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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 6 月 5
日电（ 记者李勇、张桂
林、赵宇飞）闲置民房变
为特色民宿；零散山货
发展壮大成增收“支
柱”；关锰矿、开“绿矿”，
昔日“挖矿村”跻身乡村
旅游“打卡地”……

作为重庆最偏远的
区县之一，地处大巴山
腹地的城口县，近几年
来依托优质的生态资
源，推进农村“三变”改
革，重塑利益联结机制，
激活沉睡的青山，山乡
面貌焕然一新。

从闲置民房到

特色民宿

群山环抱的岚天乡
岚溪村，初夏的午后依
然凉爽宜人，一栋栋古
朴的巴渝民宿点缀在树
林中。

“七八月份都预订
满了。”村民聂年丰说，
3 年前村里将他家住房
统一打造成“大巴山森
林人家”，去年收入 8 万
多元。

岚溪村海拔 1100
米，不少村民都有闲置
的民房，适合发展避暑
经济，但过去“一没人领
头、二没钱改造”，只能
“独守青山吹凉风”。

2017 年，岚溪村开
始探索“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改革。“先将村集体资产
股权量化，再构建村集
体、农户与市场经营主
体的合股联营机制。”岚
天乡党委书记江奉武
说，统一改造施工，统一
运营，收益按股分配，全
村共 225 套民房参与
“民房变民宿”项目。

岚溪村由此成了远近闻名的“避暑村”，一到夏天，各
家民宿挤满了来自重庆主城区、四川达州等地的“度假
客”。

如今的城口，越来越多的民房变身为民宿。在东安镇
兴田村，重庆巴渝民宿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村集体合作
成立公司，由前者出资对民房进行统一设计和建设，收入
按比例分成。

村民唐太友正在自家的“春隆宿”忙碌着，准备迎接
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以前靠种土豆、玉米和上山采药
材为生，日子过得太难了。”唐太友说，开办民宿 3 年多以
来，年均收入 10 万元左右，2017 年就顺利脱贫。

截至目前，城口县“大巴山森林人家”达 1800 余家，
带动 8000 余人增收。

从零散山货到增收“宝贝”

在重庆天宝药业有限公司，仓库内堆满了从城口各
乡镇收购的中药材，工人正在车间里分拣、包装。

城口县森林覆盖率达 70 . 2%，在重庆各区县中排名
第一，被誉为“大巴山生态药谷”。但多年来停留于农户零
星种植，规模小、收益低。近两年，县里倾力培育龙头企
业，搭建“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生产组织
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让中药材一跃成为农民增收致富
的“支柱产业”。

“公司已与全县 90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订单收购
协议，订单产值 3 . 2 亿元。”天宝药业总经理熊兴桂说，
若市场价格高于协议收购价，企业则按市场价格收购；若
市场价格低于协议收购价，则按照协议收购价格收购，免
除农户后顾之忧。

在庙坝镇南坪村的中药材种植基地，贫困户刘丹碧
正忙着除草：“天宝药业流转了我家 7 亩土地，价格是每
亩 400 元，我在基地打工，每月也能收入 3000 多元。”

天宝药业还将拿出每年收益的 6%，交付南坪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进行股份分红。“南坪村的种植基地，今
年收益预计 600 万元，分红金额可达 36 万元。”熊兴
桂说。

不只是中药材，城口大部分特色农产业已形成类似
模式。重庆赵孝春野生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与 10 余个村集
体经济组织签订购销协议，每年收购生猪 1 万余头，加工
成老腊肉等 50 余种产品，带动 400 余户村民，户均增收
约 1 万元。

“中药材、老腊肉、山地鸡、蜂蜜、特色杂粮等生态特
色产业，每个都有龙头企业带动，不断延伸产业链和价值
链，助推农户增收致富。”城口县委书记阚吉林说。

从挖锰矿到开“绿矿”

在高燕镇红军村，一条观光步道依山而建，蓝天白云
下，错落有致的稻田，茂盛的红枫林，宛如一幅山水画。

红军村，因川陕红军曾在此战斗而得名。过去，不少
村民以挖锰矿为生，但随着锰产业衰落，红军村沦为深度
贫困村。如今，这里关锰矿，开“绿矿”。

“一条 15 公里的观光步道将红军医院、战壕等红色
景点串联起来。”红军村第一书记王旭东说，全村同时发
展高山水稻、莲藕、花卉苗木等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观赏价
值的特色产业，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红军村在 2019 年
实现了整村脱贫。

