互联网企业也开始关注
“三农”，并着力布局“三农”信息平台建设，以
此助推农村“网红”经济发展。例如，今日头条
在以往成功推出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农民
“网红”的基础上，今年 7 月还专门推出“三农
合伙人”计划，宣布未来 12 个月内将投入 5
亿元用于补贴“三农创作者”，进而激发农民
“网红”在农业生产中的带动作用。

“未来地方政府可以尝试与一些大型互
联网公司合作，优势互补，利用其技术与平台
优势，共同推进三农信息普惠。”徐茂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认为，发展现代农业不能单打独斗，不
仅要有龙头企业带动，关键还要培养一批懂互
联网技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新型农业主体。

不用拼颜值，越来越多农民成“网红”
农村深度“触网”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动力

新华社银川 10 月 5 日电(记者靳赫、温竞
华)秋日的清晨，一场雨水骤然而至，正在宁夏
盐池县城办事的陈自彪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
在街边拦下一辆出租车，直奔盐池县青山乡二
道湖村附近的一座山头而去。

40 岁的陈自彪是二道湖村村民，也是村旁
山头的护林员。除了每天例行巡山，碰上刮大
风、下大雨等情况，他会及时上山查看，确保护
林工作万无一失。如此上心，是因为他深知这片
绿色对全村意味着什么。

盐池县位于毛乌素沙地南缘，干旱少雨，生
态环境十分脆弱，以前由于过度放牧等问题，土
地沙漠化现象严重。20世纪 80 年代，盐池县土
地沙化面积占土地总面积 80% 以上，全县四分
之三的人口和耕地处在沙区。二道湖村村民就

曾饱受风沙之苦。
“我小时候，山上的草被羊啃完了，沙丘

也‘活’了过来，朝着村子移动。”陈自彪说。据
村民们回忆，当时风沙遮天蔽日，沙子连着房
子，小孩常从沙丘直接跳上屋顶玩耍。为了躲
避黄沙，村子整体搬迁过一次，可沙丘紧追不
舍，没多久又到了村口。

在村民们一筹莫展之时，盐池县开始大
规模修复生态，陈自彪亲眼见证了肆虐的黄
沙如何被制服：用稻草、麦草等扎成的草方格
像一张大网，将流动、半流动沙丘固定，草方
格中间点播耐旱沙生灌木，再适时播撒草籽，
“沙进人退”逐渐变成“绿进沙退”。

“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都主动领了草籽，用
来配合政府治沙。天一下雨，我们就用脸盆、

水桶装上草籽上山播撒。草种了死、死了种，
一年又一年，没听谁抱怨过。”二道湖村村民
小组组长陈有强说。

盐池是养羊大县，管不好羊，生态建设难
以有效推进。2002 年底，盐池县率先在宁夏
实行禁牧封育，消息传到二道湖村，村民们感
慨万千。“当年乱放羊，让我们受尽了沙害的
苦。禁牧后羊要圈养，会提高养殖成本，可环
境好了，我们的日子才能好，这一大一小两本
账，我们真得用心去算。”陈有强说。

一系列措施使盐池县草原以每年 29 万
亩的速度修复， 200 多万亩沙化土地全部得
到有效治理，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林木覆盖
度分别达到 70% 和 31% 。生态环境好转的
同时，滩羊养殖等特色产业也得到蓬勃发

展，盐池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02 年的 1400 多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9500
多元。

生态福利实实在在摆在二道湖村村民眼
前，羊与草、人与沙的生态账大伙也终于算
得明明白白。 2013 年，二道湖周边区域被
正式划入宁夏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
为盐池县生态屏障的一部分。同年，陈自彪
主动申请成为护林员，每天守护着家门口这
片绿色。

如今的二道湖村周围，花棒、杨柴、柠条、
沙柳及各种不知名的野草爬满山坡，来自毛
乌素沙地的北风翻过山坡时，已吹不起黄沙，
只余阵阵凉爽。山腰上，村庄静谧而安详，村
民们的好日子刚刚开始。

羊与草、人与沙的生态账越算越清
三十多年来，宁夏二道湖村从“沙进人退”逐渐变成“绿进沙退”，村民好日子刚刚开始

▲ 10 月 3 日，一名小朋友在鄢陵县五彩大地展园内赏花。

近年来，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依托花木种植传统优势，大力发展花木产业“美丽经
济”。目前，全县花木种植面积达 70 万亩，种植品种达 2400 多个。2017 年，鄢陵县花木产
业综合产值达 71 亿元，为实现乡村振兴发挥重要示范作用。 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美丽经济”促乡村振兴

新华社北京 10
月 5 日电(记者郁琼
源)财政部近日印发

《财政部贯彻落实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对财政系统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
施，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作出全面工
作安排。

