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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大别山，满目苍翠，作为我国中东部地区最
大的一块绿地，这里是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记者在安
徽省金寨县、岳西县等大别山地区采访了解到，聚焦绿
色发展，促进沃野生金，老区人握紧的这枚“绿钥匙”正
让这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焕发起勃勃生机。

开生态之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个月，金寨县花石乡千坪村的吴永田在田地里
放了好几个高音喇叭，循环播放人声、狗叫声以及敲锣
打鼓的声音，借以驱赶越来越多“光顾”田地的野猪。早
在十多年前，野猪可是稀罕物，由于人类猎杀与生存环
境空间减缩，其数量一度急剧减少，被列入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

近年来，由于大别山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野猪
成了当地居民最熟悉的“邻居”之一，该村周边不完全
统计有超过 200 头野猪活动，几乎家家户户都目睹过
野猪群下山的“盛况”。在当地马鬃岭林场场长陶红军
看来，长期以来的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工作使得山
林植被大量增加，群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逐渐增强，都
促进着山区变回野生动物乐园。

类似的情况在六安市霍山县亦有体现，最近几年，
当地东淠河湿地成为“中国最美小鸟”——— 蓝喉蜂虎的
栖居地，这种对环境要求苛刻的小鸟长期“落户”大别

山见证着当地生态保护的成效。安徽省探索实施大别
山区水环境生态补偿，根据年度联合监测结果，大别山
区水环境生态补偿已连续 5 年达到补偿条件，出境水
质为优。六安市旅委负责人说，当地几大水库积蓄了
70 亿立方米Ⅱ类优质水源，空气质量常年在Ⅰ类以
上。

开脱贫之锁：绿色饭碗越端越稳

作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提升经济的“绿色含量”
成为大别山打开脱贫之锁的关键。

安庆市宿松县的柳坪乡有一个颇为诗意的别
名———“竹海茶乡”，竹和茶是当地脱贫的法宝。当地的
邱山村曾经是一个深度贫困村，近年来这里着力打造
以毛竹、茶叶为主体的山区特色产业，走上了新型“靠
山吃山”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当地依托改造的 4700 余亩竹园，成立竹业协会，
对竹园实施统一管理、统一组织生产，并与加工企业签
订公司销售合同，改变了过去零星生产、随机销售的低
产低效局面。

茶叶最初没名气，卖不上价，2014 年，当地以股份
制的形式组建生态农业公司和茶叶协会，建起了茶叶
加工厂，创建“宿松香芽”这一自主品牌。如今，茶园由
最初的 60 多亩发展到 800 多亩，价格也卖到每斤 400

到 1000 元不等，贫困户户均年增收 2000 元。
邱山村党总支副书记吴泽虎告诉记者，到今年底，

全村 160 户贫困户 563 人可望全部脱贫，“生态山水林
田已成为全村取之不尽的红利之源。”

好风景亦能“敲”开致富门。满载着游客的旅游大
巴车一辆接一辆开进坐落在岳西县黄尾镇的大别山彩
虹瀑布景区。位于景区内的五谷饮农家乐里，女主人胡
霞正在为预定午餐的游客准备食材。2012 年她开始经
营农家乐，去年收入达到 30 余万元，仅十一黄金周期
间，农家乐纯收入 3 万多元。

“过去都是扛着斧头上山讨生活，日子越过越穷。
现在我们家门口‘卖风景’就可以致富。”胡霞开心地介
绍。这来源于当地开发资源、成立农家乐协会等一系列
旅游组合拳。截至目前，协会里的农家乐已达 105 家，
日接待能力过万人，2018 年营业额超过 3000 万元，直
接或间接带动就业 2000 余人。

开振兴之锁：红色土地的绿色崛起

大别山是英雄之山，革命战争年代，近 100 万人为
国捐躯。如今，为保护生态环境，大别山区在工业企业
关停并转、优化结构上付出巨大代价，牺牲了很多发展
机会。以“红”为底色，甘于奉献的大别山人不怕困难，
以多元绿色产业促红色土地崛起。

金寨县张冲乡境内的大别山西段北麓，抽水蓄
能电站项目此刻正在施工，山上山下机声隆隆一派
热火朝天，预计到 2021 年 7 月，电站将实现首台 30
万千瓦机组发电。金寨县委副书记王思春告诉记者，
当地清洁能源产业从无到有，先后建成光伏、风电、
生物质发电等总装机 159 . 39 万千瓦，光伏装备制
造产业年产值达 50 亿元。

距离金寨 140 余公里的安徽省会合肥，一场秸
秆综合利用产业博览会上，来自大别山地区的一家
企业向参展观众介绍其生产的秸秆工艺品。“我们收
购当地农民的秸秆，依托细致做工和创意设计，将不
起眼的废弃物制成精美的家居装饰和节庆产品，在
海外市场很受欢迎。”该企业负责人介绍，截至 2018
年，这家山区企业年利用秸秆量近 1000 吨，设计出
20 多个系列、近 3000 余款产品，出口累计近 1500
万美元。

近年来，大别山区围绕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
源、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重大新兴产业
高端项目建设。

