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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4 月 1 日电(记者陈天湖、康锦
谦、轩玉珏)清明渐近，记者来到素有“中国雪梨
之乡”美誉的四川金川县，极目远眺，只见漫山
遍野的梨花绽放。金川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
地带，雪山环绕、河水清莹，还分布着一座座嘉
绒藏寨。这个春天，绽放的不仅是梨花，更是长
江上游各族群众保护生态、脱贫致富的幸福笑
脸。

64 岁的藏族阿妈何邦秀是易地扶贫安置
户，她笑盈盈地将记者迎进家里，向记者展示了
雪梨膏的熬制过程：将雪梨一个个洗净，去掉
核，切成小块，再磨成梨浆，梨浆倒入大锅，生上
火，不一会儿满锅梨浆便咕噜噜地冒起热气，颜
色由白色渐渐变成黄色……“皮儿薄的梨汁水
多，皮儿厚的就熬成膏。”何邦秀说，她 17 岁开
始就会熬制雪梨膏。

几小时后，梨浆变成黏稠而富有光泽的黑
褐色，雪梨膏便熬制成了。她手拿小勺刮上一口
让记者品尝，放入嘴里，口感细腻、味道清香。她
告诉记者，近 20 斤雪梨可熬制 1 斤雪梨膏，收
入比卖鲜果高出好几倍。

梨树、梨花、梨膏，这是雪域高原赋予嘉绒
藏族百姓的馈赠，如今更成为当地群众致富奔
小康的“法宝”。

返乡创业者苟华 2015 年从外地回到金川，
创办了一家农业科技企业，用现代化工艺将金
川雪梨加工成梨膏、梨片、梨糖等系列产品。

由于坚持品质，积极拓展销路，他的金川
雪梨产品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销往成都、
重庆和台湾等地。2018 年，公司营业额达到了
300 多万元，带动当地 182 户村民每户增收
3000 余元。“我们下一步打算把制作雪梨膏剩
下的雪梨渣也积极利用起来。”苟华说，现在县
里每年都要产生好几千吨雪梨渣，如果制成生
态有机肥料，又能反哺梨树生长，达到循环经
济的效果。

春可赏花、秋可观叶的梨树，现已成为当地
群众的“致富树”，大家格外喜爱和珍视。“以前
村里砍梨树，说砍就砍了。现在折一根梨树枝都
心疼得不行。”苟华感叹。金川人对梨的感情，深
藏在血脉，几乎每家都有一段与梨相关的故事。

2013 年，金川县启动了雪梨振兴计划，对
梨树资源进行保护和综合开发。经过多年努力，
目前全县梨树种植规模达 4 万亩、超过 100 万
株。在金川，最老的梨树已有 300 多年历史，目
前依然枝繁叶茂、花艳果丰。连片的金川雪梨林
春季花繁、秋季叶红，不仅对长江上游起到了生

态保护作用，还形成了独特的景观资源，成为拓
展全域旅游的“金山”“银山”。

“乡村振兴不仅要致富，还要让老百姓在美
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得到美的享受。”金川县委宣
传部部长郑刚说，金川有百年古梨树，万亩梨
林，要保护好梨树，让老百姓在诗意乡村中幸福
生活。

金川县沙耳乡神仙包又被称作“世外梨
园”。拉姆跟妈妈一起经营的藏式民宿就在神仙

包的梨花丛中。早春的月亮在雪山和梨花映衬
下显得格外皎洁。热情端庄的拉姆燃起火炉，招
呼记者围坐一起，述说她与梨的故事。

“我们金川梨的香，隔座山都闻得到。”拉姆
说，2015 年，她母亲看到前来赏梨的游客越来
越多，便下定决心，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加上政
府补贴，把自家房屋改造成了民宿，主打特色民
居和梨花观光。本在外打工的拉姆也回到家乡，
与母亲一起办起了藏式民宿。

