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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光伏农业

造福山区农民

▲这是政和县东平镇现代光伏农业园(7 月 28 日无人机拍摄)。
近年来，福建省政和县因地制宜发展光伏农业，一个“棚上发电，棚下种植”的现代光伏农

业园已在政和县东平镇初步建成。该项目占地约 2000 亩，集光伏发电、农业生产、农业观光于
一体，年发电量约 9000 万千瓦时，所发电量并入国家电网，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开辟了新途
径。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新华社南京 7 月 29 日电(记者何
磊静、陈圣炜)“太阳越晒，桃子越甜
哇！”皮肤黝黑的老周顶着热浪钻出桃
园，笑呵呵指着村口不远处一幢大楼
房，让我们赶紧先去屋里避避暑。

53 岁的老周全名周群新，在无锡
阳山镇桃源村卖了 37 年桃子。不过按
他的话说，当地有七八十岁仍在卖桃
赚钱的，那些桃农是他的“榜样”。

走到桃源村前寺舍 46 号，老周家
是个河畔双层大楼房，一进屋，一股桃
香扑面而来。前屋大厅地上摆满了水
蜜桃，阳光透过二楼玻璃天窗洒下来，
闪着金光。

“来哉！不好意思啊，桃子快下市
了忙得很，待会快递还要上门来收！”
说罢，老周嘱咐儿子去外面三轮车卸
桃子，然后席地而坐开始挑拣桃子装
箱。

老周说他没啥文化，只想着挣钱
养家。16 岁他蹬着自行车往无锡城里
卖桃，车后座左右放两个木头架子装
20笼桃子，一天能卖一百多斤。“不过
那时桃子只卖几毛钱，不像现在，个头
大点的一个就能卖 20 块！”老周捡起
个大桃子比划着说。

“冬天我还挖水芹卖，河里的水那
叫一个冷啊，寒气直往骨子里钻，太辛
苦了！后来卖桃子挣挺多，索性不挖水
芹了。”老周说，他家现在种 16 亩桃
林，一个夏天能赚 20 来万，但在阳山
只算中游水平。

老周所在的阳山镇被称为“水蜜
桃之乡”，截至去年底，这里水蜜桃种
植面积 3 万余亩，总产量超 2 . 1 万
吨，整个桃产业经济足有 15 亿元，农
民的人均纯收入可达 4 . 2 万元。

听到一旁镇里来的宣传委员向
记者列的“数据”，老周乐得站起身来，“咱农民越挣越多，
多亏了你们政府哇！”

1997 年开春，阳山镇举办了第一届桃花节。“起初我们
很反对，种桃都忙昏头了，哪里有空招待？”周群新感慨，“政
府苦口婆心劝我们好好准备，原来游客来不仅为赏花，还订
大量桃子，夏天的桃春天就订走一大半，订单越来越多，现
在大家都盼着桃花节。”

桃花节不但吸引了城里城外的买家，更让许多种水稻
的农民们馋了眼，大伙一盘算，种一棵桃树收入就顶得上一
亩水稻，纷纷扛起锄头要种桃。

浇水、施肥、疏果、套袋，桃子的栽培并不容易。1998 年
起，阳山镇成立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农技师们免费教桃农
规模种桃，培训班甚至开到了田里去，“田间大讲堂”的名声
传遍十里八乡。

“我家这个楼，就是那时卖桃赚了钱盖的，之前住的可
破哩。”说话间，老周又装好一箱桃。他顺手从地上拾起几个
大桃子，洗了洗递给我们，“尝尝，甜不甜。”

老周说，阳山人把又大又美的桃子叫“大白凤”、汁多香
浓的叫“阳山蜜露”、超高甜度的叫“湖景”，我们手上拿着的
就是最甜的“湖景”。

水蜜桃已然成熟，我们小心剥着皮，咬一口汁水顺着指
尖淌出来。

“看吧，说明桃子确实甜。”老周笑嘻嘻说，“桃子甜，我
们心里也甜。”装桃的箱子越垒越高，他看了眼墙上的挂钟，
嘴里嘀咕着快递小哥快到了。

老周不愿意歇着，他说还得再种 20 年桃，只是希望女
儿儿子能帮他打开点思路，“阳山年轻人聪明，在网上把桃
子卖到了全国各地，还做成了桃汁、桃胶、桃花酒、桃花面
膜，还有民宿。”

村里人开玩笑，说老周钻钱眼里了，日子好过了也闲不
下来。“卖完桃子我就去厂里帮工，要攒钱给儿子娶媳妇
哩。”老周害羞地咧着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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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电(记者王俊禄)千年古樟掩映，石头屋韵
味别致；老房修旧如旧，变成了“时光邮局”“爱情银行”“月
老台”；循水而行，一条名为花溪的清澈溪流穿村而过。暑期
来临，浙江省温岭市坞根镇花溪村成了游客休闲消暑的好
去处。