记者在安庆市《关于“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规划及安徽省实施方案”中期评估情况的汇报》中看
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
分别增长 13 . 2% 和 11%。

(记者陈诺、刘美子)新华社合肥电

一枚“绿钥匙”能开三把“发展锁”
安徽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绿色发展见闻

“扶贫羊呢？”
“吃了。”
“知道错在哪么？”
“错在吃羊的时候没叫你……”台下

观众笑成一片。

夏夜，江西萍乡市安源区青山镇温
盘村，老表们坐满了村头广场，看到兴头
上都忘了扇扇子驱走暑热。

这台小戏的大名叫萍乡市“感恩奋
进”脱贫攻坚大宣讲。走上宣讲台的除了
基层宣讲爱好者，还有来自扶贫一线的
干部。

当晚宣讲的主题是脱贫攻坚。除了
小品《懒汉脱贫》，渔鼓说唱《脱贫攻坚来
点赞》、快板《轮椅上的追梦人》、采茶戏

《今天有客来》和“新闻发布会”等一个个
来自田间地头，沾露珠、冒热气的小节
目，在现场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和
叫好声。

一位年过六旬的村民告诉记者：“我
们这里好多年都没这么热闹了……”

“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是‘扶贫关乎你
我他’，有问题问专家……”

“摘了帽的贫困户还能享受扶贫政
策么？”

主持人挤不进人群里去，要靠老乡
手递手才能把话筒传过去。提问的是村民，作答的
是一线扶贫干部。眼神碰撞处，两颗盼着日子越

过越好的心贴在了一起。

用“生、鲜、活”的乡间俚语，讲“短、
小、微”的身边故事，从而了解、听懂国
家政策 ，村民管这种大宣讲叫“大篷
车”。

过去的两年里，萍乡的“大篷车”开
进了工厂 、学校和乡村，共宣讲 3000
多场，观众达 120 余万人次，主题覆盖
党的十九大精神、脱贫攻坚政策、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等。当晚不少观众
是搭车赶了一个多小时山路慕名前来
的。

虽说是一台乡间小戏，它的导演却
是位文化大腕——— 萍乡文联原副主席赵
一青，梅花奖、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得
主。

“这么一台小戏怎么邀您这个大腕
来指导？”

“舞台虽小，主题宏大。对党的政策
来说，老百姓的心就是最大的舞台。”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
割……”尾声，音乐响起。台上的扶贫干
部走到村民中，大家伴着音乐挥动手中
的国旗。

温盘村的夏夜，就是一首歌，缠绵而
奋进……

(记者侯雪静、沈洋、高皓亮)
新华社南昌 7 月 2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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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萍乡市莲花县，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著名六县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
的“初心之地”。

92 年前，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后，
白色恐怖笼罩着莲花县城。

在腥风血雨中，党领导的莲花农民自
卫军 60 枝枪被收缴了 59 枝。28 岁的贺国
庆把仅存的一枝步枪拆解成三部分藏了
起来，等待革命队伍再次召唤让这枝枪再
为穷人打天下——— 这就是有名的“莲花一
枝枪”的故事。

“父亲被活活烧死，弟弟妻离子散，贺
国庆始终没有把枪交出来。”数十年来记
不清讲述了多少回，“莲花一枝枪纪念馆”

老馆长吴栋山再次讲述这段历史时，泪珠
仍在眼眶里打转。

而在他脚下的这块热土，几十年沧桑
巨变，“莲花一枝枪”的初心已经在莲花县
乃至全国升华成一种不屈的精神——— 当
年战胜黑暗，今天打败穷困！

就在距离莲花一枝枪纪念馆不远的
莲花县良坊镇清塘村，哞、哞……一阵阵
牛叫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村里的“扶贫牛”项目现场，壮硕的西
门塔尔牛犊把头伸出栏外，大口大口地咀
嚼着饲料。

这里的“扶贫牛”承载着清塘村 19 户脱贫户巩
固脱贫、稳定致富的希望。

一头 600 斤的牛犊养到 1400 斤，约
需 320 天，纯收入 3500 元左右。

“一户两头，农户与合作社对半分成，
加上产业扶贫补贴，每户年增收 5000
元。”良坊镇党委书记徐庆宇和脱贫户宋
益万盘算着收益。

牛由合作社代养，企业保护价回购，农
户没有风险。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扶贫
牛”会不会变成“返贫牛”？

“一头牛犊 1 万 2000 元，拿不出钱咋
办？”

“申请小额贷款，政府贴息。”
“牛养死了怎么办？”
“每头牛都购买了保险，保费由政府、

企业和合作社承担。”

为了让莲花县甩掉贫困县的帽子，当
地很多党员拿出了当年“一枝枪”的精神，
拼命想法子、找路子。“扶贫一头牛”只是
其中的一个缩影。

莲花不少村庄的百姓都记得，当满载
牛犊的大货车抵达村里时，不少人自发喊
出了“感谢党”，一如当年欢迎红军时的情
真意切。

从“莲花一枝枪”到脱贫一头牛，共产
党人的初心始终未变。2019 年 4 月 30 日，
革命老区莲花县正式退出贫困县。

(记者沈洋、侯雪静、高皓亮)
新华社南昌 7 月 29 日电

新 闻 故 事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汪军)“今年收成还可以，毛收
入预计 40 多万元！”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沙子街
道办石先村种植大户崔碧生说，他家的空心李今年又
有好收成。

