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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李勇、张桂林、韩振

炎炎夏日，海拔 1000 余米的丰都县双路镇莲花洞村，凉风
习习。70 岁的村民秦大礼正在一座玻璃栈桥的桥头疏导游客。
当了一辈子农民的他，如今有了新身份——— 九重天景区管理员。

这个工作比较轻松，每个月还能领到 1600 多元的工资。

“很多村民像我一样，过去穷得叮当响，现在却吃上了‘旅游
饭’。”秦大礼感慨地说，“4 年前，这里还是‘穷山恶水’，连路都是
泥巴路，种点玉米、蔬菜也卖不出去。村里两三千人，贫困户占了
两成。现在变化这么大，多亏了陈老板。”

秦大礼所说的“陈老板”，名叫陈国海，也是双路镇人。2015
年以前，陈国海一直在沿海做建筑生意，后来返回家乡做旅游产
业，用了 4 年时间在莲花洞村建起一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莲花洞村海拔较高，风光秀丽，山下是龙河大峡谷，但过去
交通不便，耕作艰辛，村民们只能守着美景受穷。为振兴产业，带
动脱贫，县里和镇上干部多方招商。作为本乡本土走出去的老

板，一直想为家乡做点事的陈国海，决定回来看一看。
经过几番摸底，陈国海发现莲花洞村气候凉爽，适合休闲、

避暑，村子紧邻大峡谷和大溶洞，有条件开发体验式旅游项目。
而让他最终做出决定的，是村民们期盼过上好日子的眼神。“有
一次到莲花洞村考察，碰到在地头干活的老秦，听说我打算来投
资，他抓住我的手说，大伙儿都穷怕了，能不能帮老乡亲们找条
出路。”陈国海说，“我答应一定要和乡亲们一起奔出路！”

说干就干，自 2015 年开始，在当地政府支持下，陈国海从修
路开始，累计投资上亿元，在村里打造出一个集观光、体验、休
闲、避暑于一体的大景区。

记者走进九重天景区看到，地处龙河大峡谷正上方的景区
入口处，一座长 280 米、最大悬空 800 米的玻璃栈桥上，不少游
客正在体验高空行走的刺激。栈桥下方，一条 3 . 5 公里的玻璃
栈道沿着山崖蜿蜒而上。栈道边还设有悬崖秋千等体验设施。

“景区 2017 年 7 月开放以来，年接待量已超过 30 万人，游
客在这里既能欣赏山水风光，又能体验惊险刺激。”陈国海介绍，

景区范围内住着 10 户贫困户，大多五六十岁了，如今在景区上
班，每人每月能领一千六七百元的工资。他们还把自家种的瓜果
蔬菜拿到景区门口销售，又能挣一笔收入。

依托景区的“流量效应”，莲花洞村其他村民也逐渐尝到“旅
游饭”的甜头，大大拓展了增收途径。

记者走进莲花洞村一个林间休闲营地，郁郁葱葱的山林、凉
爽的空气，格外宜人，不少市民携家带口前来游玩。营地中的动
物体验区里，一只只可爱的松鼠、鸽子和孔雀，吸引了不少好奇
的游客，他们纷纷拿出手机、照相机拍照留念。

46 岁的村民廖长荣过去在外打工，景区建成后，他开办了
农家乐，一年收入近 20 万元。“现在，村里 6 户村民开办了农家
乐，生意都不错。”廖长荣高兴地说。

“这两年，像九重天风景区这样从无到有的项目越来越多，让我
们通过绿色发展振兴乡村的信心更足了。”丰都县县长罗成说，下一
步，将以更大力度引人才、聚资金、强产业，努力把秀丽的风光、丰富
的物产变成百姓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 新华社重庆 7 月 8 日电

新华社记者王军伟、何伟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无论什么季节，各地游
客来到广西，都对美丽和谐的壮乡村寨连连赞叹，流连忘返。近
年来，广西大力实施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着力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使广大农
村面貌焕然一新，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

一批批“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奋战在农村基层

“我们上和村开设了‘第一书记讲堂’，广泛宣传国家扶贫政
策、加强基层党建、开展农业技术培训，群众非常欢迎。”广西大
化瑶族自治县江南乡上和村第一书记梁鹏说，2018 年以来，上
和村“第一书记讲堂”已召开 100 多场(次)，参加培训人数 1000
多人(次)，全村所有贫困人口已轮训一遍。