意见强调，要准
确把握支持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总体要
求，围绕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总目标和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
总方针，与《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相衔接，着力构
建完善财政支持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
体系和体制机制，确
保投入保障到位、政
策落实到位、机制创
新到位、监督管理到
位、职能发挥到位。

意见提出了建立
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多元投入保障制度、构建
完善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策体系、着力
提升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政策成效、切实加强组
织保障等 4 个方面内容。具体包括完善农业农村
投入优先保障机制、创新乡村振兴多渠道资金筹
集机制、加快构建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
制、大力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大力支持乡村绿
色发展、大力支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
动建立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全力支持打赢脱
贫攻坚战、推动全面实施财政涉农资金绩效管
理、切实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监管等 15 项政策内
容，明确了具体任务措施和分工安排。

意见明确，各级财政部门要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工作重中之重，把农业农村作
为财政支出的优先保障领域，公共财政更大力
度向“三农”倾斜，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
持续增加，确保财政投入与乡村振兴目标任务
相适应，坚持绩效导向、加强管理，将财政资金
的分配和使用管理与支持乡村振兴工作的实际
成效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坚
持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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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10 月 5 日电(记者
王春雨、张玥)秋日雾霭下，伴着鸡鸣犬
吠，黑龙江省通河县富林镇林胜村的几
处空房子在“十一”假期迎来了新房
客——— 慕名而来的外地游人。在这座位
于通河县铧子山脚下的偏远小村，昔日
农民进城后的空置老屋，如今成了游客
心中的“主题民宿”。

铧子山是哈尔滨市周边知名的旅游
景点，虽然地处景区附近，但林胜村却曾
因山而“空”。村民告诉记者，村里离通河
县城远，随着在外打工、陪子女上学的村
民日益增多，全村近一半的房子都空了。

通河县通往铧子山景区的公路穿
过林胜村，道路西侧有 18处院落，平时
空闲 12家。村民李伟说，眼下农民也流
行“走读”，农业靠机械，一年最多忙 2
个月，干农活时回村，其余时间都住在
县城。

铧子山上云卷云舒，空气中透着
原始森林的甜味，村旁池塘倒映着山
中岁月，这些在村民眼中司空见惯的
情景，却是很多游客梦寐以求的世外
桃源。2017 年，通河县为推动美丽乡
村建设和旅游产业深度开发，整合租
用了铧子山林场和林胜村的 26 栋民
房，依托好生态打造电影主题民宿。

村民江新锁家如今是“致青春”主
题电影民宿，墙上的电影海报和经典
对白，让人置身于民宿之内，心绪却回
到自己“青葱时代”。江新锁告诉记者，
这栋 96 平方米的房子原是父母居住，
前两年父母搬到县城后，老房子就空
了。去年老屋以每年 1 万元价格出租，

合同期一签就是 10 年。他说：“太让我
惊喜了，没想到空房子还能赚钱。”

黑龙江中朗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改建了 3 套老房子。仅几个月的时间，低矮的农家小院变
成了“致青春”，双层民居变成了“云上的日子”，每栋房子、
甚至每个房间都有独特的电影主题。村口废弃的厂房变成
了游客接待中心，还能举办小型艺术展，昔日冷清的林胜
村，成了时尚而有韵味的电影主题民宿村。

“民宿村的建立，不仅让‘空巢村’又有了人气，还改善了
农村环境，促进旅游业升级，增加农民收入，一举多得。”黑
龙江中朗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嘉说。

林胜村党支部书记李明告诉记者，原来的老房子室外
没有保温层，室内没有上下水，改造后都有了；过去农民取
暖用秸秆，现在用电，干净卫生；以往生活垃圾随处扔，现在
统一收集，送到指定地点处理。老屋变民宿，不仅增加了农
民收入，还改变了农村环境。

眼瞅着民宿越来越火，一些“走读”村民开始琢磨着回
来当服务员、厨师，村里一家主打“土菜”的农家乐也正在筹
建。“以后我也想回村做点小买卖，把山里的大榛子、黑木耳
推荐给游客们。”江新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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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济南 10 月 5 日电(记者袁军
宝)“游客爆满，房间提前半个月就预订完了，
民宿前的小广场车都停不下。”山东淄博市博
山区池上镇泉子村党支部书记吴圣霞说起国
庆节期间村里民宿的经营情况，言语中洋溢
着喜悦与兴奋。

5 年前，吴圣霞刚被选为村主任时，她是
满心担忧。泉子村地处鲁中山区，虽然风景秀
美，但交通不便、山地贫瘠，村里的年轻人陆
续走了，许多老房子塌了顶，泉子村成了一个
地地道道的“空心村”“贫困村”。

