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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电(记者李力可)位于成都温江
区寿安镇的岷江村，尽管是个只有 2298 人的小
村，却已经坚持垃圾分类 7 年。垃圾分类在这里
早已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村里的两
位收荒匠，也因为收不到“废品”，被“逼”得收山
改行。

“以前垃圾往沟里、河里、空地上一扔了事，
村里真叫一个脏乱差。”岷江村党总支书记陶勋
花回忆，2010 年，她当选村党总支书记，村里的
环境问题成了发展的一大阻碍，但说起垃圾回
收，她和所有村民一样一筹莫展。

“2012 年有次回外地娘家时，嫂子卖废品
的经历启发了我，既然有收荒匠收废品，为什么
我们不可以自己收呢？”陶勋花回到村里开始和
村两委组织村民推行垃圾分类，在 13 个村民小
组建了 13 个回收点，每月固定回收一次垃圾，
再分门别类拉到废品回收站卖掉。

但一开始，岷江村的垃圾回收工作就让负
责垃圾分类的村委委员徐德昌犯了难。“真是喊
破了喉咙挨家挨户提醒也没人理。”徐德昌回
忆，“不管是玻璃瓶、农药瓶，还是纸板、电池，都
丢在一起，每次都要花两个小时以上重新分
拣。”

为什么村民参与度不高呢？深入了解后，陶
勋花、徐德昌发现了原因，一是宣传引导不够，二
是村民不会分，三是村民嫌麻烦不愿分。

找到了原因，岷江村在村里培训了 33 名院
落长，再通过院落长指导村民垃圾分类的方式，
回收点也增加到了 33 个；同时，岷江村拿出了
村集体资金用于奖励村民。“我们给回收垃圾的
村民提供了纸巾作为奖励，回收垃圾 5 元以上
就得一包小纸巾；10 元以上就得一包大纸巾。”
徐德昌介绍。

卢兴福是岷江村 10 组的垃圾分类示范户，

尽管他的妻子王素琼嫁入岷江村不到 3 年，但
每月数她回收的农药桶(袋)最多。“除了自家以
外，她还到周边河边、田间、沟渠边主动捡拾，每
月都是两三大口袋。”卢兴福说。

陶勋花介绍，岷江村花卉苗木产业较发达，
实行垃圾分类前，农药桶(袋)造成的污染严重，
扔了农药桶(袋)的地方往往几年不长草。“随着
垃圾分类回收工作开展，我们按一角钱一个的
价格回收，去年一共回收了 6 万多个农药桶
(袋)。”

村民的自觉行动，也让“收荒匠”这个职业
在岷江村成为了历史。

岷江村 68 岁的村民周光荣曾是岷江村的
一名收荒匠，从 4 年前起，他不再在村中收废
品，过上了“退休”生活。“4 年前遇到一位村民，
他告诉我他家每个月的垃圾交给回收点都不
够，真的没东西卖给我了，当时我就决定再也不

做收荒匠了。”他说。
如今，周光荣和其他村民一样，也加入了垃

圾分类回收的队伍。“上个月我还卖了些矿泉水
瓶、纸板、饮料瓶给站点。”

“7 年下来，村里田间地头农药袋、地膜等
垃圾没了，村庄变美了，环卫工人的工作量也降
下来了。”陶勋花介绍，目前，岷江村的垃圾分类
回收模式正在整个寿安镇推广。如今岷江村的
垃圾回收量从一开始的每月 1 吨多，增加到了
4 吨多，700 多户居民垃圾回收的参与率达到
了 90% 以上。

“村里环境好了，资源也跟着盘活了，利用
花木产业优势，2018 年，全村仅桂花产业就实
现销售收入 500 多万元。有了良好的人居环境，
我们还引进了‘九坊宿墅’民宿、工坊项目，一期
投资 1000 万元的‘女红坊’已经投入运营。”陶勋
花说。

垃圾分类 7 年，这个村“逼”得收荒匠改行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杜刚、张啸诚)连
续几日，位于新疆伊犁河谷的琼库什台村游客
数量超过 3000 人次，是本村村民数量的近两
倍，58 个民宿店一床难求。一拨拨游客来到村
子里，将他们看到的哈萨克族传统生产生活方
式传到网上，让这个有雪山、河流、森林、牧场的
半游牧半定居村落，成为短视频 App 上的“流
量名村”。

贯穿天山的乌孙古道，是古代南北疆的交
通要道。琼库什台村是乌孙古道的北入口，也是
牧民冬、夏牧场转移的重要驿站。

如今，在交通逐步完善的新疆，乌孙古道和
琼库什台村也慢慢失去了原本的功能。

村民努尔波力·吐尔逊拜对此深有体会。
2009 年，一些“驴友”来此歇脚，并请当地村民
担任穿越乌孙古道的向导。看到机会，他成为村
子里最早一批开民宿的村民，用自家原始的两
间木楞房，搭上板炕，媳妇当厨师，就开门营业

