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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11 月 22 日电(记者胡虎虎)当再
被问起家住何方时，47 岁的都热·加尔曼终于可以不
用指着喀喇昆仑山说，“那边，山里面”了。都热熟练地
说出“塔提库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纬七路 224 号”，
这是他的新家，距县城仅 25 公里。

都热从喀喇昆仑山深处的大同乡阿克托尕栏杆走
来。今年，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陆续对居住在
偏远山区、难以实现就地脱贫的 358 户贫困户，实施易
地扶贫搬迁，统筹各项扶贫和保障措施，帮助贫困百姓
“搬得出、住得下、能致富”。

对生在牧民家庭的都热来说，告别故土是一个艰
难的决定。“我就是在山里长大的，老人在这里，牛羊也
在。”今年 4 月，他和妻子就到安置点参观过，但夫妻俩
还是“坚持”到 11 月再次参观后，才领取钥匙。期间，县
乡村三级扶贫干部多次上门宣讲，为都热一家搬迁解
开心结。

决定搬迁时间后，都热的妻子那尼克·苦卡尼提前

一周缝制好 12 床新被子。出发前一天，都热和妻子商
定，由他先去安置点布置新居，那尼克则暂时留守，照
顾母亲、看管牛羊。

“被子是招待客人用的，锅碗要去县城买新的。”都
热对再次来访的记者说。环顾简陋的旧屋，被透明塑料
纸包裹得齐齐整整的被子成了最耀眼的物品。

从深山里的居所到县城附近的安置点，全程约
250 公里，却不是一马平川。都热牵着驮有行李的骆
驼，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只有枯水期能通行的河道里。
步行约一个小时后，到达阿克托尕栏杆村村委会附近，
随行的乡干部用对讲机喊来货车，开始向县城转运。

“以前，长辈们去县城要带干粮，骑马走牧道，三天
才能到。”货车疾驰在今年九月刚铺好的柏油路上，都
热与同伴们聊着，“这条路没修好的时候，我们去县城
要六七个小时呢！”由于路途遥远，县政府安排了贫困
户搬迁补助费。笑声不时从车里传来，向群山诉说着对
新生活的憧憬，直至山外的世界。

都热计划购置新锅碗等用品的计划“落空”了。
通过“万企帮千村”专项行动，大同乡协调企业为像
他一样的贫困户购置了洗衣机、燃气灶、电饭锅等家
用电器。塔提库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工作人员
早已为都热的新房调试好取暖锅炉，甚至连板床、窗
帘也准备妥当。

面对“蜂拥而来”的幸福，都热一时反应不过来。
他一会儿用手摸摸暖气片，一会儿又打开配电柜瞧
瞧，再捏捏窗帘，这 80 平方米的安居房似乎怎么也
看不够。门前小院里，坐落着 100 平方米的标准棚
圈，顶部的抽风机正转个不休。在安置点周围，新开
发的耕地、人工培育的草场，将按计划投入使用。

告别喀喇昆仑，小柴炉、光伏电板、河坝水，这些
曾经生活中的必需品，以后都只会存于都热的记忆
中。“那尼克能去卫星工厂上班，编织手工艺品；等综
合市场完工，我们还计划开商店。”在这个偌大的安
置点，他还发现了这两处最激动人心的地方。

巍巍井冈，群峦叠翠。
这里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著名的革命老区，但也曾

是山高路陡、交通不便的贫瘠山区。
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井冈山以旅游为支柱加快

经济社会发展，往日的贫瘠山区变身享誉国内外的旅
游新城，老区人民靠吃“旅游饭”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革命圣地变旅游胜地

初冬时节，井冈山茨坪镇最热闹的步行街天街上
依然人流如织。

40 年前，天街所在地还是一片稻田，那时的井冈
山只是个山高路陡、交通不便的贫瘠山区，当地农民主
要靠种田为生，人均年收入仅 65 元。

改革开放后，1982 年，井冈山凭借着厚重的革命
历史、旖旎的自然风光被批准成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
重点风景名胜区。从此，这个地处罗霄山脉中段、为中
国革命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贫瘠山区开始走上了旅游发
展的道路。

