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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责任编辑
董 健

每周影像

▲村民李兴章（左）在自家的门面经营手工挂面
馆（ 11 月 9 日摄）。

▲游客在作坊小镇的店铺里购买当地土特产
（ 11 月 7 日摄）。

破解移民安居与致富的“密码”

▲手工扇子经营者李宗琴（左）在承包的门店
里编制手工扇子（ 11 月 9 日摄）。

如何让秦巴山区易地搬迁的居民安居又致富，“山村能人”陈
国盛在创建“中坝作坊小镇”的过程中，破解了这个困扰搬迁群众
多年的难题。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后柳镇山大沟深，地广人稀，生产生活条
件恶劣。2011 年 5 月，陕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全面启动，有 72 户
245人因地质灾害、洪涝灾害威胁统一搬迁到中坝村。迁出群众的生
活条件虽然得到明显改善，但因产业支撑不够，从而出现了外出打
工的“空房”现象。

2016 年，石泉县实施“能人兴村”战略，通过能人带动，振兴
乡村经济。

后柳镇找到了有返乡投资意愿的陈国盛。经过多方考证，陈
国盛立足中坝村旅游资源优势和移民社区布局，成立统一的运

营公司，将 72 家农户闲置的一层房屋，统一改造、装饰成游客
可进店免费体验的农产品“线下”实体店。运营公司则以电商平
台为载体，在“线上”对实体店的农产品进行推广和销售，让村
民在“楼上安居、楼下乐业”。

2017年 5 月，中坝作坊小镇开始试运营，48名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有的还自主承包经营当上了“老板”。如今的作坊小镇，装饰
得古朴而典雅，古老的工具、传统的技艺，让游客找回了记忆中的
乡愁。陈国盛说：“在小镇里，一些传统文化得到了保护和传承，村
民们也获得了稳定的收入。”

目前，作坊小镇的景区经济和已经建成的电商扶贫基地，正
带动周边 8 个村 600 多家农户发展订单农业，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作坊小镇的员工在打包邮寄当地土特产（ 11

月 9 日摄）。▲游客在作坊小镇里体验古法榨油（11 月 7 日摄）。

▲游客在作坊小镇广场上参加篝火晚会（ 11 月 8 日摄）。


	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