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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2 月 17 日电（记者陈俊、郎秋
红、孟含琪）一个执意要进城赚钱的农家妇女，
为何留下来做起了农家乐老板？一个司空见惯
的“雪窝子”，如何成了声名远播的新雪乡？一个
靠雪吃饭的地方，为何不下雪也一样玩得转？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新春时节，记者走
进吉林省舒兰市二合屯，听乡亲们讲述这个山坳
中的百年小屯通过冰雪旅游焕发生机的故事。

让农民做老板

“上菜喽！”春节这几天，二合雪乡林海农家
院桌桌爆满，老板娘吴庆荣满脸喜气，忙得连水
都顾不上喝。谁也想不到，就在三年前，她还“油
盐不进，一心进城”。

二合屯 100 多户人家、400 多人，世代靠种
苞米为生。一到冬天，大雪封山，出行困难。许多
人觉得致富无望，纷纷“逃离”家乡。2016 年，舒
兰市政府准备借冰雪优势打造雪乡景区，布局
各类景点的同时，鼓励农户开农家乐。

“市领导反复找我谈了四五次，让我开店，我
坚决不同意。这雪景我早看够了，还能有人花钱
看？我要去大城市做买卖。”吴庆荣回忆。架不住
领导三番五次地劝，2016 年末，她花了几万块钱

收拾了一下自家房子。没想到景区陆续涌入
近万人次的游客，才两三个月她就收回了成
本。

“其实，把景点承包给大企业更省事。”在舒
兰市委书记李鹏飞看来，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
是要富民，让农民不背井离乡也能赚钱。于是，
政府干部挨家挨户动员农民，100 多户村民入
股雪乡景区这一新致富项目，30 多户农民开
起了农家乐。

为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为全村安装
了上下水，实现室内厕所全覆盖，新建污水处
理厂、生态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

从务农转变为经商，很多村民对乡村游
认识还不到位。政府委托舒兰市旅游文化产
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加强景区运营管理，公
司副总经理杨凤艳专门负责培训。她带大家
到市里学习，还制定了严格的服务标准：上菜
时手指头不能摸盘子边，晒豆角干要认真挑
拣、不允许有杂物……

严格的管理带来了良好的声誉。第一个
雪季，雪乡接待游客 8000 人次，收入 80 万
元；第二个雪季，游客激增到 10 万人次，收入
1000 万元。
时值第三个雪季，雪乡的人气仍在增加，

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人回来了。
“我就在家乡干到底了！”吴庆荣说。

等雪不靠雪

今年冬天雪少，东北多地“雪乡”“雪村”陷
入少雪尴尬。但在二合屯，游客依然玩得很嗨。

走在村路上，家家户户挂起大红灯笼，院
子里围着杂木栅栏，金灿灿的玉米制作的黄
金屋吸引了很多游客拍照留念。“威虎山寨”
景点还原了电影《林海雪原》场景，游客可以
与村民互动，体验情景再现。关东烟具博物馆
里，珍藏着琳琅满目的东北老物件。在雪乡剧
场，游客被二人转逗得捧腹大笑……整个屯
子充溢着原生态的关东文化风情。

舒兰市副市长明继国说，二合屯四面环
山、窝风存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雪乡景
区带来优质雪资源。当地聘请专业的设计、管
理和运营团队，打造了滑雪场、雪圈公园、雪地
迷宫等冰雪项目。但景区不等雪也不靠雪，注
重挖掘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资源，让游客除了
玩雪，更在民俗游中产生归属感，唤醒乡愁。

除了品尝色香味俱全的东北菜，游客们
最喜欢与农家乐的老板们互动、讲笑话，村民
们朴实的段子常常逗得游客笑声不断。“做买
卖如做菜，用心才有味。”舒兰市旅游文化产
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白云飞说，“我们
决定不了雪量，但能决定服务态度。除了硬件
设施，我们还要让游客们感受到东北人用心
待客的热情。”

推销不忽悠

“老板娘，今年雪大不大？我们想去舒兰
过年，提前预订你家房间。”“现在雪少，要不
您关注我的朋友圈，看啥时候下大雪再过
来。”农家乐老板孙琳琳拍了两张外景照片，
在微信里回复道。

孙琳琳去年投入 200 多万元扩大了农家
乐规模，现在手头正紧。但是她仍然不断地
“劝退”游客。“诚信很重要。”她说，“我们做农
家乐不能图赚快钱。”