“每年过来赏梨花的‘回头客’不少。”拉姆笑
着说。她从屋里抱出几床被子，给每间客房都加
上。

现在，拉姆不仅经营民宿，还开了网店，把自
己熬制的雪梨膏等土特产销售出去。“有了更多的
收入，下一步还想把民宿好好修饰一番。”拉姆说。

伴着皎月、雪山与梨花树影，记者一夜安睡。
第二天清早，拉姆背对梨树，帮着女儿扎辫子。一
阵山风吹过，院里的梨花花瓣纷纷扬扬。

“中国雪梨之乡”的“色香味”振兴路

▲大图：这是 3 月 24 日拍摄的金川河谷。小图：在四川金川县，一名藏族小朋友在梨树下玩耍（3 月 23 日摄）。 新华社记者陈天湖摄

新华社大连 4 月 1 日电
(记者郭翔)早晨 5 时，渔船
灯火照亮宁静的海面，乘风
破浪驶向黄海北部的海洋牧
场。“这个季节，我们渔民既
春播又‘春收’，把生蚝苗投入
大海后还会收获长成的生
蚝。”船长刘洪生说。

48 岁的刘洪生是大连
所辖庄河市石城岛的渔民，
大海是他的“饭碗”，“我和媳
妇过去就养生蚝，承包了 40
多亩海域。”但鲜甜的生蚝却
常常让他愁眉不展，“装笼、
放苗、捕捞等都是自己干，忙
活了一年却赚不到啥钱。”刘
洪生说，“年景最好时一年赚
不到七八万元，要是遇到台
风可能颗粒无收。”

苗种品质差、经营管理
粗放、销售渠道狭窄……石
城岛的渔民多年养殖生蚝却
没有“豪”起来。“我们过去养
殖二倍体小生蚝，因为品种
不好卖不上价，收购价每斤
不到 2 元。”刘洪生说，“粗放
养殖，该放苗的时候可能还
在装笼，往往耽误了时节。”

2016 年，庄河市石城乡
开始以“政府+企业+渔民”的
模式打造“生蚝小镇”，政府
规划养殖海域，企业提供资
金、设备、技术，并负责打通
销售渠道，养殖户按照统一
标准把生蚝养好。“所有生产
投入由企业负责，养殖户既
有保底‘工资’，又享受分红。”
大连石城岛生蚝小镇实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李卫方说。

“你看现在养的三倍体
生蚝，个头大，味道也鲜甜，

供不应求。”刘洪生是首批加
入“生蚝小镇”的养殖户。今年 1 月，“生蚝小镇”分
红大会上，刘洪生作为 2018 年的“养殖状元”分到
了 21 万元，他媳妇作为“团队”成员也领到 2 万
元，“去年，我保底‘工资’还有 10 万元，媳妇有 4 万
元，算下来一年收入 37 万元。”

尽管收入是过去自己养殖时的三倍多，管理
海域面积达到 1500 亩，但刘洪生却觉得并没多干
活，“从装笼到放苗再到捕捞，都有一套标准化程
序。原来最累的装笼，现在有专人负责，我就负责
1500 亩海域的放苗、捕捞，分工、责任都明白。”刘
洪生说。

今年，刘洪生的保底“工资”上涨到 15 万元。

“加入‘生蚝小镇’的养殖户从最初的 15 户增长到
50 户。还有 500 多名当地农民从事陆地配套服
务，每人每小时工资 20 元至 25 元。”李卫方说。

“‘生蚝小镇’带动农渔民增收的同时，也带动
了石城岛旅游产业的发展，岛上已有 70 多家‘渔
家乐’。”石城乡乡长任传英说，“生蚝小镇”已建成
5 万亩海洋牧场，未来将继续做强生蚝苗种繁育、
特色旅游等产业。