吴圣霞说，近几年发展乡村旅游，村里盘

山路通了，建起了特色小木屋、石头屋，游客
越来越多、村民收入越来越高，“原来觉得山
沟里没出路，现在觉得干劲十足。”

山北为齐、山南为鲁，2000 多年前齐长
城在这片山区修建。如今这片山区、古老齐长
城的两侧，人们正通过乡村旅游书写着越来
越多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故事。

距泉子村不远的池上镇中郝峪村上演着
乡村旅游脱贫致富的故事。2013 年全村土地、
房屋、果园、山林等资源评估后入股成立专业
旅游公司，村民走上共同致富路。“去年仅村民
得到的分红就达 55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

到 3.8万元。”中郝峪村支部书记赵东强说。
“石头村”土峪村、“美食休闲”乐疃村、

“艺术写生”上端士村……记者了解到，一
批特色乡村旅游村庄正在淄博市蓬勃发
展，带动了大量就业和乡村面貌快速变化。

“乡村旅游正成为推动精准扶贫、撬动
乡村振兴的一个有力抓手和支点。”据淄博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张守君介绍，目前淄
博全市已有 97个国家级及省级农业旅游示
范点、28个省级旅游强乡镇、82个省级旅游
特色村。去年全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3470
万人次，实现乡村旅游综合收入 233亿元。

“游客爆满，小广场车都停不下”
山东淄博鲁中山区乡村旅游促乡村脱贫振兴

(上接 1 版)既强调资源统筹，又不乏各自精彩。临近虹
桥机场的上海市长宁区，目前已完成 102 幢区内优秀历史
建筑的中英图文编撰、音频录制及挂牌工作，整合推出“博
物馆奇妙日”“邬达克密码”等微旅行线路，展示长宁的海派
文化特质。

看街景：从街头到天空开启 360 度“美颜”模式

重大国际性展会，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绝佳窗口。从河道
到绿地，从街头到天空，上海正在开启 360 度“美颜”模式，

让游客转角遇见景、拍照可刷屏。

立体绿雕的荷花与荷叶，洒落点点水珠，营造荷塘胜景
的意境，表达合作共赢的愿望。在上海的陆家嘴金融城，以
进口博览会为主题的大型花坛“珠联璧荷”，成为众多游客
拍照留念的背景。

上海绿化市容部门表示，庆祝国庆佳节、迎接进口博览
会，“十一”期间上海全市共布置地栽花坛花境约 18 . 4 万平
方米，单季用花量达到 1000 万盆以上。

7 条河道“水清岸绿”、逾 16 公里道路架空线入地、28
个路段景观提升……位于“大虹桥”辐射圈的上海市闵行
区，正在以最佳状态、最美面貌迎接盛会的召开。

架空线入地是城市景观整治的难点。上午九点钟开会
协调，晚上七点钟汇报工作进展，十点钟实地踏勘、修改计
划……这样的场景，今年 9 月在闵行架空线入地工作指挥
部几乎天天发生。

随着一个个“硬骨头”被啃掉，遮挡视线的“蜘蛛网”如数褪
去，一望无垠、满眼清爽的进博会蓝天悄然出现在市民眼前。

看功能：“6 天+365 天”展示交易平台加速落地

进博会的展品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商品，进入国内消
费者的家中？6 天的展览，如何形成辐射全年的效应？上海
各区正在加快“6 天+365 天”常年展示交易平台的落地，承
接博览会的溢出效应。

国家会展中心南侧新建成的 80 万平方米城市综合体，
未来将是“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的主功能区。目前，这一平台
已经与 41 家全球知名组织、行业协会及国内外企业签署入
驻协议。“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招商服务总监李文畅表示，平
台将引入来自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有望
实现进口水果 72小时从原产国“飞”到中国居民家中。

国家会展中心所在的青浦区，已经制订了一整套方案，

吸引进口博览会的展商落地。“在市民的心目中，青浦原来
属于远郊。但随着进口博览会的召开，青浦成了上海新一轮
对外开放的‘大前门’。”青浦区委书记赵惠琴说。

为全球新品在沪首发营造最优环境，上海已专门建立
“首发东方”平台，积极对接进口博览会的参展商，为新品发
布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做到“三个结合”：场内和场外发布
相结合、线上和线下发布相结合、发布和落地销售相结合，

把展品及时变成消费者触手可及的商品。

长三角电子商务中心、虹桥国际展汇……随着一批实
体机构的揭牌、线上线下的打通，虹桥商务区正在成为长三
角城市“买全球”“卖全球”的窗口。虹桥商务区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任闵师林说，借助进口博览会的机遇，虹桥商务区将
联合企业、联动长三角、联通海内外，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以及合作共赢。 (记者何欣荣、陆文军、周蕊、张建松、
周琳、杜康) 新华社上海 10 月 5 日电

上海全城涌动“进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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