随着景区知名度逐渐提升，游客越来越
多，如何避免宰客欺客骗客现象，是从政府到
商户共同思考的课题。

景点门票、农家乐餐饮、住宿费用均由旅
投公司统一定价，标准并非参照热门景点，而
是参照周边区域消费水准，确保价钱公平公
正。政府还组织所有商家成立诚信联盟，每家
缴纳质量保证金，对诚信经营的给予奖励，对
出现投诉且情况属实的，扣钱处罚；情节严重
的，上报工商、质监部门进行行政处罚。

有一家农家乐用 10 桌的饭菜接待了 15
桌客人。杨凤艳得知后，要求退还 5 桌餐费，
并对老板批评和罚款。“不能因为景区发展
快，自己膨胀更快。”她说。

几天前，二合屯迎来一场瑞雪。杨凤艳赶
紧拍了一段“抖音”上传。她说：“我们会想尽
各种办法营销，但不能忽悠游客，大家要共同
守护好吉林雪乡这块金字招牌。”

三年，从无名小屯到声名远播
这个“雪乡”是如何做到的？

新华社太原 2 月 16 日电(记者王井怀)一
碗大米饭，对城里人不算什么，可对黄土高原的
农村人来说是个稀罕物，而在一些贫困村甚至
是“奢侈品”。黄河边的奇奇里村，便是这样的村
子。

近三年来，记者蹲点采访山西省永和县奇
奇里村，从一碗大米饭里，可以直观感受到这个
小山村餐桌的变化和村民思维的改变。

奇奇里村有 700 多口人，是黄土高原上的
一个偏远穷村。以前，村民外出要走“鼻梁路”，
只容得下一两个人，两侧是陡坡。一日三餐是小
米汤、面条和自家腌的咸菜。来了客人，家家户
户能拿得出的最好招待是白糖，饭后也没茶，上
碗白糖水。

村里较早吃过大米饭的是村主任刘军英。
2002 年，25 岁的刘军英在县城住过一段时间，

机缘巧合吃上一次白米饭，“怎么全是米，没
一点汤水啊？”

2015 年，20 多岁的年轻后生郭若桥到
村里当第一书记，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年过半
百的贫困户老汉刘宁富心疼这个城里来的孩
子，寻思着给他改善生活，特地去城里买了 2
斤大米。

大米可是奢侈品。村里人穷，能吃自家地
里种的，就舍不得花钱买吃的。再说，黄土高
原上没有吃大米的习惯，要买米得进县城。老
刘先走几小时的“鼻梁路”到镇上，再坐颠簸
的大巴车到县城，一个来回得一整天。

听说晚上有大米饭吃，郭若桥一路小跑
过去，见桌上只有一碗白米饭。他扒一口，甜
得发腻，原来里面拌了村民心中最“珍贵”的
白糖。“村里人不知道大米饭怎么吃。”郭若桥

怕老刘难堪，一筷子一筷子咽下去，也明白了
这个闭塞小山村脱贫有多难。

第二年，在各级扶贫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下，奇奇里村窄窄的“鼻梁路”换成了柏油路。
2017 年，郭若桥联系中国摄影家协会到村里
认领枣树，一棵枣树 120元，无论丰歉，保证贫
困户的基本收入，多年来的卖枣难得到解决。

这个闭塞的小山村开始迎接全国各地的
客人。依傍黄河美景乾坤湾，奇奇里同中国摄
影家协会合作，办起黄河边的“影像村”；随
后，共享单车骑进奇奇里；奇奇里还在黄河边
建起拓展基地，不少企业、高校来这里旅游、
培训、体验生活。这个小山村渐渐与时代同频
共振。

三年前记者第一次走进奇奇里村时，不
少村民都不会打招呼，只是憨憨一笑。现在，

村民见了陌生人会大大方方请进家喝口茶、
歇歇脚。有的村民玩起手机摄影。经一位摄影
家牵线，10 位村民加入了山西省企业摄影协
会，成了业余摄影师。还有的人更潮，玩起了
抖音、快手。

大米饭也终于成为再普通不过的食物。
日前，记者走进奇奇里一看，村里的冰箱多
了，冰箱里的鸡鸭鱼肉多了。“大米饭还不如
自家下的面吃着顺口。”一位贫困户笑着说。

老刘家开起了农家乐。他的小儿子刘记
林成了大厨，轻轻松松做几十道菜。最好吃的
是他用村里土鸡炖的“红枣鸡”，肉嫩汁美，来
客都赞不绝口。当然，家里也少不了大米。“春
节前，买了十几斤大米，有的客人爱吃米饭。”