上和村外出务工青年唐乐参加“第一书记讲堂”后，懂得了
科学种养知识。他决定不再在外承包工程，而是返乡创办全村首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带头养殖“七百弄鸡”、发展山葡萄和种
桑养蚕产业，带动 26 户贫困户增收。32 岁的唐乐说，去年以来，
仅种桑养蚕一项销售额就有 40 多万元，有的贫困户不仅通过小
额信贷入股，还在合作社务工，一年可增收 1 万多元。

“党建引领和‘第一书记讲堂’真正激发了贫困户脱贫的内生
动力。”梁鹏告诉记者，上和村已有 78 户贫困户实现脱贫，贫困
发生率下降 20%。今年全村有 92 户 474 人申请脱贫，预计年内
实现整村脱贫摘帽。

在推进治理能力提升工程中，广西坚持党建引领，狠抓基层
组织建设，从组织体系、干部队伍、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升农村基

层党建工作质量。自治区党委农办专职副主任、自治区乡村办副
主任冯俊英说，截至目前，广西先后安排数十万名党员干部、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和“第一书记”驻村入户、结对帮扶，
成为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坚强堡垒。

创新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的乡村治理

在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村民自治极大激发了
农村活力，如今全村 9 成以上的农户住进了楼房，老年人活动中
心、村民自治文化公园等一批活动场所陆续建成，村民的幸福指
数较高。合寨村村干部介绍，在原有村民自治的基础上，目前各
个屯又成立了“党群理事会”，管理屯级事务，构建起村民自治组
织“微单元”。

广西创新推广屯级“一组两会”(党小组+户主会+理事会)协
商自治模式，在 1 . 3 万个自然村建立了“一组两会”制度，通过户
主会拓宽村民议事平台，通过理事会强化村民民主自治，实现村
民自治与村庄管理的有机统一。此外，还在部分市县探索出村务
商议团民主管理、“屯事联理”村务监督等一系列自治新模式，群
众参与村民自治更主动、更积极。

记者在广西多地行政村采访看到，许多村都设有法律服
务窗口、法律顾问等，便于群众进行法律援助和纠纷调解。目
前，大约 97% 的乡镇(街道)建立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通过
推进平安乡村建设、配齐“一村一警务助理”、加快“雪亮工程”

等，群众安全满意度从 2016 年的 89 . 65% 增长至 2018 年的
96 . 15% 。

“爱国家爱集体”“反对铺张浪费”“不赌博禁恶习”……通过
党员干部带头执行这些村规民约，村民群众相互监督，农村滥办

酒席、“天价彩礼”、赌博等不良现象更少了。
自治区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蒙昭平说，为厚

植德治土壤，目前广西大部分行政村建立了“一约四会”，即村规
民约、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和禁毒禁赌会，还在
实施村规民约完善提升计划，针对脱贫攻坚中的“等靠要”、懒汉
行为等问题，完善奖惩机制，形成“我脱贫、我光荣”的良好氛围。

乡村和美、绿色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宽

在广西桂平市南木镇洛连村第一书记朱日强带领下，当地
利用自有水域、竹子、花卉等生态资源，成立乡村旅游服务中心
和乡村旅游联盟，在“吃农家饭、住农家楼、品农耕文明”上做文
章，打造乡村旅游精品村。目前全村乡村旅游度假区已有 10 多
家，带动村民吃上“生态饭”“旅游饭”。黄秀莲等 30 多名村民在
家门口的农家乐务工，既能照顾老人和孩子，每月工资收入
2000 多元。

“我们的出发点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
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乡村旅游，没想到几年间就找到了脱贫致富
的‘金钥匙’。”朱日强告诉记者，仅今年上半年，全村各种产业收
入 3000 多万元，其中旅游收入 1000 多万元。

近年来，广西深入开展“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分为
清洁乡村、生态乡村、宜居乡村和幸福乡村四个阶段，目前
正在推进幸福乡村建设，集中开展“环境秀美”“生活甜美”
“乡村和美”三个专项活动。冯俊英说：“‘美丽广西’乡村建设
活动加强了乡村治理，促进了乡村振兴，使八桂大地产业
强、百姓富、生态美、群众幸福感高的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
宽。” 新华社南宁电

