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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银川 12 月 30 日电(记者于瑶、孙天朗)寒
冬时节，虽然毛乌素沙漠边缘的村落不见绿色，但是大
圪垯村农民黄清邦家院落却“热闹非凡”：新房垒起一
圈蓝色的院墙，羊圈里 100 只滩羊吃着青贮饲料，鸡圈
里 50 只滩鸡四处溜达……

“快过节了，滩羊 1 斤超过 40 元。从去年开始，滩
羊行情一路走高，我们大圪垯村家家户户养羊收入都
不错。”黄清邦说。

5 年前，大圪垯村还是宁夏盐池县有名的贫困
村。想养羊，封山禁牧后饲草料不足，产业发展受限；
想种地，机井水太少，只能覆盖小片土地，旱地广种
薄收。

养羊是大圪垯村脱贫致富的好渠道，而草原却是
大圪垯村民生存必须守护的。如何两者兼顾，是大圪垯
村 464 户村民苦苦求索不得解的难题。

2013 年，国能宁夏煤业集团来扶贫，发现大圪垯
村脱贫致富还得靠养羊。“不能按原来的养法，我们重
新配置水、土地、金融等资源，在恢复绿水青山的同时，
让村民摸到金山银山。”国能宁夏煤业集团扶贫工作队

队长、大圪垯村第一书记张青说。
张青在大圪垯村一待 5 年，刚来他就发现大圪垯

村“病了”，毗邻沙漠严重缺水，土地大量撂荒，年轻人
纷纷逃离，这里成了一个了无生机的村落。于是，国能
宁夏煤业集团先为村里打 8 眼深水机井，使水浇地从
700 亩发展到 5281 亩，占全村土地一半。水浇地产量
是旱地的 3 倍以上，仅种玉米每年可收获饲草 1 . 1 万
吨，增收 180 万元。

“有了水，我们可以种更多玉米，再做成青贮饲料，
不用再为饲草短缺发愁。”大圪垯村村主任冯克勤说。

水浇地多了，收割玉米又缺劳动力。为帮助大圪垯
村实现机械化，国能宁夏煤业集团投入近 150 万元，购
置青贮收割机、农用自卸车、大型拖拉机各 2 台。机械
化作业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确保了青贮饲料的营养
价值，还增加滩羊的适口性，大圪垯村进入农业 2 . 0
时代。

光有水和饲草料还不够，村民拿不出钱来扩大养
殖规模。扶贫工作队针对这个问题，组织实施了金融扶
持，国能宁夏煤业集团捐助 250 万元，当地配套 141 万

元，村民拿出 43 万元，形成了一个 434 万元的互助资
金池。

“有了资金，再加上技术、保险和销售渠道，解了后
顾之忧，村里滩羊养殖量大增，存栏量达 6800 只，年出
栏滩羊约 1 . 2 万只。我们最近就忙着发放互助资金的
事儿，把 434 万元发给 217 户村民，为明年多养羊提前
准备。”张青说。

国能宁夏煤业集团绿色扶贫的成功实践，使
大圪垯村重现生机。曾经因贫困外出谋生的村民
蔡生飞回乡创业，贷款流转承包 1340 亩荒地，种
上了青贮玉米，2018 年纯收入约 20 万元。不仅解
决了当地土地撂荒问题，还吸纳本村 15 名贫困村
民务工。

养羊的难题一揽子解决了，大圪垯村民腰包鼓了、
信心足了。2013 年人均收入只有 3000 元，2018 年预
计过万元，贫困户由 164 户减少到 3 户。

现在的大圪垯村，草原环境得到巨大改善，沙尘天
越来越少。羊多了，草也多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
丽景象又回来了。

宁夏大圪垯村：绿色脱贫，“羊羊得意”

新华社成都 12 月 30 日电(记者吴光于)一场瑞
雪，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的支莫尔乡装点
得格外迷人。雪后初晴的蓝天下，银装素裹的山林与顶
着厚厚积雪的民房相映成趣，如梦如幻。

古里大峡谷里，依坡地而建的集装箱酒店覆上一
层厚厚的积雪，被吸引过来安营扎寨的流浪狗“小白”
在雪地里撒起欢来。

这里曾是广为人知“悬崖村”阿土勒尔村——— 位于
支莫尔乡狮子山的半山台地上。过去，人们进出村子需
要攀爬由藤条和木棍编成的 17 段“天梯”。

“小时候上学，爸爸送我下山，会用一根绳子一头
套在我身上，一头绑在他腰上……”阿土勒尔村村支书
莫色子古记忆犹新。

2016 年 8 月开始，凉山州、昭觉县两级财政共投
入 100 万元，将原来的藤梯换成钢梯。2017 年 6 月 30
日，总共耗费 6000 根钢管、120 吨钢材、近 3 万人次人
力，从山底通往村庄的 2556级钢梯全部竣工。