2017 年底奇奇里村脱贫摘帽，2018 年
全村人均收入 8500 多元。

“奢侈品”大米饭的变迁折射小山村之变

新华社南昌电(黄浩然)
在古老的樟树脚下许愿祈福，
在斑驳的石板巷里驻足拍
照……正月初十，一大拨游客
涌进江西安义县罗田村，尽管
春寒料峭，春节接近尾声，千
年古村仍沉浸在热闹和喜庆
中。

安义古村落群位于江西
省省会南昌市郊，距南昌市区
60 公里。距今 1200 年历史的
古村赣派建筑群别具一格，分
布在罗田、水南和京台三大自
然村，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
光。

40 岁的龙青兰是罗田村
“古村大排档”的餐饮经理，她
见证了曾经的“留守”古村成为
如今的“人气”景区。

“原来我们村可不是这样，
游客稀少，村里是空的，只有老
人和小孩。”龙青兰介绍说，罗
田村村民大多常年在外务工，
她也曾是其中一员，一年到头
在家的时间不到 10 天。

三年前的正月初十，龙青
兰的心情可不像现在，那时孩
子们的爷爷去世不久，奶奶年
事已高，她只能送别外出务工
的丈夫，自己留下来照顾老
小。

可是龙青兰不知道自
己除了陪伴老小还能做什
么缓解生活压力，村民们纷
纷给她出主意：“你家就住
在老樟树坡下，要不学做导
游吧？”

罗田村开发旅游的前十几
年都是“零敲碎打”，旅游管理
也不成规范。没有好的住处和
像样的餐馆，游客们来了也留不住。

2017 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古村将原有残
破老建筑进行修复性改造，打造了一批民宿。村民们空置的
老房子不仅修缮一新，每年还能分到租金。

村里引进了专业的旅游开发公司建起了“古村大
排档”，提供了一批餐饮服务岗位。有导游的经历，龙
青兰做这份工作得心应手，一年前在家门口当上了经
理。

游客越来越多，龙青兰的儿子在村口碰到问路的游
客，会主动带着他们去观光点。70 岁的婆婆本来只会说方
言，现在都能用普通话叫卖茶叶蛋。

罗田村村支书黄钢说：“孩子们的成长更多是因为父
母的回归。”两年来，罗田村旅游开发提供了 120 余个就业
岗位，村里 100 余户居民返乡创业、就业。

村里的变化让村民们对美好生活更加向往，说起新年
愿望，龙青兰有些不好意思：“我要用中国传统的许愿方式，
在古老的樟树上系上一条红带子，希望今年村里更好，丈夫
能回来创业，我们全家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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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杨思琪）春节刚过，在位于哈
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一栋写字楼里，“90 后”牛柏
然早已开启了新一年的忙碌。这边，灰色的火山岩泥在她
的指尖快速旋转；那边，智能电窑正在“烹制”崭新的茶盏。

在这位回乡创业女大学生的工作室里，几十件造型
各异的陶瓷茶杯、酒具、水壶整齐排列，样式简约质朴，闪
耀着淡雅光泽。牛柏然介绍，这些都是利用火岩瓷制成
的，是她多年来“碰瓷”的成果。

时间回到 2010 年，那时喜欢美术的牛柏然进入景德
镇陶瓷大学，学习陶瓷艺术设计专业。景德镇素有“千年瓷
都”的美誉，瓷文化的熏陶让这个北方姑娘对陶瓷从初见
之欢变成处久不厌。“陶瓷英文名是‘china’，值得深爱。”牛
柏然笑着说。

大三那年寒假，牛柏然回家后和亲友在牡丹江、
双鸭山、齐齐哈尔等地旅游，她偶然发现了一些岩石
和土料。“学了陶瓷以后，见什么都想烧。”于是，牛柏
然把这些原材料带回学校做实验。没想到，满怀期待
的她却屡遭失败，烧出来的制品要么鼓泡，要么难以
成形。

百思不得其解的牛柏然翻阅各类专业资料，四处向
老师求教。最终她发现，通常适用于南方高岭土的烧制工
艺并不符合北方材质需求。牛柏然便不断调整烧制温度
和材料配比，分批次反复实验。

