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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记者侯雪静、
余俊杰）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
同场合反复强调，要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

新华社记者近日
在多个乡村旅游景区
看到，随着暑期到来，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
乡村旅游逐渐恢复，当
地政府、企业、商户、群
众积极适应旅游市场
新变化，积蓄新动能，
把生态效益转化为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走
出一条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探索出建设生
态文明和发展经济相
得 益 彰 的 脱 贫致富
模式。

绿水青山“颜

值”抬升金山银山
“价值”

从上午 11 点到下
午 2 点多，浙江德清县
莫干山镇后坞村的“御
香农家菜”饭店， 4 张
大圆桌、10 张四人桌不
断“翻台”。老板亲切招
呼着慕名而来的客人。

凭借绿水青山，莫
干山单是高端精品民
宿就超过 150 家，每年
接待游客超过 50 万人
次，销售的茶叶、笋干
等土特产超过 1 2 0 0
万元。

“这好生态就是我
们的‘金饭碗’。”村民
贾红章说，当年穷在
“偏远”，如今这“偏远”
反倒变成了“卖点”，吃
上“生 态 饭”家 家 奔
小康。

人不负青山，青山
定不负人。2019 年，浙
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9876 元，连续
多年领跑全国。

发展乡村旅游不
仅成为多地实现产业
兴旺、村民生活富裕的
重要途径，也改善了农
村环境，助推打造生态
宜居空间。

站在秦岭南麓腹
地的陕西省宁陕县筒
车湾镇七里村村民肖
本娥家的院坝，抬眼望
去，群山苍翠，白墙黑瓦，错落有致。

“客人来了都说我们这儿环境
好。”下午 4 点多，55 岁的肖本娥提着
刚从山上采摘的黄丝菌回到家，“黄丝
菌焖鸡、炖肉都好吃，保证客人们吃了
还想来。”

入夏以来，肖本娥家的农家乐每
周都有回头客。单靠农家乐，肖本娥家
一年就能收入 3 万多元。她感叹：“好
山好水带来了好生活。”

可就在 6 年前，肖本娥一家还在
靠天吃饭，三亩多地一年赚不到一万
元。七里村也是“天晴一身土、下雨两
脚泥”。

七里村党支部书记唐万春说，
2014 年村里有了激活绿水青山的想
法，一方面支持农户开办农家乐，一方
面综合治理乡村环境。“实现了人居环
境改善和生活质量提高的‘双丰收’。”

思路一变天地宽。在乡村旅游带
动下，全村 180 户村民全都加入旅游
产业链中，2019 年人均年收入达到
11300 多元，其中 20 户贫困户靠旅游
产业脱贫摘帽。

放眼全国，2019 年乡村旅游达到
30 . 9 亿人次，占国内旅游总人次的一
半以上，总收入 1 . 81 万亿元。

转换思路，做山水文章，各地将自
然风光、劳动力等要素激活，绿水青山
真正成为金山银山。

克服疫情影响

促进旅游业提档升级

7月初，湖北正值梅雨季节。
黄冈市红安县高桥镇长丰村村民

纷纷上山采集枞树菌，拿到村里 4A
级景区大门外售卖。“28元一斤，一天
最多可赚二三百元。”村民韩德恩说。

“红色旅游、乡村旅游让大家踏上
了幸福小康路。”长丰村村支部书记李
江波说，现在村里人均年纯收入 5000
多元，村集体经济也从“空壳村”发展
到每年收入超 18 万元。

暑期来临，旅游业逐步恢复。7月
17 日起，湖北省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
由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30% 上调

至 50%。“旅游行业要
加速适应市场新变化抓
住新机遇，将此次疫情
冲击转换为旅游扶贫提
档升级的强大动能。”湖
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雷文洁说。

新困难、新挑战往
往意味着新优势和新
机遇。

在甘肃省陇南市两
当县云屏三峡景区“峡
门客栈”老板王再来眼
里，今年是他 2017 年做
民宿以来生意最好的一
年。“本来担心受疫情影
响游客会减少，但没想
到现在生意比往年更
好。”