上午 10时，阳光洒满碧蓝的海面，渔船满载
而归。经过清洗、包装等加工后，新鲜生蚝将很快
出现在北京、沈阳等地的餐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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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电(记者陈国洲)春日阳光一扫冬
日的晦暗，穿过云层照射在重庆万州区长岭镇安
溪村安溪水库。春风拂过，安溪水库碧波荡漾，金
光点点，两岸枝摇叶荡，群山如黛。

村支书李德全站在水库边，望着眼前的水库，
兴奋地向记者介绍水库的开发情况。“我们已经不
养鱼了，现在搞旅游开发，卖的就是好山好水。”

近年来，依托 80 亩水库水域，安溪村发展起
了乡村旅游，沿湖建起了观光步道，游船、划艇各
种水上项目相继推出，在湖光山色间感受世外桃
源生活的安澜谷生态农庄即将建成，全村多数村
民都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安溪村只是万州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的一个小小缩影。坚持绿色发展、生态脱贫理念，
万州区针对山水资源禀赋，构建产业发展“581”

海拔区间模式——— 在海拔 500 米以下主要发展柑
橘，海拔 800 米以上主要发展生态茶叶，海拔 500
米至 1000 米主要发展以晚熟李、早熟梨为重点的
小水果，在适宜区域发展笋竹、花卉、木本油料等。

走进万州区铁峰乡，5 万亩森林绿浪滚滚，山
乡绿意盎然，成片的果树和森林绿海相映成趣，白
墙黛瓦的村舍星星点点。这个因盛产铁矿和早年
冶铁而得名的乡，现在无一家工业企业。

在铁峰乡箭楼村 2 组，村民陈名树在 70 多亩
荒芜的山地上种了猕猴桃、李子。成片的果林不仅
使陈名树房前屋后绿树成荫，还为他带来了一年
10 多万元的收入。在铁峰乡，每个村都有支柱产
业，每家每户都像陈名树一样有果园，香甜的猕猴
桃、又青又脆的李子吸引游客采摘，小山村人气渐
旺，村民在果树和乡村游中收获颇丰。

如今，万州区玫瑰香橙面积达到 12 万亩、柠
檬面积 10 万亩、茶园面积 4 . 7 万亩，小水果、中
药材、苗木花卉、烟叶、水产等特色产业也都快速
壮大。这些农业特色产业，不仅进一步让万州变
绿，而且农业与文旅融合，各种采摘节、踏青会吸
引游客纷至沓来，“绿色产业”让老百姓的日子红
红火火。

重庆万州：

渔村不卖鱼

改卖好山水

虽然 3 月末的鸭绿江畔仍有些寒冷，但记
者在吉林省集安市太王镇钱湾村发现，来此参
观游玩的游客们热情都很高。宽阔整洁的村路，
错落有致的民居，白墙灰瓦红门的独特配色，引
得不少游客驻足拍照，为这座边陲小村增添了
不少人气。

外人难以想象，如今似水墨画般高“颜值”

的钱湾村，几年前还是另一种模样。“以前村里
路不好，下雨时泥泞不堪，村民也没有足够的环
保意识。”村民任艳敏告诉记者，生活垃圾和污
水在村里曾经随处可见。

当时，脏乱差的环境制约了村子经济的发
展。“别说游客，连集安市里的司机也不愿意来。

村里的特产是苹果，但苹果走不出去，游客也进
不来。”钱湾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杨安强说，“当时
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吃，村子想发展，必须要‘整
容’。”

随着集安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系列措
施落地到村里，钱湾村的村容村貌实现了华丽
“变身”。记者看到，村里每隔百米左右就设有一
处垃圾箱，路边沟和家家户户的门里门外都十
分整洁。

“村里设了三名保洁员，村民对垃圾进行分
类投放后由保洁员统一回收，然后送到乡镇进
行无害化处理。”钱湾村驻村第一书记姜莹莹告
诉记者，由于钱湾村建立了规范化运作的村镇