筛选、除杂、打磨、提纯、配比……一次实验仅烧制就要
两天，在一年多时间里，牛柏然用 200 多个试片，烧了不下
百次。临近毕业的一天，一块质地光滑、色泽明亮的瓷片从
烧窑里诞生了。“终于成了！”这块瓷片如同星火一般，点燃
了她的创业梦。

“南方的陶瓷材料丰富、工艺成熟，北方也需要这样的
作品。”毕业后，尽管得到广东、福建多家陶瓷公司的工作
机会，牛柏然还是决定回到家乡创业。2014 年下半年，她
创办了黑龙江龙岩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又通过技术入股成
立了黑龙江火山岩科技有限公司。

随后赶上“双创热潮”，牛柏然在全省女大学生创业创
新大赛中荣获金奖，还有机会获得 7 万元创业贷款，让她
如愿购买了心爱的烧窑设备。

2016 年，牛柏然申请的两项国家发明专利获批，被
认定为陶瓷行业中的一项突破。牛柏然说，不同于一般
陶瓷，火岩瓷耐酸碱、耐沾污、耐腐蚀，气孔率高达 12%，
富含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还符合低碳环保的理念。如
今，利用火岩瓷制成的各类器具受到欢迎，客户订制茶
具、水罐的订单不断，还有一家连锁火锅店选用了火岩
瓷锅具。

“尝试的失败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沉迷失败
而不能自拔，是丧失信心便不再尝试。”在牛柏然看
来，创业路上经常碰壁，但她还会坚持“碰瓷”，圆梦陶
瓷。

“碰 瓷 ”的 故 事

“90 后”女大学生回乡创业圆梦

据新华社南昌 2 月 17 日
电(记者余贤红)正月十一，江
西省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幸
福村村民张志华，和过去一样
再次出发去往浙江义乌。于他
而言，这十多年里不变的是返
城行李里那一罐腌制的酸萝
卜，变化的则是心情。

今年 45岁的张志华 20多
年前开始去沿海打工，日子过
得清苦。他清晰地记得，在外谋
生的最初时光里，为了省钱，每
天只能在中午吃顿饱饭，早饭
和晚饭随便吃点对付。春节过
后他总是提着大包小包返城，
日常用品能带尽带。

“走得匆忙，走得沉重”是
过去不少幸福村村民的普遍
感受，这其中既有谋生的压
力，也有出行的不便利。张志
华说，过去从萍乡去沿海主要
靠坐火车，一是票难抢，二是

人挤人。现如今，高铁和自驾让张志华的出行既
有了更多选择，也更便捷舒适。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勤奋的张志华在
义乌逐渐站稳脚跟，布料批发生意做得有声有
色，一年能挣几十万元。前年，他还特意把家里
的小楼房精心装修了一番，让父母和孩子在农
村也能享受到城市的生活品质。谈起如今的生
活，张志华的父亲张延明脸上挂满笑容。

距张志华家不足 100米处是村民刘剑红家。
汽车后备厢里，母亲朱玉莲早已为他塞满了家乡
的腊肉、茶油、冬笋、霉豆腐。每年节后出门，朱玉
莲还会特意给儿子准备一个红包，寓意事业红红
火火。1971 年出生的刘剑红高中毕业后，长期在
深圳闯事业，从基层员工一路做到企业高管，如
今独立经营着一家礼品包装公司，他感到自己的
事业一直在跟随国家的发展而进步。

“现在的压力主要来自外在，而不是内在。”
刘剑红说，即便公司仍然面临市场竞争压力，但
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每年都会回家三四次，而不
是过去那种年初离家年末回，节后返城也不再
是被动地“背井离乡”。

让张志华、刘剑红等人放心出门的还有村里
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目前，幸福村村民医
保参保率 96% 以上，新农保参保和社保参保率
80% 以上。沥青路通到各家各户，村里环境美丽
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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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水苗族自治县四荣乡荣地
村一景（2 月 16 日摄）。

游客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四荣
乡荣地村游玩（2 月 16 日摄）。

位于桂北山区的广西融水苗族
自治县四荣乡荣地村聚居了一定数
量的侗族百姓。近年来，荣地村大力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打造一
批具有侗族特色的旅游景点，成为
当地“美丽乡村”建设的亮点。

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广西苗山侗寨

打造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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