疫情影响下，客流
分散、亲近自然的乡村
旅游更受城市居民青
睐。甘肃省约 70% 的旅
游资源集中在乡村，当
地克服疫情影响，努力
为旅游产业提档升级提
供新动能，带动当地群
众脱贫致富，上半年全
省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达
2381 万人次，旅游收入
约 63 . 6 亿元。

“我们提前下达 1
亿元乡村建设补助资
金，策划发布了 46 个省
内优秀旅游示范村和
23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等，加速乡村旅游升
温。”甘肃省文化和旅游
厅厅长陈卫中说，我们
要用旅游助推脱贫，用
美丽战胜贫困，为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增添新
活力。

面对疫情影响，各
部委积极行动。文化和
旅游部加快 2020 年中
央预算内资金下达，纾
解疫情给旅游企业和贫
困地区带来的困难。国
务院扶贫办出台政策推
进贫困劳动力在景区等
公益岗位就业，化解返
贫风险。

旅游扶贫助力

攻下深贫堡垒

清晨，四川省宣汉
县巴山大峡谷景区桑树
坪的一家面馆升起了袅
袅炊烟。店主王守英这
几天特别高兴：“疫情好
转，大家都想出来透透
气，我小面馆的生意也

逐渐好起来了。”
她做梦也想不到自从全家吃上

了“旅游饭”，一年就摘掉了贫困帽。
宣汉县地处秦巴山区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有贫困人口 20 . 58 万人。
2014 年，当地确定了以旅游带动脱贫
的思路。仅 5 年时间，贫困发生率从
18 . 9% 下降到 0 . 44%，2020 年 1 月
宣汉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转变的背后是当地乡村旅游走
向产业链高端。“算门票不如算总账，
我们正从追求游客数量转向提升人
均消费。”巴山大峡谷景区管委会党
工委书记于宏说，目前景区收入大头
来自酒店、餐饮等二次消费，6月收入
已经超过去年同期，帮助不少贫困户
解决了就业问题。

一些旅游扶贫项目，让贫困群众
增添了致富信心，也开始感受市场的
魅力。

“中午有两桌饭，赶紧来帮忙！”打
电话张罗完午饭，云南怒族村民赵德
江领着游客进自家菜园挑选食材，“游
客来了，就得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

能干的赵德江曾是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贡山县丙中洛镇茶腊村的贫
困户，前些年因事故落下残疾。“光靠
政府不行，人还得自己努力。”他坦
言，农家乐让他重拾了生活的信心。
靠生态、抓市场，2017 年他率先脱贫，
还带动了 7 户建档立卡户就业。

怒江州是“三区三州”深度贫困
地区的典型代表。“通过旅游扶贫，既
保护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绿水青
山，又带动群众可持续增收。”丙中洛
镇党委书记李玉生说，镇上利用今年
疫情期间加快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
升级改造，准备迎接暑期客流高峰。

今年以来，中央多部门出台举措
重点支持“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
区，其中支持旅游项目数量和资金占
据较大比例，这些项目和资金正在有
效补齐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短板，
助推贫困群众攻下最后的深贫堡垒。

（参与记者：方问禹、蔡馨逸、卢
宥伊、喻珮、严勇、郎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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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切 事

这里是有“地球裂缝”之称的花江大
峡谷，山高谷深、峰峦蜿蜒。7月的骄阳
下，成片的花椒树在石缝中生机勃勃，枝
头上的花椒饱满结实、色鲜油润，空气中
弥漫着香麻的味道。

椒农们将花椒从树上整枝剪下，简
单捆绑后运回家中。提起现在种植和采
摘花椒的方式，贵州省关岭县花江镇坝
山村椒农曾德春深有感触地说：“几年前
花椒减产，差点放弃，后来经过种植和采
摘技术改良，花椒树又重新变成了‘摇钱
树’。”