除了修建钢梯，村里还引进了一家旅游公司投资
修建出山旅游索道，并整合资金用于村内道路建设。

“出行难”成为历史的同时，“上学难”也得到有效
解决。今年，当地政府投资 1300 多万元，将阿土勒尔村
小学改建为能容纳 400人的全寄宿制村完小，并在山
上建了一个幼教点，招收了 29 名幼儿，明年还将再建
两个幼教点，彻底解决“上学难”。

“爬到山顶找信号”是过去“悬崖村”居民的心头之
痛，如今随着基站的建成和宽带的开通，村里已实现
4G 网络全覆盖。贫困户还能免费领到智能手机、“光
猫”和机顶盒。随着通往外界的桥梁被打通，越来越多
的“悬崖村”村民成为“网红”，他们拿起手机，向外界传
递村里发生的大小事。

前不久，村民莫色拉博在悬崖天梯护栏上行走的
视频在网上热传。护栏位于半山腰上的一个观景平台，
当年正是他在陡峭的崖壁上为平台搭建打下了固定钢
钉。如今这个平台被命名为“拉博站”，莫色拉博也成为
村里第一位被旅游公司聘任的户外攀岩领队。

路好走了，“悬崖村”的精准扶贫思路也更清
晰——— 通过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带动脱贫致富。现在，
村里山上山下开起了 8家小卖部，山上办起了第一家
农家乐，山下有了第一家苞谷酿酒作坊。

利用独特的峡谷、溶洞、温泉、原始森林、岩壁、彝
族文化等资源优势，打造“悬崖村·古里大峡谷景区”成
为昭觉县的重要战略规划之一。

今年 4 月，投资 800 万元的古里拉达营地一期投
入运营。依山而建的营地保留了大峡谷原生地貌景观。
昭觉悬崖村文化旅游开发公司负责人董毅对这里的未

来充满信心：“明年还将再投资一亿元，在景区建成彝
族庄园精品民宿、悬崖书吧、帐篷木屋营地！”

“卷起裤腿、甩开膀子，现在‘悬崖村’的老百姓正以
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决心为美好的未来奋斗着。感恩奋
进已经深深铭刻在每个人心里。”支莫尔乡党委书记阿
吾木牛说。

大凉山“悬崖村”：瑞雪天里话变迁

新华社南宁 12 月 30 日电(记者刘伟、覃星星、农
冠斌)农业林业废弃物发电、云端深处出现现代化水
厂、山茶油产业发展如火如荼……记者近日在广西西
北部的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采访发现，这里的发展思路
调整后，当地“生态经济”红红火火，连绵的群山变身为
“山地银行”，为深山里的各民族同胞带来了发展新机
遇。

环江是我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位于云贵高原
东南缘、九万大山南麓，有着优越的气候环境和地理条
件，坐拥丰富的生态资源，但也是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

大山深处，一栋栋新民居掩映在绿树之中。在蜿蜒
曲折的盘山路上经过约 90 分钟行驶，山越来越高，雾
气越来越浓，一座被群山环绕的现代化水厂突然映入
眼帘。走进生产车间，各类先进的生产设备正在有序运
转，一位工人正在查看相关数据。

“深山才能出好水。这里的天然泉水品质优，但因

知名度不高等原因，当年我们的‘木论思泉’投产第一个
月仅卖出 9 桶，而今年以来已售出 4 万吨，约 100 万桶
饮用水。”广西木论天然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廖作强
说，为保证水的品质，公司不惜增加成本，将水厂建在
交通不便的山上，并与科研机构进行合作，对产品质
量、生产环境进行全过程监控。

廖作强说，不少贫困户经过培训后到公司务工，目
前水厂 50 名工人中 8人是贫困户。“明年我们计划增
加一条生产线，届时将为附近村民带来更多脱贫致富
的机会。”

在河池·环江工业园区，理昂农林废弃物热电联产
项目的机器发出轰鸣声。“以农林废弃物为燃料发电，
灰渣可制成农田使用的有机肥料，目前我们一天能够
消耗废弃树皮等原材料 1000 至 1200 吨。”环江理昂农
林废弃物热电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黄广霞说，项目能
够解决当地农林废弃物的处置难题，有利于增加农民
收入、推进经济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的双