保洁体系，一度消失的碧水清波完成回归，环
绕村子的溪流成了游客喜爱的景点。

“给村子‘整容’仅仅‘硬件’强还不够。”钱
湾村党支部书记冷若敏说，“还要充分调动村
民积极性，做到‘软件’好。”

在钱湾村，不少人家门口挂着“美丽庭
院”“干净人家”的牌子。这些院落不仅干净整
洁，还种上了各种花卉、绿植作为装饰。“村里
制定了村规民约，并定期开展评比，大家都想
着怎么把家里打扫得更漂亮，哪里还会有人
去破坏环境呢！”村民杨丰华说。

“变身”后的钱湾村吸引了游客的目光，
村里也借机引导村民大力发展民宿产业。经
过统一规划后，风格淡雅的民居与钱湾村的
绿水青山让一批批游客流连忘返。

“家里住满了人，单日收入就有上千元。”

想起去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宾客盈门的场
景，村民任艳敏的喜悦溢于言表，“游客在这
里观光、采摘，村里的苹果也不愁卖了，日子
能不好吗？”

钱湾村的变化是边城集安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集安通过政府出
资、公司运作的方式对农村垃圾、污水进行了
统一的无害化处理，全市 60% 以上的农户达
到了“美丽庭院”和“干净人家”的标准。

(记者胥舒骜、刘硕)新华社长春电

3 月天气转暖，忙碌一个冬天的那拉提镇农
牧民还未歇口气儿，又得准备迎接新一轮旅游旺
季的到来。

2018 年底，“‘空中草原’冬季不歇业”的消息
传遍全镇，这让靠着景区增收的农牧民兴奋起来，
“冬闲”也由此变成历史。不过此前，当地居民的经
营观念经历了一次裂变。

位于西天山的那拉提草原是新疆最早发展起
来的 5A 级景区之一。每到旅游旺季，当地农牧民
会通过开办毡房民宿、售卖哈萨克传统食品等方
式挣钱。因为设施简陋、饭菜单一等，村民挣得并
不多，同时拉客、抢客等恶性竞争时有发生，加上
对草原、水源无序利用，当地旅游一度受到诟病，
发展艰难。

“过去拦在公路上拉客，又抢又拽，十分混
乱。”30 岁的沙依拉古丽·吾门霍加说，自己也曾
站在路边揽客，场面很是尴尬。

随着旅游业越来越红火，“空中草原”那拉提
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但也面临着提升品质的挑战。
2018 年，在驻村工作队的组织下，阿尔善村的 32
家旅游经营户赴江苏南京、扬州等地取经，学习旅
游民宿和特色村寨建设。“我们受到很大冲击，看
到了差距。”学习归来，沙依拉古丽·吾门霍加就着
手改造自家的民宿。

驻村工作队借机推动阿尔善村牧民成立了旅
游民宿合作社，从装修装饰、住宿餐饮服务、从业

守则等 12 个方面提出标准。合作社理事长叶尔
阿勒·比加合普说，民宿必须配备室内卫生间和
洗浴设施、消毒碗柜等设备，而且还要接受不定
期对食品安全、卫生条件、服务质量等的监督和
指导。

在国家最严环保措施的引领下，当地还将
数百家滨河牧家乐以及位于核心景区的牧家乐
拆除，搬迁至统一规划的经营地。

“我过去在河边搭了十多个毡房，一个夏
天就能赚 5 万元。”牧民朱马赛依提很是舍不
得。但是，不保护生态，牛羊将失去牧场；草原
生态恶化，自家的牧家乐也经营不下去。事关
未来生计，眼下虽不免有切肤之痛，却也不能
再犹豫。

与此同时，围绕畜牧、旅游两大产业，当地
还组织村民学习宾馆服务管理、烹饪和刺绣、牲
畜科学养殖等技能，提升就业兴业的本领。随着
“空中草原”逐渐告别粗放、松散的经营模式，前
来观光的游客不仅可以领略草原风光和民族风
情，也能享受到热情规范、公平有序的服务。