自 2011 年开始，他家陆续栽种空心李，今年已经
发展到 217 亩，目前有 180 亩进入了挂果的时节。

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深处的沿河县，空
心李有悠久的栽培历史，现已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精
品水果。盛夏时节，这里的 4 . 8 万亩空心李迎来丰收
时刻。

当空心李完全成熟，果肉与果核自然分离形成空
心，它的名字由此而来。沿河的空心李先后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优质李金奖”等多项认可。沿

河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授予“中国空心李之乡”称号。
崔碧生一家 5 口人，过去是村里的贫困户。由于他

本人身体残疾，市县残联对他的帮助力度比较大。无论
是栽培技术还是市场推介，这几年得到不少支持。加上
一家人勤奋踏实，他家的空心李一年比一年效益好，一
家人喜笑颜开。

批发价 10 元一斤，如果顾客到果园里采摘，一斤
12 元。崔碧生说，今年风调雨顺，空心李量大质优。从 7
月初开始上市，一直要持续到 8 月初才“收秤”。

“按照目前的销售情况看，今年 30 万元的纯利润
不成问题，荷包一年比一年鼓了。”崔碧生笑着给记者
算自己的收入账。

沿河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田永兴介绍，空心李产业

目前覆盖 11 个乡镇(街道)189 个村 19 . 6 万人，预计
今年产量 4.5万吨，产值近 7亿元。

为进一步助推脱贫攻坚，计划到 2020 年，全县
建成空心李基地 10 万亩，年产量 8 万吨，产值 10 亿
元以上。

随着物流、电商的发展，一根网线让空心李走出
大山。沿河县目前有 6 家电商企业和 8 家物流快递
公司经营空心李，每年有近 1 . 5 万吨的李子通过电
商物流销往全国 30 多个地方，深受市场好评。

在崔碧生看来，“现在网上销售越来越流行”。他
家一年的空心李，至少有 20%是网上销售，非常红火。

微风过处，是一缕缕果香，人们咀嚼的不仅是李
子的香甜，还有丰收的喜悦。

贵州沿河：“空心李”让土家人荷包“实”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记者侯雪静)党和国
家十分关注革命老区建设发展，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帮
助老区脱贫致富。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王健说，
目前老区 357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片区县
中已有 141 个脱贫摘帽。王健是在 29 日举行的中国
革命老区脱贫攻坚经验交流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党和国家不断加大对革命老区的扶持力度，老
区成为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2018 年，中央对地方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规模达到 110 . 58 亿元。2018 年
财政部下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脱贫
攻坚资金 20 亿元。

王健说，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呈现可喜变化，“两
不愁”不再发愁、“三保障”稳步推进，深度贫困县脱
贫攻坚加强靶向瞄准薄弱环节。

革 命 老 区 贫 困 县

已近四成脱贫摘帽

乌英苗寨的“娘子军”

几位乌英苗寨妇女合力抬木头，准备修建新

木楼（7 月 1 日摄）。

乌英苗寨位于黔桂交界的大苗山深处，共有

140 户 600 多人，其中 100 户属广西柳州市融水苗

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40 户属贵州省从江县翠里

瑶族壮族乡南岑村。这里地处偏远，山多地少，目前

寨子里还有 59 户贫困户。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不断推进，乌英苗寨一些

公共基础设施陆续开工。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在外务

工，留守家园的妇女成为重要劳动力。她们修河堤、

建芦笙坪、参与产业发展，用勤劳的双手，撑起大苗

山脱贫攻坚战场的“半边天”。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5G 为梯，智慧医疗

爬上凉山“悬崖村”
据新华社成都电(记者董小红)四川凉山彝族自治

州昭觉县阿土列尔村，是广为人知的“悬崖村”。近日，
该村启动了健康扶贫“5G+智慧医疗”试点项目，以 5G
网络为基础，结合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缓解“悬崖
村”等贫困地区因交通不便导致的看病难、看病远问
题。

记者了解到，该试点项目是由四川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中国电信四川公司联合启动的。试点内容包括在
“悬崖村”建设 5G 网络、提供省州县多级远程诊疗服
务、提供 20 套健康体征实时监测设备用于 5G 随访、
建立灾难(医疗)急救无人机送药模式等。

据介绍，基于 5G 网络，“悬崖村”正在建设电视
轻问诊系统，村民不用出村，通过 5G 网络可以在电
视上向四川省人民医院、凉山州第一人民医院的医
生进行看病咨询；通过健康体征实时监测设备，还能
有效开展健康管理和随访工作。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巡视员唐克农说，
积极探索 5G 技术与医疗卫生行业的融合应用，将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加快解决像“悬崖村”这样
的贫困村医疗服务欠缺难题，为贫困群众提供更加
公平、可及、有效的卫生健康服务。


	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