自治法治德治结合，换来秀美甜美和美
广西实施治理能力提升工程让壮乡更美好

从守着美景受穷到吃上旅游“甜”饭
重庆市丰都县发展乡村旅游，将“穷山恶水”化为百姓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

7 日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
旗，一场小雨来得突然。这种天气对正在打农
药的作物影响很大——— 刚打完的药让雨一浇
就都冲掉了，但中化农业正蓝旗技术服务中
心的农艺师对此却早有准备。

“我们的天气预报是订制的。天气预报说
锡林郭勒盟有雨，但可能精准到正蓝旗这边
并没有下。我们的农业服务能精准到每个地
块的天气情况。如果预测到这场雨，我们会提
前告知给客户。”中化农业 MAP 特种作物事
业部总经理汤可攀介绍道。

如今，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智能控制、卫星定位等技术的发展，手机成为
“新农具”。在手机软件“MAP 智农”上，农艺师
可以看到 1 平方公里精度的精准农业气象服
务，包括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农事作业适
宜指数等。

MAP(Modern Agriculture Platform)是
中化农业推出的一个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平
台，可为农户提供线上线下结合的农业托管
服务：精准选种、测土与全自动配肥施肥、智
能配药、粮食品质与土壤养分等检测服务、农
机服务、农民培训、智慧农业系统。

甄晓明是正蓝旗的一个农场主，从事马
铃薯种植已经 19 年了。去年起，他与中化农
业正蓝旗技术服务中心合作，施肥只需一个
电话，槽罐车就来到他的田里，通过气吹式固
体施肥机将肥料快速均匀喷在地里。

中化农业的农艺师给他的马铃薯地量身
订制了一套施肥方案。“从测土到设计方案，
我们可以做到针对每个地块不同的作物品
种，都可以给他设计不同的解决方案。”汤可
攀说。

在这之前，甄晓明都是根据经验来决定
施肥量。“就是靠经验看苗长成啥样了然后再撒肥。”他说。

除了提供精准的天气预报服务和精确的施肥方案，“MAP
智农”还能够为农场主提供科学的巡田方案。通过遥感卫星收集
地面多光谱数据，这一平台还能够生成反映作物长势的遥感图
像，农场地块的位置、边界、面积等信息清晰可见，形成巡田建
议、达到远程巡田的效果。汤可攀举了一个例子：“你看到光谱上
的斑点有深有浅，就是有的地方是异常的，比如杂草多了、需要
打除草剂，如此就可以直接去进行处理。”

中化农业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三到五年将在全国建设
500 座以上 MAP 技术服务中心和近千个现代农业示范农场，实
现服务 4500 万亩以上耕地的目标。

业内人士认为，以卫星、无人机和地面监测为手段的农业多
尺度数据获取体系已逐步建立，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全面向农业渗透，高强度的人类劳
动将被智能化的农业设备取代。

（董峻、韩佳诺）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7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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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8 日，游客在河北省阜
城县建桥乡一处杏梅园采摘杏梅。

 7 月 8 日，游客在河北省阜
城县建桥乡一处杏梅园展示采摘的杏
梅。

近日，河北省阜城县的杏梅进入
成熟期。金黄的杏梅挂满枝头，吸引
游客观光采摘，尽享农家之乐趣。

新华社记者李晓果摄

杏梅挂枝头

农趣引客来

来自一线的调查报告

新华社记者李钧德、李鹏

继去年成为大别山区首
个脱贫县后，不久前，河南新
县又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通
过了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
区验收。2018 年，36 万人的
新县吸引游客超过 630 万。
以旅游激活乡村，用绿色改
变贫困，河南新县老区“游”

出一条“绿中掘金”新路。

从“靠山吃山”

到“敬山如父”