花溪人爱花，路旁、溪边、田间、庭院里，玫瑰、月季、桃
花、杏花、凌霄、梅花等等，一年四季花开不断。

不过，十几年前，花溪村名不副实。花无多少，溪水污
浊，露天粪坑有 200 多个，猪圈贴着农房，村道很多鸡粪。村
里还有 20 多家塑料颗粒小作坊，污水直排入花溪，鱼虾基
本绝迹。

近年来，随着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不断
推进，偏僻的花溪村迎来了新生。

“露天粪坑改成冲水马桶，从治理污水，破除脏乱差，到
庭院改造，村庄景区化，村里的变化翻天覆地。”花溪村党支
部副书记潘道舜说，“我们还实行乡风文明积分制，让村民
主动参与垃圾分类，推进共建共享。”

“我们的家在景区。”对于花溪村农民来说，创建 3A级
景区让他们感觉自豪。

不少在外的村民也带着资金和项目返回村庄，助力乡
村振兴。前年开始，在外多年制作麻花的老师傅潘道林回
村，开了家手工糕点店，收入可观。“绿水青山回来了，不愁
没金山银山。”如今的老潘，在往来的游客中吆喝自己的麻
花、糖糕，日子也愈发甜蜜。

16 岁就嫁到花溪村的陈阿婆，已经在花溪生活了整整
70 年，看着节假日里络绎不绝的游客，她打心底里高兴：
“住在村里这么多年，现在是村里人气最旺的时候。这不，我
家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

除了村民们的小营生，成规模的文创企业入驻，更为花
溪村带来了发展动力。香道、灰雕、琥珀园、乡村书吧、文创
餐吧……目前花溪村的坑潘景区已有 13家文创企业入驻，
预计到今年 10 月份，入驻商家投资额至少有 3000 万元。这
里正朝着集民宿、旅游接待、会议接待、学生研学、婚庆活
动、特色餐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发展。

花溪复见花满溪

浙江温岭花溪村的生态变迁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李平)浙江省安吉县近
年来通过持续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塑
造美丽人文，实现了美丽乡村高水平全覆盖。如
今，安吉正以“村村优美、家家富裕、处处和谐”
为目标，迈入高质量经营乡村新阶段。

持续接力建设美丽乡村

谈起安吉农村 10余年的变化，安吉县“老
农人”、县农业农村局新农村建设指导科科长李
健深有感触地说：“16 年前，安吉农村污水、垃
圾、露天粪坑等比比皆是，通过 2003 年‘千村示
范、万村整治’工程和 2008 年以来的美丽乡村
创建，全县农村才有了‘绿水青山入画来’的美丽
嬗变。”

安吉县双一村党总支书记朱学星说，借助
于全县美丽乡村建设，2008至 2019 年，双一村
先后投入 5000 多万元，实现了全村道路硬化、
污水净化、公共场所亮化等；并对 120 棵古树名
木、17 幢古民居实行挂牌保护，全村成为一个
没有“围墙”的大景区。村庄浓郁的竹文化、朱熹
文化每天吸引着众多游人参观。

双一村是安吉县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面镜
子。据了解，2008 年至 2018 年，安吉县直接用
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县级财政奖补资金达到

15 . 33 亿元，全县 188 个行政村全部完成了
美丽乡村创建；其中，44 个村成为“精品示范
村”。而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基础，安吉县 18 个
村成为 3A 级景区，一个乡镇成为全国首个
全乡域 4A级景区。

三片“叶子”助推村强民富

素有中国白茶之乡、中国第一竹乡之称的
安吉县近年来通过发展“竹叶”“茶叶”“绿叶”三
片“叶子”，美丽乡村进入村强民富新阶段。

一根翠竹撑起一方绿色经济。年消耗竹
子 1 . 5 亿根、竹产业总产值 225 亿元、竹企
业 1200 多家、带动从业人员近 5 万人……安
吉县经信局产业科科长吴琳琳说，安吉因竹
而美、因竹而富，全县农民收入 20% 以上与
竹有关，竹产业在安吉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我是安吉县茶产
业发展的受益者。”种了一辈子庄稼的受荣村
村民董毓方说。2004 年，他瞅着种茶能致富，
毅然将家里的水稻田、山坡地等，改种成 4 亩
黄茶和 6 亩白茶，一年种茶收入十五六万元。
富裕起来后，董毓方买了辆轿车，并给儿子买
了套商品房。安吉县农业农村局茶业站站长