花椒减产，椒农一度放弃

关岭县发展花椒产业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 20世纪 90 年代，原板贵乡（现跟花
江镇合并成为新的花江镇）地处“地球裂
缝”花江大峡谷喀斯特低热河谷地区，土
地支离破碎。1992 年开始，板贵乡发动
广大干部群众实施“坡改梯”石漠化治理
工程 3 万余亩，当地群众在恶劣的自然
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以战天斗地的
“板贵精神”开山劈石，整合土地，种植花
椒 2 万余亩。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让板贵
花椒具备香味浓、麻味重、产量高的特
点，每年近百家客商慕名前往板贵收购
花椒，板贵花椒也借船出海，销往日本、
韩国等国家。

由于花椒树自身的生长规律，20 多
年过去，板贵的花椒树基本上进入了衰

老期。2016 年，板贵花椒遭遇发展瓶颈，
许多花椒树出现树龄衰老的现象，产能
开始下降，当地种植管护技术也停滞不
前，亩产从 300 多斤下降到 200 来斤，亩
产值从过去 3000 多元下降到 2000元左
右，椒农们逐渐失去信心。“当时一些椒
农甚至砍掉花椒树，改种其他经济作
物。”花江镇党委书记白忠明说。

在老花椒树上动刀子

面对花椒产业发展困境，帮扶干部、
椒农开始思变，一场花椒改良的“技术革
命”应运而生。

2012 年，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定点帮扶关岭县，派出多批同步小
康驻村工作队开展帮扶工作。2017 年，
贵州省人社厅同步小康驻村工作队根据
关岭气候环境特点，邀请农业专家出谋
划策，与关岭县委、县政府一起摸清发展
路径，制定发展规划，确定了重振花椒产
业的发展思路。

贵州省人社厅挂职关岭县委常委、
副县长沈跃介绍，针对板贵花椒树龄偏
大、花椒减产的问题，贵州省人社厅出资
购买花椒苗，组织 600 多名椒农到重庆
江津考察学习，引进新的花椒种植和采
摘技术。

同时，花江镇积极利用新时代农民
讲习所、院坝会、现场指导等形式，邀请
技术专家培训椒农 1400 余人次。

曾德春就是第一批去重庆考察学

习的椒农之一。“到了重庆江津，亲眼
看到当地椒农在采摘的时候，将当年
结果的花椒树枝整体剪下来，当地椒
农说，第二年经过精心培养，花椒树会
长出新的树枝，还能提高产量。”曾德
春说。

回到村里，许多椒农仍然对这种整
枝剪裁的技术有疑虑。曾德春对村里其
他椒农说：“我第一个试验，如果失败了
你们就不种；成功了，你们就跟着我做。”
就这样，曾德春成了第一个敢于在老花
椒树上动刀子的人。

花椒的技术改良，曾德春觉得并不
复杂。曾德春告诉记者：“板贵种植花椒
已经有 20 多年历史，但是一直采用传统
的采摘方式，椒农舍不得砍掉花椒树枝，
用手直接采摘，效率低，人工成本高，随
着花椒树老化，产量逐年降低。”

贵州省人社厅同步小康驻村工作队
队员、花江镇木工村驻村第一书记雷兵
对改良技术有自己的见解。“现在采用矮
树种植，整枝剪裁，生动地阐释了‘有舍
才有得’这句话的含义，椒农只有在头一
年舍得将结满花椒果实的树枝整枝剪
掉，花椒树在第二年才会‘破茧成蝶’长
出新枝，提高产量。”雷兵说。