河南新县地处大别山腹
地。上世纪一段时期，群众“靠
山吃山”，眼盯着几亩山场，过
度砍伐，结果山上树少了，群众
还是没有富起来。

生态恶化让新县痛定思
痛。“‘靠山’不能仅仅‘吃山’，

还要‘养山’‘护山’。”新县县委
书记吕旅说，“新县没有别的
资源，只有把经济发展和生
态保护统一起来，把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才能真正
实现绿色、协调发展。”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
乱挖乱建乱伐滥采等生态
“四乱”，新县近年来划定县
域生态保护红线，先后开展
规范土地和建设市场、严格
矿产资源开发、打击破坏森
林资源、河道采砂治理等综
合整治行动。

在治乱基础上，新县又
提出“视山如父、视水如母、

视林如子”理念，对山场、河
流登记建档，对古树名木挂
牌保护，构建县乡村三级联
动、气水土“三净合一”的污
染防治攻坚机制，落实“河长
制”，探索“山长制”“林长
制”，用最严格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如今，新县森林覆盖率恢复到 76% 以上，植被覆
盖率超过 95% 。2018 年 12 月，经生态环境部验收，新
县成为河南仅有的两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之
一，全县 17 个乡镇全部创建成为国家级生态乡镇。

以旅游激活乡村 用绿色改变贫困

经过大力整治，到处挖山毁林的风气得到了遏止，
生态得到恢复。但如何从绿水青山中掘出金山银山，还
是个难题。

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新县提出，大力发展
全域旅游和健康产业，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2014 年开始，新县提出以旅游为体激活乡村，加快脱
贫攻坚，用“美丽”改变贫困。全县不仅高标准编制了
涵盖“九镇十八湾”的全域旅游规划，而且建立起“县
有旅游委、乡有旅游办、村有管委会”的三级旅游管理
体系，以“每年 6 个 1000 万元”财政投入机制带动社
会资本注入，驱动实施“美丽乡村生态新县”五年行动
计划。

短短五年，乡村旅游兴起让许多传统村落焕发生
机。周河乡西河湾村 2013 年只剩下 39 名留守老人。
2014 年，致富带头人张思恩从北京返乡成立西河农耕
园种养殖合作社，将全村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发展乡村
旅游，并以古村原貌保护和慢生活创意为特色，不仅帮
助村子脱了贫，而且吸引近 400 名村民回归。

张孝祥以前在广东打工，儿子在韩国打工，儿媳带
着孙子在县城上学，一家人分居三地。作为全村首户农
家乐，如今张孝祥的农家小院每年收入一二十万元，儿
子也从韩国归来，一家人重新“团聚”。他说，“这些变化
就像做梦一样。”

乡村旅游也带动了农业供给侧改革。羚锐集团是
当地一家知名的制药企业。2014 年起，该集团通过
“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山
茶油产业，动员山区村民改造、优化自家的野生山茶
林，为企业提供优质原料。

在企业的带动下，原来不值几个钱的山茶籽，现在
卖到每斤 12 元，一亩油茶每年就可以收入约 6000 元。

当地百姓高兴地说：“一亩油茶百斤油，脱贫致富盖高
楼”。

近年来，在乡村游的带动下，新县建成旅游餐馆
155 家 、农家饭庄 400 余家 、民宿体验场所 200 多
个、集农业观光和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生态农业综合
开发园区 10 余个，发展生态茶园 30 万亩、油茶 22
万亩、中药材 3 万余亩，一幅“绿中掘金”的画卷在新
县徐徐展开。

以绿色传播红色 用特色擦亮底色

2018 年 8 月 1 日，新县告别绝对贫困，成为大别山
地区首个宣布脱贫的县。不久前，新县以河南省第一名的
成绩通过了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近年来，新县
老区旅游综合收入、游客接待量年均增长 20% 以上，旅
游及相关行业对全县 GDP 贡献率达 30% ，从业人员 5
万余人，带动 22 个贫困村、7683 名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依托旅游带来的百万游客，新县老区的“红色”文
化也传播得更远。吕旅说，新县散布着 300 多处红色
旧址，以大别山干部学院为载体，近年来，超过 15 万来
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来此洗礼初心。

新县政协副主席吴克君说，作为革命老区县，红色
是新县的底色，而绿色是全县的特色，在发展乡村旅游
中，以绿色传播红色，用特色擦亮底色，“四色”发展相
得益彰。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王承哲认为，作为资源匮乏
和区位不便的山区县，新县“绿中掘金”，让群众从绿水
青山中增收致富，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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