城口的“绿矿”正被不断挖掘出来。在修齐镇岚山村，
生态建设工程——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共流转林地
7000 余亩，264 户村民可获得租金收入，项目还吸纳 46
名村民务工。

王官成是受益者之一。他和妻子原本在深圳一家外
资工厂务工，但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留在家中，妻子又正
待产。听说储备林项目要用工，他赶紧报了名。

王官成算了一笔账：“家里流转了 190 多亩林地，每
年有租金收入，每天务工收入 120 元，尽管比在深圳低一
些，但能在家照顾一家老小，挺划得来。”

“生态是城口最大的优势，只要走深走实‘两化路’，
资源优势还将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阚吉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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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记庵，原先是一座空空落落的深山小村，
如今则变成一个人气兴旺的“世外桃源”。村里
早已没有一户村民，只有远道而来的众多游客。

驱车驶离山东淄博城区数十公里，沿着平
整宽阔的环山公路一路而上，几十座石头砌成
的古朴房屋闯入眼帘。它们依山就势，高低错
落，或矗立于巨石上，或隐没在绿树间。牛记庵，
一个有着 400 多年历史的古村落，因神牛飞落
山谷的传说而得名，村子盘旋于海拔三四百米
的山间，当地人称之为“天上的村落”。

牛记庵村兴旺时有 108 户人家、470 多口
人。1994 年为方便生产生活，村民整体搬迁到
山下平坦的村子，原址变成了一座空村。此后近
20 年时间里，水土流失、山坡荒芜、房屋倒塌，
牛记庵逐渐被人遗忘。

2013 年，为了把这个行将从地图上消失的
古村落保留下来，当地鼓励资本下乡。从事多年

陶瓷生意的邻村企业家孙勇决定开发牛记
庵：“要守护一代人的儿时记忆，也给子孙后
代留住一片乡愁。”

保护改造一个村，谈何容易？尤其是资金
方面，前期投入“深不见底”。孙勇自筹资金将
村里土地全部流转，地上附属物全部买断，以
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牛记庵村位于大山深处，傍山依崖，交
通、用水、用电极不方便。开发伊始，孙勇首先
着手加宽并硬化进山道路，打深水井，建设配
电室、高压线路以及通信设备。村中地势起伏
不平，不少房屋散落在悬崖峭壁之上，给施工
带来很大难题。“为了保持原有的建筑风格，
我们用传统的建筑手法，不惜多花几倍的工
时，投入更多的资金。”孙勇说。

在保留村落原生态的基础上，孙勇联合
多方累计投入 1 . 7 亿元，建成或修复石板

屋、农家小院 60 余套，发展民宿小院 40 余
套。牛记庵这个原本凋敝破败的小山村，蝶变
为集旅游、度假、康养、文娱、种植等元素为一
体的综合项目，为当地百姓提供了几十个就
业岗位，也带动周边村的农副产品销售。

目前，牛记庵已是 3A 级景区，并入选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去年共接待游客 10 万
多人次，每到周末一房难求。”孙勇说，游客
来此赏朗月星空 ，听泉水潺潺 ，寻回儿时
记忆。

牛记庵的巨变，让当地镇政府下决心在
更大范围保护、开发传统村落。他们正谋划发
挥牛记庵的龙头带动作用，通过吸引社会资
本等方式，计划总投资 10 亿元，将牛记庵连
同周边四村保护性连片开发，让略显颓态的
传统村落再现生机。 （记者陈国峰）

新华社济南 6 月 6 日电

荒村变“桃源”：牛记庵里觅乡愁

▲ 6 月 6 日，果农在滦南县倴城镇一家大樱桃种植合作社的生产基地采摘大樱桃。
近年来，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倴城镇引导农民通过“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高品质大樱桃种植，促进农民增收。据介绍，目前该镇大

樱桃种植面积达到 1200 余亩。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新华社福州 6 月 6 日电（记者梅永存、彭张
青）6 日上午，福建省明溪县夏阳乡旦上村村委
会会议室里很热闹，20 多户村民股东代表会聚
一堂，准备领取一年一度的观鸟分红。

