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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2 月 11 日电(记者姜辰蓉、李
亚楠)古香古色的长街上，摆着望不到头的方
桌，热气腾腾的酒菜散发着阵阵香味，人们笑语
盈盈地围坐在桌前品尝当地特色美食。在陕西
省石泉县中坝作坊小镇，一年一度的庖汤会是
当地传统的民俗活动。

在中坝小镇的庖汤会上，游客们不仅能“吃
好喝好”，还能欣赏和体验花式唱拳、古法榨油、
传统木工、手工打铁等内容。远处的秦岭青山依
旧，作坊小镇内游人如织。

今年 50 岁的陈国盛，是中坝作坊小镇的创
立人。他曾经是名下岗职工，1998 年开始自主
创业。他说：“多年来在外面打拼，我一直都想回
到自己的家乡，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

借助乡村振兴东风和石泉县出台的优惠政
策，陈国盛回乡创立了中坝作坊小镇。“最初这
里有 72 户村民，我就想到‘七十二行，行行出状
元’这个创意。把我们当地很有特色的非遗文

化、传统手艺、工法等，以‘七十二作坊’的形式
展现出来，游客们甚至还可以亲身体验。而村
民加入小镇中，既能出售产品，也能领取工
资。”陈国盛说。

2018 年 10 月 2 日，占地约 500 亩、按照
4A 级景区标准建设的高颜值“小镇”——— 中
坝作坊小镇开园迎客。磨坊、油坊、酒坊、豆腐
坊、挂面坊、中药坊…… 72 间传统作坊将秦
巴农耕文化魅力集中展示。

在木工坊，刘远庆用力刨着木头，刨花飞
旋身边，引来不少游客驻足观看。“一个月工
资有两三千元，每天自己做的小凳子、小椅
子，也能卖出两三个。一个能卖六七十元，比
待在家里强多了。”刘远庆说，他对现在的生
活很满意。

中坝作坊小镇还为歌手刘先进提供了展
现自己的舞台。他演唱的民俗歌曲受到游客
喜爱。“我过去在广东等地打工，家里照顾不

上。现在家乡发展起来，有了好机会，我在家
门口每个月就能有 2000 元收入。回乡当然成
了首选。”刘先进说，“今后我还打算发展一些
产业，更快地脱贫致富。”

与陈国盛一样的“归雁”们，推动了石泉
乡村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

在石泉县饶峰镇胜利村，在外多年的“能
人”杨卫东回乡后，2015 年带领村民创办了
“饶峰驿站”，通过“支部+合作社+企业+农户”
联动合作模式，安排 135 名当地村民就地就
近就业。
胜利村村民杨先飞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他

在“饶峰驿站”打工每月工资 4000 元；三亩土
地流转给合作社每亩可分到 780元；入股分红
每年可分到 5000 元。“过去我都是在外面打散
工，一年到头除了吃喝根本存不到钱，家里还
被评为贫困户。现在村里产业起来了，我们村
民收入多了，2017年我家就脱贫了。”他说。

作为国家返乡创业试点县，近年来石泉
县加大了就业、创业政策扶持力度，着力发展
“归雁经济”。石泉县常务副县长王仁康说，县
里建立了“创业孵化基地、返乡创业示范园、
就业扶贫基地、新社区工厂”四个创业就业平
台，着力推进大众创业和城乡劳动力稳定就
业。县财政每年安排 100 万元的创业扶持资
金，用于大学生、退伍军人、农村劳动力、残疾
人等返乡创业群体启动资金、表彰奖励等。

在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支持下，返乡创
业人士不断增多，带动了石泉经济发展，改变
了山乡面貌，也让许多村民从中受益。

“截至 2018 年底石泉全县累计注册企业
2129 户、个体工商户 10711个、农民专业合
作社 296 户，其中返乡创业人员创办各类经
济实体占全县各类经济实体总量的 60% 以
上，带动就业近万人。”石泉县创业就业局局
长马翼说。

陕西石泉：“归雁”领飞富山乡
新华社西宁 2 月 11 日电(记者赵雅

芳)初春的高原，太阳明晃晃地照着，但
寒风依旧刺骨。大年初六，在青海省海东
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台子乡下台二村，一
场农民篮球赛正在村里的健身广场上热
火朝天地进行。