山还是那片山，花椒树已经

不是那个花椒树

时下，正值花椒采收季节。花江镇的
大山里，椒农们正在将结满花椒的树枝

整枝剪下，用三轮车运回家中后进行烘
烤和筛捡。

因处于低热河谷地带，板贵花椒穗
茂粒多，颗粒大且均匀，皮厚肉丰，香味
持久，深受采购商和消费者喜爱，前来收
购花椒的车辆络绎不绝。

“种植、管护和采摘技术都得到了改
良，现在采收花椒太方便了。”花江镇坝
山村党支部书记胡勇说，原先一棵花椒
树只能结几斤花椒，现在基本上能结 20
斤以上，花椒亩产也从 200 多斤提高到
800-1000 斤，按照一斤新鲜花椒 10元
以上的价格，亩产值增至近万元。

为发挥好带头示范作用，2018 年，
贵州省人社厅同步小康驻村工作队积极
流转土地，组织全厅干部职工在花江镇
种植花椒 320 亩。才两年，花江镇木工村
村委会门前的那片花椒林已经郁郁葱
葱，开始挂果。

木工村村民见状，纷纷将全村 2000
多亩“石旮旯”利用起来种花椒，加上原
有的老花椒树 2000 多亩，木工村花椒产
业达到了 4200 亩。2019 年，花椒产业助
力木工村撕掉贫困的标签。

2019 年，关岭县全面启动花椒扶贫
产业项目，计划用 3 年时间完成全县 10
万亩花椒产业项目。如今，花江镇花椒改
良技术辐射到了关岭县沙营、普利、岗乌
等周边适合发展花椒产业的乡镇，越来
越多的农户开始种植花椒。

（本报记者蒋成）

花 椒 富 了 花 江 镇

新华社郑州 7 月 27 日电（记者韩朝
阳）麻花庄原名五里河，守着传承 200 多
年的贡麻花制作手艺，几乎家家户户炸
麻花，但几十年来，生意不见起色，名气
越传越小，甚至沦为贫困村。老支书张玉
林感慨：“守着祖传手艺，却越过越穷，不
知道怨啥。”

河南省司法厅驻五里河村第一书记
杨永峰等人的到来，为五里河的发展理
清思路，改变各自为战、相互拆台的弊
病，小麻花成为脱贫大产业，生意风生水
起，名气越来越大，脱贫致富的村民们决
定将“五里河”改名为“麻花庄”。

赊麻花 卖麻花

借鸡生蛋破僵局

2017 年的冬夜，杨永峰常在河南省
民权县王桥镇五里河村的村室里苦思，
既焦虑，又胆怯，如何开展工作，心中一
片茫然。

刚到五里河，村里的状况让人越看
越心焦。村里只有三个干部，73 岁的老
支书带着两个老同志已苦苦支撑 3 年；
村里没集体收入，水电费欠了 3000 多块
钱，电工要停电，水工要停水；走访 76 户
贫困户，老弱病残占大半，一家比一家
困难。

“光走访没用，上门多了，贫困户看
见我就烦。”杨永峰深知，摆脱贫困是村

民的期盼，只能琢磨咋挣钱。
紧挨村室有家麻花厂，和厂长张瑞

伟聊天，杨永峰得知炸麻花是村里的传
统手艺，已传承 200 多年，也曾名噪一
时。“当时村里揭不开锅，卖麻花成为唯
一选择。”杨永峰说。

俗话说，要想见效快，先找熟人卖。
杨永峰先从麻花厂赊账进麻花，再把通
讯录翻个遍，找有需求的亲朋好友推销
麻花，拉感情、讲道理，2018 年春节前
夕，杨永峰和老支书推销了近 2 万箱麻
花，为村集体挣了近 18 万元。张玉林感
慨：“杨书记挣的都是脸面钱。”

当年春节，村里还清了水电费，给贫
困户买了新棉被，向 80 岁以上老人送了
慰问金，为 42 名学生发了助学金。困扰
五里河的发展难题破了冰。

统价格 树品牌

整合资源谋发展

杨永峰“赊麻花、卖麻花”的破冰之
举让村民尝到了甜头，但“脸面钱”不能
天天挣，稳定脱贫奔小康，仍要围绕麻花
做大文章。

五里河村有 6 家麻花厂、4 家小作
坊，还有诸多散户。数十年来，无序竞
争，相互拆台，积怨不断。经营麻花的
村民都清楚“不进反退”的缘由，也有
人想结束无序竞争，统一价格、品质、