了。
2010 年，琼库什台村被住建部和国家文物

局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参与申报工作的
靳文涛介绍，琼库什台村之所以能入榜，是因为
这个村子完整保留了哈萨克族人的木屋建造技
术，建成伊犁河谷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木构建
筑群，“木屋的建构，体现了哈萨克族的木制建
造方式和江南细木工建造方式的融合。”

此外，村子保留了完整的牧业生活生产方
式，例如钉马掌、姑娘追、叼羊等。

也是在这一年，努尔波力·吐尔逊拜开了第
二家民宿店，并聘请了专门的厨师，以满足更多
游客。作为村子的致富带头人，他还和 200 多户
村民成立了旅游合作社，组建了由 150 匹马组
成的马队，并制作出售哈萨克族传统食品，如马
肠子、奶疙瘩等。

这两年，一些外地经营者来琼库什台村投
资旅游。不到 30 岁的王云刚 2016 年来到村子，

将一处破旧的院落进行改造，把原始的木楞
房改造成“星空房”。

“我原本是想过悠闲的生活，在村里做点
小生意，看看日出和晚霞。可是今年客人太多
了，违背了初衷。”王云刚笑着向游客介绍关
于琼库什台的短视频，播放量最高的视频近
一百万。

琼库什台村于 2017 年还被国家民委评
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自此，这个小山
村同新疆许多地方一样，受益于游客“井喷式”
增长，村里的民宿店数量比去年翻了一番。

当地驻村工作队队员许德君介绍，为了
让村子在保持原始风貌的同时，更好发展旅
游业，2017 年当地投入 250 万元对村子的特
色房屋由内而外进行改造。同时，受益于“中
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项目，努尔波力·吐尔
逊拜的合作社收到了当地政府 30 万元的专
项资金支持，用作特色食品的制作销售。

琼库什台：从古道驿站到“流量名村”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宋晓东、韩朝阳)农房
披着色彩斑斓的外衣，墙壁上的 3D 彩绘栩栩
如生，还有绞胎瓷艺术公园、奇石艺术馆、樱桃
美术馆、名家珍宝馆……走进郑州市二七区樱
桃沟社区，映入眼帘的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山村
新景，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文化气息。

樱桃沟曾是嵩山余脉沟谷里的一个普通小
山村，这里山美景丽，300 年以上的古樱桃树、
古皂角树、古紫藤树等古树有 1000 余株。这里
有上千年种植樱桃的历史，因樱桃得名，也因樱
桃闻名。樱桃沟景区党工委书记徐建介绍，樱桃
沟绝大多数群众都种植樱桃，种植面积达
10000 亩，年产樱桃近 300 万公斤，每年樱桃成
熟时都会吸引大批游客采摘、观光，2019 年五
一假期，到景区采摘樱桃和游玩的游客高达 46

万人次。
种樱桃、卖樱桃、摘樱桃，樱桃沟在樱桃上

做足了文章，但想过上更好的日子，实现乡村振
兴，不能永远把目光停在樱桃上。近两年，依托
自然环境优势和樱桃打响的知名度，樱桃沟将
创意乡村、创客乐园作为发展的新方向，开始探
索都市田园的文创产业之路，村庄建设越来越
有“文艺范”，吸引了一批对乡村怀有憧憬、对艺
术充满理想的艺术创客。

黄建军是樱桃沟文创产业发展的带头人，
2017 年开始，被樱桃沟深深吸引的他开始带头
推介樱桃沟，带来一批批艺术家。“樱桃沟不仅
环境优美，而且几乎每周都有文化交流、艺术展
览，文化氛围浓厚，艺术家到这里可以安心创
作。”黄建军说。

为了让艺术创客更加安心、舒心地留在樱
桃沟，当地政府还做起“保姆”：樱桃沟社区联系
两家幼儿园、一所小学，新建一个医务室，为艺
术创客解决子女上学、就医等问题。樱桃沟景区
管委会还提供资金优惠政策，免费提供一年半
的房租租金，帮助创客解决初期可能普遍面临
的资金、住房等难题。

少了“土”味，多了“文艺范”。以前走进樱桃
沟，满眼都是土坡和樱桃树，现在仿佛走进了一
个现代艺术公园，不仅能观看名家展览，选购非
遗产品，还可以与艺术家交流。这些变化引来了
越来越多的“追梦人”。据统计，2017 年以来樱
桃沟已入驻 43 家艺术创客工作室、120 多位艺
术创客，还有近 20 家艺术创客工作室正在入
驻。