“一社加油”“四社加油”……场上，身
穿黄色、黑色队服的两支队伍正在激烈
拼抢。场边，村民们围成一圈饶有兴致地
观看，加油声、鼓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武平世在对手的重重防守下顺利抢
得一个篮板球，赢得了全场的欢呼。上半
场刚开始不久，武平世就有些体力不支，
细密的汗珠从他黝黑的脸上滑下。50 岁
的武平世是场上年纪最大的队员，虽然
体力比不上年轻人，但他坚持打完了整
场比赛，没有放弃任何一次拼抢和投篮
的机会。

“我进了两个球，挺满意的，跟年轻
人打球，让我觉得自己也年轻了。”农闲
时节，武平世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打篮球，
每年他都会参加乡上和县里的篮球赛，
但在自家村里打比赛，这还是头一回。

武平世说，过去，下台二村大部分村
民住在山上，入村土路崎岖难行，居住条
件差，更没有健身活动场地，村民想打篮
球，只能去邻村。

下台二村党支部书记代云介绍，
近两年，通过政府的危房改造项目和
高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下台二村全
村 538 户全部搬迁到山下。新村通了
自来水、修了硬化路，家家户户住上了
新房。去年底，健身广场建成投入使
用，篮球场、乒乓球桌、棋盘、健身器材
等设施一应俱全，村民有了休闲健身
的好去处。

39 岁的刘永玉和队员们在空闲
的篮球架下练习，为下一场比赛做准
备。常年在外务工的他已有两年没有
回乡过年，今年，村里的变化让他连连
赞叹。

“以前过年，大家没事干就聚在一起
喝酒、打麻将，越喝心越烦，越打越发愁。
今年没想到大家在一起锻炼身体，有说
有笑，真正过了一个‘健康年’。”刘永玉
说，这样一场篮球比赛，不仅能锻炼身
心，也让村民关系更为紧密和谐。

广场上，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青年人打篮球，孩子们
打乒乓球，妇女们围成一圈踢毽子，老年人或是下棋，或是
在健身器材上动动腿脚，晒晒太阳，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活
力和幸福。

代云说，近两年，村里从过去只种小麦、油菜、土豆这些
传统农作物，转向种植大棚蔬菜和中药材，收入提高了，村
民有了信心，也更有干劲，不少务工人员选择回乡，村庄也
“年轻”起来了。

下台二村的小广场展现着村民们幸福生活的新面貌。
春节期间，下台二村举办了为期三天的首届农民运动会，篮
球、乒乓球、拔河、踢毽子等多项体育活动让村民在体育运
动中度过了一个别样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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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 2 月 10 日电(记者秦宏)以
往春节期间随处可见烟花爆竹果皮、生活污
水的江西安远县三百山镇梅屋村，如今几乎
家家户户门前干干净净。村里人说，农村环境
卫生基础设施和制度的不断完善，改变了村
子的面貌和大家的头脑。

“过去，大年初一的生活垃圾被看作是
‘财’，遍地开花才好。但现在没人‘守财’了，知
道那是落后的思想，有了垃圾就会及时扔到
门口的垃圾桶里。”梅屋村村民梅跃辉说，以
往村里遍地垃圾污水，天热时气味熏人，下雨
时难以下脚走路，起风时垃圾飞扬。更关键的
是，大家知道不好但也没办法，得过且过。现
在不光大人会注意搞好卫生，同时还会教孩
子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刚过完年三十，梅屋村的 5 名保洁员就
进入了工作状态，他们的工作是村庄保持整

洁的关键环节之一。一天当中，除了要来回走
动打扫，保证他们负责的区域内整洁，还要分
早晚两次将每家每户门前垃圾桶里的生活垃
圾，统一收集到村里的垃圾池中，等待镇环卫
所的环卫车将它们运走集中处理。

“全镇一天收集起来的生活垃圾有 15
吨，堆起来像座小山一样，绝大部分是从村里
收集上来的垃圾。”三百山镇环卫所工作人员
唐绍昌说，以前当地没有覆盖农村的垃圾处
理机制，村民们习惯于将垃圾随意丢弃，农村
人居环境卫生问题多。现在有人收集统一处
理，村民们的习惯慢慢转变了，村庄里地面上
的垃圾越来越少了。

梅屋村村支书梅林香告诉记者，近年来，
安远县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建立了
“乡(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片、村民小组长
包组、农户包自家房前屋后”的卫生保洁网格

化管理制度，以及垃圾“村收集、镇转运、县处
理”的运转模式，村庄环境卫生得到有效保
证。

记者在梅屋村了解到，目前村里的生活
污水也有了新去处，村民门前屋后不再遍布
污水痕迹。作为当地农村污水治理试点村，这
里由政府投资建设了污水处理厂。村民的厨
房污水和化粪池污水，都可以通过管道进入
污水处理池中集中处理。