品牌，抱团发展，但一盘散沙聚不拢。
想改变各自为战的现状，就要化积怨、
聚人心。

为了说服村民统一价格，杨永峰立
下“军令状”，2019 年春节前，他负责向
郑州市场推销 3 万箱麻花。酒店、商超、
学校、电影院……能想到的地方，杨永峰
挨着跑了一遍，当年春节期间，村里麻花
销售收入达到 700 万元，利润增加 150
万元，村集体增收近 30 万元。

观念不变原地转，观念一变天地宽。
杨永峰组织党员干部到先进村参观学
习，老支书张玉林参观后感叹：“人家一
穷二白创基业，我们守着手艺穷要饭，惭
愧得慌。”越来越多村民看到，与其为了
蝇头小利“窝里斗”，不如整合资源“抱团
闯”。

2019 年 3月，五里河村正式改名为
麻花庄村。2019 年 6月，麻花庄成立村
集体企业——民权县麻花庄村食品有限
公司，原有的 6 家麻花厂都成了该公司
的分厂，统一品牌、统一价格，抱团发展
迈出重要一步。

聚人心 育人才

建好支部管长远

麻花庄发展向好，村里的年轻人也
有了奔头。

“90 后”青年张亚博、张亚钊是双胞

胎，大学毕业后，一直忙活自家的麻花
生意。在杨永峰的动员下，两兄弟开始
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如今，哥哥张亚
博当选为麻花庄村党支部组织委员，专
注于跑销路、打品牌；弟弟张亚钊成了
村集体企业的副总经理，忙碌于麻花生
产和网络销售。张亚博说：“现在村里整
合了产业，有了集体经济，我们觉得在
农村大有作为。”

两年前，干了 50 年村干部的老支
书张玉林跑不动了，但麻花庄的事业才
刚起步，正需要“领头羊”带头闯。这一
次，张玉林没有再面临没人愿干、无人
可用的尴尬。2018 年村“两委”换届，村
“两委”班子充实到 9 个人，多数是有闯
劲、头脑活、学历高的年轻人。

新任村支书张永涛在东南沿海跑
运输近 20 年，这次下决心回村发展。
“我早年到温州，那时候就感觉差距巨
大，那里家家户户都发展产业。”张永涛
也曾在村里做过麻花生意，却“乘兴而
来，败兴而归”，但这一次，他觉得村里
迎来了好机遇，“杨书记和老支书开个
好头，我们接着把剩下的路走好。”

通过发展麻花产业，2019 年 11月，
麻花庄村 76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
如今，随着一批年轻人扎根家乡，发展
产业，麻花庄的乡村振兴路越走越实，
越走越宽。

麻 花 香 飘 麻 花 庄

左图：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桑科镇岗岔村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卓玛吉在才让扎西家中查看自来水情况。
右图：卓玛吉（左二）和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一起入户了解村民巴桑一家的生产生活情况。
岗岔村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桑科镇的一个牧业村，平均海拔 3000 米以上。2018 年，在夏河县文明办工作的

卓玛吉开始担任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两年来，为了让村民更全面地了解精准扶贫政策，卓玛吉登门宣讲政策；为了提高村
容村貌，卓玛吉发动大家开展厕所革命和庭院环境评比；她还从县城请来医生，为村民举办健康讲座，在全村妇女中开展“两
癌筛查”……如今，岗岔村变成了干净、整齐、富裕、美丽的生态文明村，提前实现了整村脱贫。谈起心愿，卓玛吉说：“要让草
原和草原上的人都变得更美。” 新华社发（杜哲宇摄）

草原女儿卓玛吉

牧民脱贫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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