施永晨说，安吉白茶亩均产值 1 . 6 万元，
1 . 58 万户农民因茶而富，因种茶效益好，引
导当地农民不断转产转型。

满眼翠绿成都市后花园。当凉爽气候、清
新空气成为大城市“稀缺资源”时，地处长三
角几何中心的安吉县，因满眼翠绿的高山气
候、自带诗与远方的乡野风光，一年四季成为
上海、杭州、苏州等大城市人群消暑度假的休
闲胜地。安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
长王正南说，安吉人均 4 亩森林“绿叶”助推
全县旅游经济快速发展，仅去年，安吉吸引游
客 2300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 324 亿元。

依托竹、茶叶、生态旅游等产业，安吉县
村均集体经济总收入从 2008 年的 95 万元增
加到 2018 年的 399 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30541 元，村强民富格局正在加快形
成。

美丽人文“铸魂”美丽乡村

在安吉余村，一提到村民周洪法，大家就
竖起大拇指。身患小儿麻痹症的他，常用自己
学会的钟表修理、摄影等技术帮助有需求的
村民，已累计帮助村民 700 余人次。周洪法
说：“小时候大家经常帮助我，现在有能力了，

也想为村民做点事。”
“在周洪法等‘余村好人’带动下，全村现

在有 150 多名志愿者，常年为孤寡老人、残疾
人等开展理发、修手机等服务，现在村里助人
为乐蔚然成风。”余村村委会主任俞小平说，
近年来余村还成立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
等群众自治组织，通过开展酒席减负、垃圾分
类等移风易俗活动，乡村面貌有了巨大改变。

6 年前，高禹村还是一个一年酒席量达
上千场的“酒席村”，一户村民人情往来费用
高达两三万元。通过治理乱办酒席，如今该村
一年酒席量仅 100 场左右，村民户均人情往
来支出降至 6000 元。“6 年来，光‘酒席减负’
就为村民减少支出 1000 万元以上。”高禹村
党委书记李更正说，村民“无事酒”少了，关系
反而更融洽了。

经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后，横溪坞村日
产垃圾量由 5 年前的 900 公斤降到现在的
100 公斤，村民通过积极使用环保袋、可降解
的厕所纸，将部分垃圾做成工艺品等，真正做
到了“垃圾不出村”。

安吉县精神文明指导中心主任沈一平认
为，相较于“家家别墅、户户轿车”的“硬件
美”，繁华不喧闹、富裕有爱心是安吉农村更
大的魅力所在。

安吉建设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塑造美丽人文，迈入高质量经营乡村新阶段

“三美”全域覆盖，“三叶”助推村强民富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武敌、杨晨光)山西省
大同市云州区火山群脚下，有一个东坪村。盛夏
时节，这里红瓦白墙，绿树成荫，田地里一派繁
忙景象。

近年来，这个晋北小山村在土地流转、危房
改造和产业扶贫等政策推动下，逐渐从“脏乱
差”变成了“绿富美”。

土地流转“转”出农民好光景

“穷东坪，光见石头不见人”，这是当地广为
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地处燕山—太行山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的东坪村，历史上就是出了名的穷
村。全村 190 多口人，6000 多亩土地，广种薄
收，长期以来只能靠天吃饭。

2017 年，东坪村响应国家号召，将 3000 多
亩土地实施流转，用来发展黄花产业和种植葡
萄。土地流转政策彻底改变了过去一家一户的
小农经营模式，为实现脱贫致富找到新出路。

76 岁的村民李发青家里有 60 亩地，流转
了 20 多亩，每年的流转收入近 8000 元。“过去
最好的年景，亩产不过五六百斤玉米，刨除种子
化肥钱，全家人辛苦一年，每亩地只能落个一百
多元。”李发青说，除了流转土地的收入，国家还
给每亩地种粮补贴 69 元，仅这两项，他的年收
入就超过了 1 万元。

“过去农民种地除了缴公粮，还要缴农业税，

负担挺重，光景不好的时候甚至吃不饱。现在
倒过来了，国家不用你缴粮缴税，还给你种粮
补助。”李发青笑着说，“这说明国家富强了。”

东坪村的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家家户户
都得到收益。83 岁的原村支书马绪元高兴地
说，种了一辈子地，终于可以靠田地赚钱了。

目前，云州区 60 万亩耕地已经流转近
30%，东坪村每年 100 多万元的土地流转金
也成了村民最稳定的一笔收入。

随着土地升值，粮食价格稳定，村民种地
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村支书王美珍说：“村民都
抢着种粮种地，现在地里头连个缝儿都没了。”

危房改造“圆”了几代人住房梦

东坪村地处地震带，自 20世纪 70 年代
以来，这个小山村经历过两次大的地震，住房
安全问题是东坪村祖祖辈辈的一块心病。

马绪元曾在两次地震期间组织村民进行
震后重建。他回忆道，当时东坪村家家户户都
居住在土和石头箍的窑洞里，由于年久失修，
防雨都成问题。“夏天一下雨，全家老少就忙
着买塑料布铺屋顶，整个夏天都忙这。石头窑
不结实，如果遇到地震，大伙儿连个躲的地方
都找不到。”