“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的关键在于，
要用良好的制度逐步引导村民改变落后的习
惯。”三百山镇党委书记郭峰表示，例如建了
污水处理设施后，很多村民都会主动对自家
的污水管道进行新建或改造，接入统一的管
道。“随着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制度
的逐步完善，村民环境卫生的理念一定会越
来越进步，农村人居环境也会让人更舒心。”

梅屋村的垃圾污水不见了

▲ 2 月 8 日，游客在新叶古村游览。

当日是大年初四，位于浙江省建德市大慈岩镇的新叶古村迎来众多游客。春节期
间，新叶古村每日举办社戏表演、剪纸技艺制作等传统民俗活动，让游客在历史悠久的
江南古村感受浓浓的年味。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江南古村年味浓

易家河村有了“村投公司”

“昔日苦竹洲，三年两
不收，镰刀挂上壁，两眼泪
双流。今日富竹洲，年年有
丰收，村歌飘百巷，乡情万
人留……”

在江西省丰城市河洲
街道的富竹社区，有一首
全村老少都会唱的“村
歌”，每当夜幕降临，许多
村民都会聚集在村里祠堂
前的小广场上，伴随着这
首旋律跳起广场舞。

“以前跳舞都是用流行
歌曲当作伴奏音乐，现在
有了咱自己的歌，那可真
是越跳越带劲嘞！”说到这
首“村歌”，广场舞爱好者游
平英的眼里满是自豪。她
告诉记者，这首“村歌”是村
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在
创作过程中，大伙不仅踊
跃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建
议，还发动村里的老人和
长辈挖掘村史祖训，在此
基础上写出歌词初稿后，
再聘请专业人员进行谱
曲，“这是我们自己写的歌，
平时没事就喜欢哼上几
句，心里感觉很自豪。”

“村里提供文化广场和祠堂作为排练场
所，因此祠堂变成了一个文化礼堂，时常传出
悠扬的歌声。如今村里聚众打牌的人越来越
少了，唱歌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了，村民之间的
关系也变得亲密起来。”丰城市河洲街道人大
工作委员会主任熊迪平告诉记者，当地政府
部门还会定期组织村民举行“村歌”大赛，“村
歌”的创作和传唱已经成为农村营造文明乡
风的重要载体。

把村里的历史、美景、民俗民风写进歌里
传唱，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当地
原生态文化和人文历史也得到了传承。为了
扩大“村歌”的传播力度，不少村子还专门为
歌曲拍摄了宣传视频，将本村的自然风光和
特色民俗一一呈现。

丰城市石江乡钳石村的云姑岭景区位于
大山深处，距离丰城市区 50 多公里，由于位
置偏僻，这里的美景一直不为人知。为了向游
客推介云姑岭景区，2017 年钳石村创作了

《廖林》和《云姑岭情歌》两首“村歌”，将云姑
岭的传说故事和独特的生态风光巧妙融合，
并且还配合“村歌”拍摄了宣传视频，视频里
的云姑岭景区重峦叠嶂，云雾缭绕，林间溪水
潺潺，画面美不胜收。

秀美壮丽的风景以“村歌”作为背景音
乐，让云姑岭景区在微信朋友圈里“火”了一
把，就连不少外地游客都慕名前来采风游玩。
如今，得益于“村歌”这张乡村旅游的“新名
片”，钳石村每年可以接待游客 2 万多人，曾
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也成了颇有名气的
“网红景点”。

“‘村歌’唱出了村民的精神风貌，也让更
多的人了解到农村正在发生的变化。这里的
‘村歌’越是嘹亮，说明老百姓的日子越是红
火。”石江乡党委书记傅钟俊说。

(记者范帆)新华社南昌 2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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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郭强)今年春节，章
卫平家没像往年一样还堆放着许多橘子。“去
年，家里 20 多亩橘园都给了‘村投公司’打理，
由他们统一种、统一卖，我们不用操心！”他笑
着说。

章卫平所在的江西永修县易家河村曾是
一个临山无产、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小山村。
上世纪 80 年代，从浙江过来的水库移民带来
一些橘苗开始试种。此后，这里逐渐发展成当
地有名的“橘乡”，柑橘种植面积 4600 亩，年
产量 5000 多万斤。

37 岁的李智是易家河村一名返乡大学
生，先后当过乡村医生和村干部，如今担任易
家河村党委书记。他告诉记者，过去几十年，
易家河村柑橘产业大致经历了村民分散种
植、村委会大规模推广、合作社抱团发展几个
阶段。