今年 50 岁的俞华是井冈山较早一批从事旅游接
待的人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他在井冈山茨坪镇开了
一家餐馆，接待前来旅游的客人。“那时候，井冈山的旅
游还处于起步阶段，游客远没现在这么多，餐馆、宾馆
也还比较少。”他说。

1995 年，井冈山正式提出“旅游兴市”的战略，当
地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

修通上山高速公路、将政府从山上搬到山下拓展
旅游空间、推出“吃一顿红军餐，唱一首红军歌，走一趟
红军路，扫一次烈士墓”等红色培训旅游项目、举办井
冈山国际杜鹃花节……在随后的 20 多年里，井冈山始
终将旅游作为主导产业，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让景区知
名度越来越高，游客也越来越多。

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介绍，2017 年，井冈山共接
待游客 1732 . 5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38 . 89 亿元，
以旅游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超过 50%。

“之前对井冈山的印象就是红色摇篮，没想到这里
的生态也这么好，满目青翠，空气中都有一股甜味，让
人神清气爽。”来自云南的游客李波说。

景区旅游变全域旅游

蜿蜒穿过村口的溪流，篱笆围起的有机菜园，整洁
统一的粉墙黛瓦……走进井冈山柏露乡长富桥村，人
们很难相信，这里曾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小山村。

去年，在外打工的长富桥村村民赵小桃看到家乡
的巨大变化，决定留下来，她开了一家民宿，接待到村
里游玩的游客。她说：“以前村子藏在山沟里，满眼就是
土坯房、田埂路，现在开发出来以后，周末游客多，民宿
的床位都不够用。”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井冈山旅游名声在外，但过
去，游客主要集中在茨坪革命旧址群、茅坪八角楼、五
指峰等景区，其他镇村参与度并不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井冈山转变思路，并以创建国家
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着力推动当地旅游业
由过去的“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

如今，穿行在井冈山，人们发现像长富桥村这样的
小山村越来越多。

打糍粑、摘黄桃、吃农家乐……在井冈山茅坪乡神
山村，记者看到村口停了不少外地车辆，村里的黄桃基
地、农家乐内更是活跃着不少游客的身影。

地处黄洋界脚下，距黄洋界景区仅 10 公里，过去
神山村却鲜有人至，当地村民大多靠外出打工谋生。这
两年，神山村利用当地的良好生态，发展起乡村旅游，
并推出了农家乐、民俗体验、黄桃采摘等一系列特色旅
游项目。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去年，我们这个小山村共接
待游客 22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 120%，今年预计会
突破 30 万人次。”神山村村支书彭展阳说。

井冈山管理局旅游管理处信息中心主任黄桂永告
诉记者，目前，井冈山从事乡村旅游的经营主体已达上
千家，规模化民宿旅馆达 280 多家。

老区群众吃“旅游饭”奔小康

眼看村里旅游越来越火，前两年，井冈山市大井林
场大井村村民罗成财撂下锄头，开了一家农家乐，靠招
待村里的游客，年收入达到近五万元。

“以前我种过地、打过工，但都不如现在在家开农

家乐好！”他笑着说。
革命圣地变旅游胜地，景区旅游变全域旅游，井

冈山老区人民是最大受益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井冈山直接从事旅游接待、
旅游餐饮、旅游服务的就业人员达 4 万人，占全市人
口的 25%，旅游从业人员的人均年收入达 24000 余
元。去年，井冈山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978 年的 65 元
增至 9556 元。

靠开餐馆攒下的本钱，前几年，俞华又转行在茨
坪镇开出了四家木雕店。“现在山上游客越来越多，
一个做木雕手艺的人一天挣三四百块钱很容易。”他
说。

不仅是俞华，还有许多贫困群众也参与到旅游
中。

在脱贫攻坚中，神山村昔日的贫困户张成德将
自家住了大半辈子的农房腾出来，置办了餐具、桌
椅，开办了一家农家乐。如今，他家年收入超过 10 万
元。

记者采访发现，在井冈山，有很多像张成德一样
的贫困户靠吃“旅游饭”甩掉了贫困的帽子，井冈山
也于去年在全国率先宣布脱贫，成为我国贫困退出
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脱贫只是个开始。今年，我家盖了新房，并且改
造成民宿招待客人住宿了，未来，家里的收入肯定还
会更高。”站在自己的新家门前，张成德笑着说道。