赢。
记者走访了解到，环江县的桑树杆、桉树皮等农林

废弃物资源丰富。理昂农林废弃物热电联产项目能够
年处理农林废弃物 34 万吨，每年能为社会提供绿色电
力 1 . 8 亿度，节约标煤 7 . 2 万吨。通过收集处理甘蔗
叶、秸秆、树皮等农林废弃物，减少废弃物对当地大气、
土壤、水体的污染。

黄广霞介绍，项目还配套建设了高温高压循环流
化床锅炉，每年可为工业园区内的林产品、茧丝绸等加
工企业提供 40 万吨的蒸汽热能及电能供给，将对园区
产业转型升级产生巨大拉动作用。

在环江伍香源食品有限公司厂房内，山茶油的
香味扑鼻而来。公司负责人韦维指着铺在地上厚厚
一层的干茶果说：“厂里跟环江各地的合作社对接，
签订保护价收购协议，一年可收 2500 吨干果，今年
每斤的价格达到 13 . 5 元，激发了农民种植的积极
性。”

环江一直有种植油茶的基础，但以往当地农民
种植油茶“不成产业、没有规模、销路难寻”。如今，环
江已形成从种植到加工为一体的油茶产业链。当地
除了将茶果制成山茶油外，还研发出山茶精油化妆
品，进军高端市场。

为巩固产业开发脱贫成果，拓宽脱贫户收入来
源，环江从国有华山林场以“退桉还茶、退桉还药”方
式划出万亩林地，以油茶套种中草药种植模式，创建
万亩现代特色林业发展扶贫示范园区。园区覆盖环
江县 2 万多户贫困户。

山间坡头，一株株油茶在风中摇曳，人勤
巧干激活了“山地银行”，带来山绿人富。环江
县林业局局长覃栋表示，示范园区创建后，中
草药产业当年可投产收益，亩产值约 8 0 0 0
元，基地年产值可达 8 0 0 0 万元；油茶投产年
份，亩产值 4 0 0 0 元左右，基地年产值达 4 0 0 0
万元。

“生态经济”红红火火，大山深处山绿人富
我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广西环江，激活“山地银行”，创造发展新机遇

▲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人们沿着刚
建好的钢梯登上“悬崖村”（2016 年 11 月 29 日摄）。

新华社发（阿克鸠射摄）

▲ 12 月 30 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悬崖
村文化旅游开发公司工作人员漫步在雪后初晴的古里
大峡谷。 新华社发（董毅摄）

新华社贵阳 12 月 30 日电(记者齐健)一场瑞雪染
白了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渠镇高山村村民田应
明家的养殖场，多亏了稳稳的动力电，窗外的寒冷没打
搅圈舍里的猪崽。

高山村是贵州省最偏远的村庄之一，也是铜仁市
最后一个通电的村。这里三面被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的村庄环抱，剩下西面是百米高的山崖，乌江
水自南向北滚滚流向长江。

罗禄贤是高山村驻村第一书记，也是沿河县供电局
职工。用老罗的话说——— 高山的电从“水上”来。因为这
里的每一根电杆、每一台供电设备都是从乌江对岸的思

渠镇用船运到山脚下，再靠人力抬上百米高的山崖。
记者空手攀爬百米山崖，中途休息了一次，爬到村

口不住地喘气。
“当年 9 米长的电杆，都是职工和村民们一根根连

抬带推弄上来的。”老罗回忆说，2007 年，农网改造的
春风吹到了偏远的高山村，虽然电杆很重，却没有一个
村民喊累，只为能尽早通电告别煤油灯。

如今，高山村人已经不满足于通电。田应明在广州
养过猪，去年回来申请了三相动力电，从散养几头猪一
下子发展到上百头猪的养殖场，稳定的电力不仅能满足
猪食加工、照明和抽水用电，也能确保幼猪安全过冬。

2018 年，贵州省电网建设投资 120 亿元，其中对
农村电网建设投资超过 80 亿元，优先保障易地扶贫搬
迁和产业扶贫项目用电，从“用上电”到“用好电”，实现
贫困户生活用电、农村动力用电“两不愁”。6 年来，贵
州省实施的“小康电”项目令 1270 余万群众受益。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如火如荼。现在高山村通了
公路，可由于山高坡陡弯急，电力物资还得从水路运
输，光是一百多根电杆就要拉三天。