“现在，我们正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由‘村投公司’统一标准、统一种植、统一品牌、
统一销售。”李智说。

他说的“村投公司”是村里新成立的一家
集体企业，本着“村投企业村民办、民主自治
为村民”的理念，致力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2018 年，公司以山上 4000 元/亩、山下 2000
元/亩的价格“回购”村民的橘园，统一进行经
营。

“‘村投公司’好，我们都加入了！”易家河
村种了 30 多年橘子的老橘农刘小林说，“过
去家家户户种橘子，到了集中上市季节，你卖
三块钱一斤，他就卖两块，后来成立了合作
社，但有一二十家合作社，相互之间还是会竞
争压价。”

章卫平说，“村投公司”给出的回购价和
他们自己经营的收益基本相当，同时在公司

干活还有每天一两百元的工资，村民自愿选
择是否加入，绝大多数人都加入了。

对橘农来说，“村投公司”或许只是经营
模式的转变，但对李智来说，这背后还有着更
深层次的思考，这是村里土地“三权分置”的
一次新探索。

“现在，中央提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不少社会资本也看好
农村土地，如果管理不善，可能会出现私下买
卖现象。”李智说，通过“村投公司”统一经营，
他们落实了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稳定了承
包权，确保了村民的收益，下一步还会引进社
会资本进行合作，进一步放活经营权。

记者了解到，从向村委会借款 10 万元起
家到现在，易家河村“村投公司”集体资产已
达两千多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 2 . 8 万
元。

新华社合肥 2 月 11 日电(记者吴慧珺)“下雪了，下雪
了。”今年春节期间，家庭农场主钱以海站在自家大门口，望
着眼前的大雪纷飞，不一会儿门前的麦田就白茫茫一片了。
他激动地在自家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这雪下得好啊，
雪水化成河，粮食千万箩。”

钱以海是安徽省天长市铜城镇乔田社区朱庄村民组村
民，也是家庭农场主，眼前是他承包的 300 多亩土地，年前
麦子刚种上不久。他是土生土长的安徽天长人，对天长的气
候、湿度、温度等都了如指掌。在村里的老人眼里，钱以海不
仅是个十足的种田能手，更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靠着种
田，年收入已经超过了 20 万元。

过去，走在天长的农村，守着几亩田过日子的都是年过
花甲的老人。如今不同了，在很多天长人看来，做农民也是
一种职业，粮田也能变成聚宝盆。

钱以海告诉记者，1980 年正赶上大包干分田到户，
家里分到 10 亩地，那年自己初中毕业，便开始帮着家里
种地。

“那时候种地的收成只能勉强够家人的生活”，他回忆
道，每年除缴税的部分外，剩下的也就是自家口粮，若是遇
上年景不好，还是少不了挨饿。“农业跟其他行业一样，要想
致富奔小康，还得做大做强。”钱以海说。

2013 年，钱以海有了自家的家庭农场，取名为“前海家
庭农场”，他自己也成了农场主，到如今农场流转土地的规
模已经将近 700 亩。

钱以海算了一笔账，过去一亩地产 1000 斤稻谷，
毛利 1 2 0 0 块钱，去除农资、人工费用等成本 5 0 0 块
钱，纯利 700 块钱，10 亩地一年忙到头挣 7000 块钱。
“但规模化经营就不一样了，量大从优，光农资成本就
少了近三分之一，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订单生产，还
可以注册商标走品牌化道路，那产出的农产品附加值
就会大幅提升。“这样的话，一亩地利润最少有 1 0 0 0
块钱。”

“过去逢年过节，村里人回来还总劝我：‘地里能种出
个啥？倒不如去厂子里上个班，有点闲钱可以办个小企业
啊’，现下我守着粮田靠着种稻麦也致富了，不少人从外
头回来都问我种地是咋致富的。”钱以海的脸上洋溢着些
许自豪。

现在的钱以海已经获得由政府颁发的新型职业农民
证书，在他看来，农民已经不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职
业。依托家庭农场，他还注册了自己的有机生态大米商
标。春节前夕，他的品牌有机生态米在各大超市一上架
就售空。

在安徽天长，像钱以海这样的家庭农场主有很多。截至
目前，天长各类家庭农场总数已达 1277 家，家庭农场流转
土地面积 48 万亩，农场亩均收益比普通农户高 300 元以
上，每年直接增收近 1 . 5 亿元。

雪一直下，钱以海心里欢喜：又是一个丰收年！

粮田也是聚宝盆

家庭农场主钱以海的新年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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