2016 年，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村
里开始大规模实施危房改造工程。一排排新

房在原址上建成，除了常年在外者，81 户村
民都搬进了明亮整洁的新房，东坪村彻底消
灭了危房。

走进村民郭金兰的家，新建的抗震加固
房收拾得十分干净，院里还种着几畦蔬菜。

对于亲身经历过两次地震的郭金兰来
说，住得安稳曾是她最大的梦想。郭金兰说，
东坪村在原址新建抗震加固房，建档立卡贫
困户只需交 1 万块钱，就可以住进新房。新房
全部用混凝土现浇顶，圈梁地梁里全是钢筋，
能抵御八级烈度的地震。

郭金兰说，村里的新房，不比城里的楼房
差。自打住进新房，环境好，心情更好。

乡村振兴“绘”就美丽新画卷

如今的东坪村，道路平坦整洁，大街小巷
全部硬化，铺设了下水管道，还建起了小公
园。王美珍说，近几年东坪村的各项事业提速
发展，仅乡村提质工程就投资 600 多万元，极
大地改善了人居环境。

村民梁秀荣说，以前家家户户都在门口
沤粪，挡住道路不说，一到夏天，苍蝇蚊子满
天飞，臭气熏天。“现在随着环境变好，大家把
过去的陋习都改了。”

为增加村民和集体的收入，东坪村大力
发展光伏发电项目，还成立了黄花种植专业

合作社，鼓励村民入股，每年进行分红。
村民马宏义这几天就在合作社里打工，

一天能收入 100 多元。马宏义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自家流转的 30 多亩地每年收入 1 万多
元；还有 20 多亩种玉米、谷子，收入 1 万多
元；再加上每年 3000 元的合作社分红和打工
收入，年收入超过 3 万元。

据王美珍统计，东坪村村民的人均收入
从 2012 年的 1736 元增长到去年的 5000 多
元，增长 2 倍有余。

“现在村里的劳动力有收入，老弱病残有
保障，小孩上学有资助，村集体账上也有了
钱，我们已经在 2018 年底整村脱了贫。”王美
珍自豪地说，“从农民缴粮到国家盖房，现在老
百姓负担减轻，开始对美好生活有了新的追
求，一有空妇女们就换上统一的服装聚到小
公园跳广场舞，咱农村人也越来越有气质了。”

马绪元则给村干部提议，在旧村“火山
脚下土窑洞”的基础上发展乡村旅游，“山上
建温泉，山下建饭店，你看游客来不来！”

如今，一条笔直的公路，将东坪的新村和
旧村分隔开来。一侧是明亮的新房，一侧是破
旧的土窑。常常有外地游客到这里来，看着这
个火山脚下的美丽山村，有些人还表达过买
下旧村土窑的想法。但村民们却舍不得卖。

王美珍说，旧村要保护好，不仅可以忆苦
思甜，还能留得住浓浓乡愁。

从“农民缴粮”到“国家盖房”
一座晋北小山村之变

据新华社武汉 7 月 30 日
电(记者王贤)“年纪大了，一身
的病，因为晕车去大医院看病
很不方便，没想到医院把车开
到村里，在家门口就有专家来
给我们看病。”接受完裂隙灯检
查及眼底筛查，武陵山区湖北
省恩施州巴东县绿葱坡镇扶贫
点村民谭元清笑着说。

67 岁的谭元清常年受病
痛折磨，患有糖尿病、脑梗等疾
病。他口中的车，是中国移动联
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开出的 5G智慧医
疗车。这辆车以 5G 急救车为
基础，配合人工智能、AR 等应
用，运用 5G 网络将优质医疗
资源输送下乡。同济医院专家
通过 5G 网络远程讲授相关健
康知识，并实施远程诊断。

日前，当这辆 5G 医疗车开
进绿葱坡镇扶贫点，数十位期盼
已久的村民早已排好队。通过中
国移动云视讯平台，同济医院专
家为村民们进行了甲状腺和护
眼相关知识的讲授，并利用诊疗
车上的 5G 远程医疗设备对部
分村民进行筛查诊断。

在 400 多公里之外的武汉同济医院，专家
们对通过 5G 网络获取的基层医生超声诊断操
作手法、部位选取进行实时指导，并根据实时图
像进行诊断、出具诊断报告，随后上传至云平
台。基层医生下载打印后，交付至患者手中，一
次远程超声诊断就宣告完成。

“5G 具有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的特点，
5G 远程医疗可有效缓解偏远贫困地区在资金、
设备、技术等方面的不足，让患者足不出户就能
享受城里的优质医疗资源和服务。”湖北移动计
划部 5G项目专家桂鹍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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