最令朱马赛依提开心的是，迁出景区后的
规范化经营，农牧民的收益不减反增。“草原保
护得越来越好，游客也越来越多，我们一年四季
都有钱挣。”

(记者关俏俏、胡虎虎)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黄金周单日收入上千元”

乡村“整容”带来惊艳蜕变

“我们一年四季都有钱挣”
“空中草原”农牧民旅游翻新篇

新华社兰州 4 月 1 日电(记者周啸天、侯韶
婧)春分节气刚过，甘肃省敦煌市的农田上已是一
派热闹景象。农民魏军魁家的瓜田播种了大半，但
他在春天的农活儿还远没有完成。只见他徒手把
一根竹条弯成拱形，再将两端插进相邻的田垄中；
十几根竹条这样排列开来，就构成了温室“小棚”
的雏形。

远处，一排排齐腰高的拱棚已经架好。这种拱
棚以竹条作骨，再用塑料薄膜覆盖，拆装简易，成
本低廉，好像瓜苗头顶的一把“保护伞”，被瓜农形
象地称作“小拱棚”。

先前，西北大漠变化无常的天气一直让魏军
魁挠头。“我们这里种田不容易，经常变天，哪怕到
了 4 月份，也会出现霜冻。”他说，“夜里头一阵风

刮过去，瓜田恐怕就颗粒无收。”
“小拱棚”其实是一种促早栽培技术，用

人工干预气温和地温的方式，减少自然灾害
造成的损失，同时促使作物提早萌芽。2017
年，听说有新技术可以降低风险，魏军魁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在自家的两亩地上首先应用
起来。

“太阳一出来，里面温度上来得特别快，很
适合蜜瓜出苗儿。”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魏军
魁介绍起“小拱棚”却如数家珍，在它的保护下，
瓜田亩均收入达七八千元，比先前增收 3000 多
元。

拱棚中的温和环境让蜜瓜的上市时间提前
了 15 至 20 天。“小拱棚瓜的上市时间由以前的

七月中旬提前到六月下旬，正好处在大棚瓜和
大田瓜之间。”魏军魁说，在这段“空白期”上市，

可以让每市斤蜜瓜多卖 1 元左右。

周围的村民看他收成好，也纷纷应用起来，
“小拱棚”就这样落地生根。今年，魏军魁所在的
黄渠镇将有 1000 多亩瓜田搭起小拱棚。

“小拱棚”为瓜苗遮挡了狂风横雨，却没有
隔绝阳光和空气。和蜜瓜打了十几年交道，魏
军魁深知，只有享受到充足的日照和明显的昼
夜温差，种出的瓜才甜。“我们等长出了‘瓜麻
子’就把拱棚取掉，这也是小拱棚的优势之一。
让我们的瓜和大田瓜一样去露天生长，这样的
瓜才好吃。”他说，这两年，黄渠产的“小拱棚”

瓜不仅在省内热销，还在毗邻的青海省成了抢

手货。

“小拱棚”种瓜的技术并非在敦煌土生土
长，而是引进自同样有种瓜传统的新疆地区。敦
煌的农业技术人员并没有照搬照抄，他们先是
经过长期试验，找到了最适合使用“小拱棚”种
植的蜜瓜品种，又根据敦煌的气候特点做了改
良。“敦煌这里的风更大，所以我们用的塑料薄
膜更厚，保温性更好。”魏军魁介绍，“小拱棚”亩
均成本 1500 元至 1800 元，是钢架大棚的约六
分之一。

两年多来，从初来乍到到备受青睐，“小拱
棚”给敦煌的瓜农带来了看得见的保障和实惠。
今年，魏军魁打算在自家的全部 12 亩瓜田上都
盖起“小拱棚”。

大漠搭起“小拱棚”，农民增收有了“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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