从山沟村变成“艺术梦工厂”，樱桃沟发展
转型也为乡村振兴探索出了一条“文创路”。越
来越多的艺术创客到樱桃沟开展实践创作交
流，吸引了一大批高校艺术院系、工作室、创作
团队进入樱桃沟，更多热爱艺术的游客也慕名
而来，不仅拉动了旅游产业，陶瓷、雕刻等艺术
创作还带动了当地就业，提升了村民的文艺素
养。

郑州市二七区副区长董治会介绍，2018
年，樱桃沟旅游收入超过 6665 万元，村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 22829 元。“文创艺术带动产
业转化、劳动力转移，在樱桃沟实现了风景为
表、文化为里的文旅结合，这是一条都市田园
融合发展、多业并进的乡村振兴之路。”董治
会说。

樱桃沟来了追梦人，小山村变身“梦工厂”
郑州市二七区樱桃沟的转型为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文创路”

▲琼库什台村一景(7 月 16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杜刚摄

新华社沈阳电(记者李铮、
于也童)“村民富不富，关键看
支部”。在辽宁铁岭市清河区聂
家满族乡广东山村，村民们常
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是身边的
党组织和党员让我们这个穷山
村有了精气神，看到了希望。”

原来的广东山村产业单
一，村民收入有限、思想较为保
守，配套设施发展跟不上。“那时
候村里垃圾随处堆积，味太大
了，大热天的也不敢开窗户，大
家也想收拾收拾，但是心不齐。”
一名村民回忆。

“怎么把大家的心拢在一
起，这考验的是支部的组织
力。”广东山村党支部副书记霍
仲福说，“我们党员先干，干着
干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
来。”整治队伍不但对村里的垃
圾存放点进行了集中清理，还
栽植了 600 余棵树苗，共美化
村屯巷路 11 公里。随着村里的
环境渐渐变好，基层党支部的
凝聚力也不断增强。

人心齐了，环境好了，产业
也做起来了。2017 年初，广东
山村党支部、村委会经过考察、
研究，决定对村里土地进行流
转，栽植软枣猕猴桃。“通过流
转土地，一亩地多收入了几百
元，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我们还
可以到种植基地打工赚钱。”村
民张贵峰说。

“我们村的两个自然屯有
4000 亩土地，目前村里软枣猕猴桃的种植面积
已经达到 500 亩，下一步我们将把种植产业做
大做强，继续带动农民增收。”霍仲福说。

看到村里村容整洁，来到广东山村的“第一
书记”周宝军把目光投向了民宿经济，打算以此
为支撑，撬动乡村旅游发展，为村民开辟出一条
增收致富的新路。

但大多数村民对这个新词感到陌生，少经
验、缺底气。周宝军就和几个党员同事一起，自
掏腰包，筹款 3 万余元在村里租用了一个闲置
农家院，并对院内民房进行翻新装修，很快，一
个集餐饮、住宿、采摘于一体的“第一书记小院”
民宿就建成了。配上周宝军精心设计推出的游
览路线：登广东山玉皇顶——— 游影视文化基
地——— 采软枣猕猴桃——— 品特色农家菜——— 住
“第一书记小院”民宿，推出后受到广大游客好
评。

周宝军说：“现在很多村民都跃跃欲试，想
加入进来，下一步我们打算扩大民宿发展的范
围，由村里负责市场推广运营，收益的 80% 用
于村民分红，剩下 20% 用于下一步发展壮大和
维修管理，帮助村民致富。”

“广东山村的发展是清河区以‘党建+’模式
引领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基层党组织加足动
力，乡村发展的速度才能越来越快。”清河区委
组织部副部长裴天鹏说。

一边是古色古香的庭院、错落有致的瓦房，一边
是潮范儿十足的咖啡厅、精致典雅的博物馆。走进明东
村，朝鲜族传统特色和现代化元素相得益彰，新农村气
息扑面而来，很难与过去的“贫困村”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个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明东村第一书记
韩宝宁多了一丝“烦恼”——— 如今村子真是愈发显得
“小”了。

明东村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
朝鲜族村民占 70% 以上，虽然有百年历史，曾经名
人辈出，但是偏远的环境、破败的村貌让这里一度籍
籍无名。

2016 年，韩宝宁从吉林省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
局下派到明东村任第一书记。村民说，“省城来的就是
不一样”“见过大世面”。水泥路替代了土路，石砌围墙
替代了朽木栅栏；草和泥堆的村宅翻新变成朝鲜族
传统瓦房，屋内设施一应俱全；新建的休闲广场上有
了 LED 大屏幕；涵洞、排水沟让村路不再泥泞，就连
杂草也被修剪成绿化带。村容村貌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让外出务工回乡探亲的村民们以为进错了村。

在当地政府部门支持下，村里的朝鲜族爱国诗
人尹东柱故居修葺一新，明东学校遗址新建省内首
家村级博物馆和革命教育广场，推出了名人故居游、
乡村生态休闲游等特色旅游项目。