(郭强、熊家林)新华社南昌电

昔日贫瘠山区变身著名旅游新城
革命摇篮井冈山以旅游为发展支柱，老区人民靠吃“旅游饭”脱贫致富

新华社合肥 11 月 22 日电(记者姜刚、王菲)淮河
行蓄洪区划定以来启用 128 次，转移人口 160 万人次，
群众“舍小家顾大家”，部分庄台群众存在吃水难、用电
难、出行难等“十大难”……“因水致贫”的行蓄洪区是
安徽省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记者走访发现，安
徽省坚持“减总量、优存量、建新村、分步走”原则，通过
庄台整治、居民迁建、产业发展等举措，昔日“水窝子”

如今换新颜。

听民意：“九小工程”扮靓生态庄台

房前屋后绿树成行，新建的水冲式公厕干净整洁，
生活平台上停放的农机、草垛井然有序……记者日前
在颍上县的溜孜口、二罗台等庄台看到，过去脏乱差的
庄台已经大变样。

“以前是‘北边刮风厕所臭、南边刮风垃圾熏’。”63
岁的颍上县赛涧回族乡溜孜口村贫困户李培凤感慨地
说，“现在垃圾有专人清理，旱厕改成水冲式厕所，俺们
总算过上了舒心日子！”

安徽省淮河行蓄洪区涉及 7 个市 19 个县(区)，总
人口 99 . 1 万人，其中 4 个重点县颍上、阜南、霍邱、寿
县均是国贫县，4 个县贫困发生率为 11 . 5%。区内有

199 个庄台，35 个保庄圩。淮河行蓄洪区划定以来启
用 128 次，转移人口 160 万人次，是全国使用最为频繁
的行蓄洪区。

“安徽省将行蓄洪区作为脱贫攻坚重点区域，给予
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安徽省扶贫办主任江洪说，该省
坚持“减总量、优存量、建新村、分步走”原则，持续出台
特惠性政策，仅今年以来省财政就安排 11 . 8 亿元资
金支持行蓄洪区，有序推进庄台整治、安全建设等工
作。

颍上县委书记熊德超说，颍上县近两年投入 2 . 1
亿元开展美丽庄台建设，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实施小花
园、小果园、小公厕和小生活平台等“九小工程”，满足
了生产生活需要。

占全省庄台总量约三分之二的阜南县也向脏乱差
“开刀”。这个县正全面展开行蓄洪区环境整治，已完成
投资 3 . 2 亿元，让每个庄台拥有“一条文明路、一口干
净塘、一块文化墙、一个小广场”。

补短板：“水窝子”换新颜

“以前我家住在保庄圩外的平房里，下雨时上面漏
雨下面进水。去年我搬到这里的两室一厅，除去政府补

助，我只花了 3 万元。”提及新家，寿县窑口镇和谐园居
民迁建小区贫困户许培苏乐得合不拢嘴。

记者走访看到，小区内道路整洁、环境优美，社区
文化广场、健身休闲器材等一应俱全。

目前，寿县 11383 户居民迁建任务全部完成。寿县
县委书记从维德说，为了让“舍小家顾大家”的群众过
上安心日子，该县采取统规统建、购房安置等模式，确
保搬得出、稳得住。

“居民迁建步伐持续加快。”江洪说，该省努力提高
安置标准，注重搬迁后续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基
本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提高群众可持续发展能力。

“今年修通了沥青路，主路面还拓宽了！”颍上县王
岗镇淮罗村贫困户罗福深说，原来“晴天一身灰、雨天
一身泥”，现在不用担心出行难了。

增强群众幸福感的还有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安徽
已完成投资 2 . 38 亿元，解决包括 1 . 84 万贫困人口在
内的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

拔穷根：从“种地”到“种水”

深水鱼、浅水藕、滩涂洼地种杞柳，鸭子、白鹅水上
游……

立足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变“种地”为“种水”，
安徽推动行蓄洪区发展适应性产业，产业扶贫走上
“快车道”，让群众彻底拔掉“穷根”。

在位于寿县的安徽瓦埠湖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
范区，寿县国运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西国
正在葡萄园内忙活着。