上午 9时许，村观鸟旅游合作社年度分红
大会正式开始。

“各位乡亲，我们村观鸟旅游合作社 2019
全年可分红的现金是 6 . 2 万元，每户 1 股可分
到 300 元，剩余资金用于合作发展基金。”村委
主任黄辉崇开门见山告知村民。

“只要保护好我们村的青山绿水，外面的鸟

飞来会越来越多，山外来看鸟的人会给我们村
带来更多的收入，今后大家的分红会更多。”黄
辉崇向村民简要介绍了合作社的经营前景。

据介绍，今年是观鸟旅游合作社成立以来
第二次分红，去年每股红利 200 元。

夏阳乡旦上村“山高路远坑深”，人口 119
户共 526 人，平均海拔 870 米，是明溪县境内海
拔最高的山村，森林覆盖率超过 90%。黄腹角
雉、白颈长尾雉、白鹇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现栖息于村周围广袤的森林中。

2016 年，旦上村几名村民在林边搭建了观

鸟台，提供观鸟位和吃住行服务，吸引观鸟爱
好者前来拍摄这里的“长尾巴大鸟”。尽管开
始没挣到钱，但将旦上村的名声打了出去。

2017 年，旦上村整合资源，成立了村观
光旅游有限公司，后又“改制”为观鸟旅游合
作社，村社一体、合股联营，并设立了理事会、
监事会，规范运作。

小山村 11家贫困农户是观鸟旅游合作
社的首批“股民”。村委会占 20% 股份，村民
通过投资、以工代劳方式入股，占 80% 股份，
村委会和村民按 2：8 比例分红。

在当地扶持下，合作社目前设有 4 个观
鸟点，建有 3 幢旅游木屋和一个鸟友接待中
心，46 户村民入社。

合作社引发了旦上村村民观念和行动上
的改变：注重保护森林资源，禁止非法捕鸟售
鸟；农田、菜地尽量不使用农药、化肥，为鸟类
提供安全觅食区。

“每股 300 元分红对村民来讲不多，可是
它的分量很重，因为这是保护青山绿水的回
报，保护得越好回报就越多，子孙后代也会受
益。”夏阳乡挂村干部黄道清对记者说。

小山村里的观鸟旅游“分红大会”

喜喜 收收 大大 樱樱 桃桃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白田田）湖南省雪峰山
脉北段的安化县，海拔 400 米的山间台地上，有
个张家仙湖村。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小山村
人才辈出，走出了数十位硕士、博士。

张家仙湖村村部广场前，有一面长约 20 米
的白色影壁。墙上贴满了硕士、博士的照片及简
历，从“60 后”到“90 后”，毕业的学校不乏顶尖
知名大学。墙的两侧，写着“文化孕育美德，知识
改变命运”。

张家仙湖村支部书记陈跃进自豪地告诉记
者，据不完全统计，张家仙湖村籍的硕士、博士
已有 57 位，“可以说是人杰地灵”。

地处偏远，穷则思变，这是很多村民给出
的解释。村民易伯全的儿子是哲学伦理学博

士，在湖南的一所大学任教。易伯全说，在大山
里，各家各户深知“读书才有出路”的道理，别
家培养了会读书、有出息的孩子，自家也要不
甘人后。

思游中学是距离张家仙湖村不远的一所农
村寄宿制初中，是当地孩子求学路上的“中转
站”。思游中学校长袁东说，这里的老师安心教
学，学生安心读书，形成了浓厚的乡村教育氛
围。前些年，思游中学举办 80 周年校庆，几千名
校友回来参加，一时盛况空前。

走出大山的硕士、博士们，很多人在各自领
域事业有成。他们在为社会作贡献的同时，不忘
回馈家乡。比如，获得东南大学博士学位的戴国
亮，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去年，他

为张家仙湖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次性捐资 20
万元。

近年来，张家仙湖村依托独特的湖光山
色，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改变了落后面
貌，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村”。这些身在外地
的硕士、博士，成了家乡的“后援团”。

他们之中，有的懂政策、懂规划，或者有
资金、有资源，经常为家乡出谋划策、捐款捐
物。每隔一两年，村干部还会在春节期间组
织返乡人才聚会，征求建设美丽乡村的好
点子。