“高山村人已经习惯了电从‘水上’来，下一步还想
借电取水，抽乌江水灌溉，一改村子几百年来没有一亩
田的历史。”老罗说。

贵州高山村：这里的电从“水上”来

新华社海口 12 月 30 日电
(记者陈凯姿)自从和帮扶人结
下“亲戚”，年近花甲、身患残疾
的特困户黄陆明也开始计划脱
贫。看着村里扩建的水泥路和
新房，他逢人便说：“身边有了
贴心人，现在脱贫也不迟。”

黄陆明是海南省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什玲镇人，他所在
的界村，贫困发生率曾超过
50%，和南林乡的东方村成为
县里仅剩的两个深度贫困村。
两个村被定为海南省林业局的
精准扶贫对象。

几年来，海南省林业局先
后派驻帮扶人到东方村和界村
进行亲情扶贫、生态扶贫。来了
扶贫“亲戚”，落后村从头到尾
变了模样，贫困户的日子有了
奔头。

2016 年起，海南省林业局
在扶贫定点村东方村连续派驻
了三任驻村第一书记。今年 5
月，该省林业系统又抽调 6 名
干部组成扶贫工作队驻扎界
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帮扶人下村，仅是扶贫第
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驻界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许
卫国说。为尽快准确掌握贫困
户的致贫原因，为脱贫把脉，他
带着 5 名队员住农家小房，搭
起简易床铺，与贫困户同吃同
住同劳动，和结下的“穷亲戚”
们打成一片。驻东方村的第一
书记黄海警，回忆刚到村里时也是挨家挨户串门
调研摸底，做贫困户的知心人。

没过多久，帮扶人就对具体情况了如指掌：卫
生和精神面貌差，产业和就业压力大。

在界村，以前很多村民大清早就开始喝酒，更
传有打油诗：“村道遍地猪粪，老旧破房分散。村民
喝酒成风，精神萎靡不振。”2014 年被列为特困户
的黄陆明就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

另一方面，由于资金少，老弱伤残多，村民仅
靠种槟榔、割橡胶等维持生计，没有产业支撑，更
没有就业门路，扶贫步履维艰。

问题摸清楚了，“亲戚”结下了，就得“一户一
策”想点子、找出路。界村扶贫队决定将村容村貌
整治作为突破口。

借危房大规模改造的机会，队员指导村民申
请政府补贴，修建完善卫生间、排污管道等设施，
很快便解决了生活污水横流的现象。

村容变了样，可部分人对脱贫却漫不经心，腿
脚残疾、老婆瘫痪的黄陆明就是其一。扶贫队队员
郭智珂便主动同他结了“亲戚”，用“感情牌”让黄
陆明主动报名参加产业扶贫。今年 8 月，界村 80
名贫困村民还去了其他先进村学习美丽乡村建设
经验。

要想长久脱贫，产业是第一选择。海南省林业
局调研后决定在东方村和界村“多条腿”走路，解
决“等靠要”难题。村里引进资本，以“公司+贫困
户”或“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发展种植养殖后，贫
困户参股分红；申请生态护林员公益岗位，吸纳了
两个村共 58 名贫困户就业；鼓励部分贫困户先脱
贫致富，发挥示范作用。

几年来，用于两个村的扶贫资金共计 750 余
万元，帮扶人还在村里举办种植养殖等劳动技能
培训班，因病致贫的村民，也被送往医院治疗。

“我从‘南林’来，带着兰花草……”在今年的保
亭县“互联网+爱心消费扶贫大集市”活动上，东方
村脱贫帮扶人黄海警现场动情哼唱。他说，生态扶
贫兰花基地正改变着贫困户的生活。

东方村的贫困户在冬种时节过后，再也不像
往常一样闲着没事干。种兰花、办养殖场，个个争
着成为“脱贫之星”。

东方村的兰花盛开时，界村新引进的 50 亩百
香果种植项目，正搭架种苗，光伏发电项目也开始
运营。扶贫队长许卫国说，这将带动村里 117 户贫
困户增收致富。

两个落后村还发展了椰子手工皂、鸽子、种羊
养殖等项目。58 名贫困户当上了生态护林员，每
人每年能领到 1 万元工资。如今，东方村 113 户
433人同步享受产业扶持政策；界村建档立卡的
126家贫困户中仅余 3 户未脱贫，两村均实现整
村脱贫摘帽。

村民们边笑着聊天边在地里忙活，崭新的住
房与槟榔田园相映成趣。还未脱贫的界村贫困户
黄陆明，按照扶贫队请来的专家给出的意见积极
打理自己的槟榔园。他说：扶贫“亲戚”来了，村子
变了，自己脱贫摘帽的信心又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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