“在产业扶贫政策支持下，合作社带动 16 户贫
困户，务工一天能拿 60 元工资。”陈西国说，占地 50
亩的合作社集科学种植、采摘观光于一体，成熟期每
天仅游客上门采摘就能卖掉 200 多斤。尝到甜头的
他准备再增加 30 亩地。

寿县县委常委、副县长邬平川说，今年以来寿县
投入 1 . 2 亿元，在行蓄洪区发展稻渔(虾)综合种养
8100 亩，建成园林苗木、特色经果林基地 9800 亩，
扶持贫困户 6906 户。

“发展产业是稳定脱贫的治本之策。”霍邱县委
书记刘胜说。今年霍邱县发展稻田养龙虾 18 万亩，
其中行蓄洪区内 13 万亩，成立稻虾养殖合作社 26
个，引导 1 . 4 万名贫困户发展产业，亩均增收 3000
元以上。

在政策“组合拳”作用下，淮河行蓄洪区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已从 2014 年 89670 人减少为 33286 人。

安徽淮河行蓄洪区：“种地”变“种水”，因水致贫变因水而富

走在史店乡史店村的宽阔巷道
上，耳畔传来洗衣机的轰隆声。循声
而去，透过敞开的大铁门，三间崭新
的白墙红瓦房映入眼帘，一名农妇
坐在宽敞的庭院中晒着太阳，洗衣
机摆在房前，阳光透过房屋的玻璃
门窗反射出一层金色，让人心里暖
洋洋的。

史店村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
卫市海原县，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
旱，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西海
固”中的“海”，就指代海原县。“过去
哪有这好日子，冬天连衣服都不怎
么洗，能拖多久是多久。”农妇名叫
马瑞英，她告诉记者，自己今年 52
岁，一家人刚从山上搬下来没几个
月，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说：“以前我们一家在后面山
上住了几十年的土坯房，一到冬天
四面漏风。家里穷，买不起洗衣机，

手洗衣服冻得不行；再说山上灰大，

洗了衣服也没地方去晾。”

回忆过去在山上的冬日生活，马
瑞英有着倒不完的“苦水”：“别说吃
肉，新鲜蔬菜一个月都见不上几顿，
用了十多年的电视时好时坏……一
天天慢慢熬着，就盼春天到来。”

马瑞英说，自己一家是村里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被纳入了就
地搬迁扶贫项目，按照政策 1 人交
3000 元分配 60 平方米住房。

搬下大山，交通方便，马瑞英一家的收入也逐渐
有了起色。她说：“儿子通过技术扶贫学了驾照，现在
找到了开大车的活；过去儿媳一年到处找活干，只能
在公路上和男人一样干体力活，一天下来才 80 元，现
在村里的贫困户可以在地里打工，一天就挣 100 元。”

史店村党支部书记高正峰说：“为了帮助村里的
贫困户脱贫致富，我们村和邻村集约土地，和企业合
作种植了 4000 亩红葱，村里的贫困户每年可以在地
里打工 5 个月，再加上村里有运输车队聘用司机，大
家脱贫不成问题。”

液晶大彩电、三门大冰箱……住进了新房，又有
了稳定收入，马瑞英一家的“大肆采购”既有了由头，

也有了底气。

过去冬天，马瑞英每天就盼着春天早点到来；现
在遇上了“暖冬”，她盼望春天的心情却比以往更甚。

她说：“你看院子里这么好的地，来年春天我种上红
梅杏、香水梨，那该多美！”

(记者杨稳玺)据新华社银川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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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终于于不不再再说说““那那边边，，山山里里面面””了了
告告别别““骑骑马马走走牧牧道道””的的喀喀喇喇昆昆仑仑山山深深处处，，搬搬进进温温暖暖舒舒适适的的新新家家，，牧牧民民都都热热憧憧憬憬着着新新生生活活

大图：这
是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自治县
塔提库力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
点（ 1 1 月 1 9
日 无 人 机 拍
摄）。

小图：在去
往阿克托尕栏
杆村村委会的
路上，都热·加
尔曼牵着驮有
行李的骆驼通
过 山 间 河 流

（ 11 月 17 日
摄）。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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