起初，村民们不理解，“山沟沟有啥好看的，名人
故里也不过叫叫而已。”尤其是计划在建的 2500 平
方米停车场，与其放着大片空地不用，不如多盖几间
牛棚。而韩宝宁坚信，政府和企业帮扶“输血”只解一
时之困，村民自主“造血”开发特色资源才是可持续
发展之路。

随着“朝鲜族教育第一村”名声越来越响，村民
眼中的“穷乡僻壤”“废旧遗址”真的成了致富之宝。
2018 年，龙井市举办“明东端午文化旅游节”，只有
200 多人居住的小村子涌进 4 万多名游客，旅游收
入从 2016 年的 24 . 6 万元增至 50 . 6 万元。

当年嫌韩宝宁“折腾”的村民们越来越喜欢跟他
一起“搞事”，研发苹果梨米酒、经营畜牧养殖、开发
民宿等旅游项目。打糕、米肠、辣白菜等朝鲜族农家
美食做得越来越精致，慕名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
绝。

外出务工的村民也陆续选择返乡创业，玄昌浩
就是其中代表。“过去觉得留在村里挣不了钱，家乡
的新面貌让我们看到更多机会。”玄昌浩说。

“爱琢磨”书记韩宝宁也有失算的时候。今年端
午节期间，明东村迎来 2 万多名游客，民宿供不应
求，“大空地”停车场挤满了自驾游车，明东村人气之
旺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新盖的时尚咖啡厅供游客小坐，纪念品商超开
店两个多月创收 10 万元，休闲广场上支起了烧烤架
和帐篷 ，度假小木屋和黄泥汗蒸房也提上了日
程……

由于“能折腾”书记韩宝宁要开发的村集体项目
多了，村子的场地愈发显得不够用。“如今明东村真
是越来越‘小’了。”韩宝宁笑说幸福的烦恼。

(记者金津秀)新华社长春 7 月 24 日电

早晨 8 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热浪还没有席卷
东北缘的达西村。大部分村民仍在睡梦中，71 岁的
沙吾尔·芒力克已准时来到村委会办公楼前，他要和
村干部一起驱车前往附近的 6 个村民小组巡视。

自从 1980 年成为达西村党支部书记以来，他每
周至少花 4 个半天去村里巡视，起先是步行，3 年前
心脏搭了支架后，才借助汽车出行。

“不下去看，他们开会说什么我都不清楚情况。”

一下车，沙吾尔就步履不停地走在队伍最前面，他会
听听农民的抱怨，看看有没有人偷懒。

达西村位于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东北缘，人口
2000 多人，土地 2 . 5 万余亩。在维吾尔语中，村名含
有“盐碱地”的意思。

达西村既有维吾尔族，也居住着不少汉族村民。

沙吾尔鼓励各民族村民之间结对子，成立“科学社”，
交流种植经验。

村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学会了科学种植，正筹
划着过好小日子，沙吾尔却要冒着风险办企业。

村民的麦子要送到外面的厂子花钱磨面，沙吾
尔就开办面粉加工厂，不让钱往外跑；县城的蔬菜全
部来自外地，沙吾尔就贷款在集体土地上建大棚，用
自产果蔬占领当地市场。

正当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大家都希望继续扩
大经营时，沙吾尔却把赚钱的节奏放慢，甚至做起了
“赔本”买卖。

从 1994 年起，他带领村民办起了砖厂，还出台
一项特殊政策：村集体用参股办厂的股金和分红，每
年从砖厂购买 30 万块砖，免费发放给 30 户村民盖
新房。

“一座 70 平方米的砖房大概要用 2 万到 3 万块
砖，一户人家免费的砖不够用，可以半价从厂里购
买，但这些半价砖只能自用，不能转卖。”沙吾尔知
道，他把账算得越精细，农民住新房的门槛就越低。

到 2004 年，达西村的砖厂办了 10 年，盈利寥
寥，但 350 户村民从土坯房搬进了砖房。

去年，达西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240 万元，村民
人均纯收入超过 3 . 2 万元，均居新疆前列。

眼看达西村发展日新月异，沙吾尔却半夜睡不
着觉。

“国家大力搞乡村振兴，我们尉犁县其他 49 个
行政村都想超过达西，如果达西以前一小时走 10 公
里，现在一小时就要走 20 公里。”电子商务、土地流
转、民宿经济，沙吾尔又有了新的“研究领域”。

在达西村附近的戈壁滩，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一
只头羊在前面走，一大群羊紧随其后。因为羊群知
道，头羊会把它们带到安全而水草丰茂的地方。

达西村村民常说：“沙吾尔就是我们的‘头羊’。”

(记者张晓龙、何军)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25 日电

“头羊”的使命

书记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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