2019 年，张家仙湖村建成新村部时，为
了弘扬“崇学向上”的民风，专门修建了“硕博
墙”。今年，张家仙湖村又在筹备设立“奖学基

金”，用于奖励成绩优异者，资助家庭困难的
学子。

与此同时，陈跃进开始思考新课题：张家
仙湖村“输出”了很多人才，但留在村里的年
轻人很少，在家的大多是缺乏技术、不懂经营
的老年人。不仅要培养硕士、博士，还要有扎
根乡村的能人专才。

去年，张家仙湖村举办了两场人才培训，
主题是种养技术和旅游产业，每次有五六十
位村民参加。最近，当地又准备举办一期技能
培训班，村民们报名踊跃。下一步，村支两委
希望能吸引大学生回乡创业。

在陈跃进看来，乡村振兴不只是修路建
房子，更需要人才支撑，“在头脑里搞建设”。

山村“硕博墙”弘扬“崇学向上”民风

（上接 1 版）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离不
开气象服务。今年 4 月，黑龙江省多地出现降
温、强降雪天气。桦南县梨树乡种粮大户孙斌
在手机上收到气象信息后，及时组织农民加
强苗床管理。“如果没有精准的气象服务，秧
苗受冻，生长受阻，抗病能力将明显下降。”孙
斌说。

目前，黑龙江省农业气象服务体系覆盖
率已经达到 90% 以上，全省有 17 . 2 万个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及时接到气象精准服务
信息。

不断发展的农业保险进一步增强农民抗风
险能力。去年，黑龙江省遭遇长时间低温寡照、
多雨天气。黑龙江垦区赵光农场种植户李月刚
种了 300多亩大豆，平均亩产只有 200多斤。

对这个产量，传统农业灾害险不会理赔。
近几年，赵光农场开展了“保险+期货”试点。
李月刚就是参保农户之一，去年每亩大豆获
理赔 50 多元。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启军
说，“保险+期货”模式规避了农民最担心的
受产量、价格、灾情等因素影响导致收入减少
的风险，增强了农民抗风险能力，未来将逐步
扩大试点面积。

挑好“金扁担”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离不开机械化。在
有“天下第一粮仓”之称的吉林省榆树市，大
型智能农机为农业生产提供坚实保障。

前几天，榆树市五棵树镇广隆村的天雨
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完成了近 1 . 5 万亩耕
地播种。今年，这家合作社新添置了两台大型
免耕播种机，耕作效率比过去提高了一倍多。

“一台大型免耕播种机，能顶 100 人左
右。”合作社负责人丛建说，这两台大型播种
机用 220 马力拖拉机牵引作业，一天能播种
1500 亩。今年，吉林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
合机械化率将超过 90%。

从传统的“镐锄镰犁”到智能化的“金戈
铁马”，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让农民
的“金扁担”挑得越来越好。不久前，在黑龙江
垦区新华农场的稻田里，一台无人驾驶智能
插秧机自主转弯、自动对行，当地种粮大户孙
超切身感受到了智慧农业带来的便捷、高效。

传统高速插秧机一般需要三人配合，一
人操控机器，另外两人装秧苗。孙超说，无人
驾驶智能插秧机省去一名机手，不仅节约了
人力，还大大提高了插秧效率。

炎炎烈日下，河南省邓州市小杨营镇安众
村正上演一场农机“会战”。金灿灿的麦田里，大
型收割机正收割小麦，打捆机紧随其后回收麦
秸。在数百亩连片麦田里，“只见农机不见人”。

邓州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符
说，人工收割小麦，一个壮劳力一天最多收 1
亩，而普通收割机一天能收 100 亩小麦。农业
机械化水平提高，劳动强度大大降低，生产效
率、效益却大幅提升。

农业现代化，科技至关重要。告别传统喷
洒农药除虫的方式，洞庭湖之滨的产粮大
县——湖南省汨罗市不少农民走出了一条用
科技推动生态种植的路子。走进汨罗市屈子
祠镇范家园村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100 多
盏太阳能杀虫灯像“卫士”一样立在田埂上，
这是汨罗市众惠种养专业合作社今年新添的
“秘密武器”。

“用了绿色防控技术，以后点灯不花钱，
杀虫不用药。”该合作社负责人徐德飞告诉记
者，太阳能杀虫灯白天蓄电，夜间亮灯，田里
的害虫受灯光引诱会“自投罗网”，达到节本
增效目的。（参与记者：宋晓东、孟含琪、薛钦
峰、张志龙、周楠）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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