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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 9 月
14 日电（记者李勇、张
桂林、周文冲）初秋的天
池苗寨，群山苍翠，云雾
缭绕。村民罗开发一早
就在烤炉前准备食材。
几天前，他的小餐馆刷
新了单日最高收入纪
录——一天卖出 9000
多元。

罗开发家住的重庆
市武隆区后坪苗族土家
族乡，曾是重庆 18 个深
度贫困乡镇之一。如今，
这里已成远近闻名的苗
寨古村景点所在地。近
年来，武隆区近 10 万人
吃上“旅游饭”，其中 3
万余名贫困群众由此
脱贫。

山区变景区，生

态旅游“百花齐放”

一场秋雨过后，沧
沟乡大田村湿地人家的
200 余亩荷塘，荷叶滴
翠，荷花沁芳，与湖心的
古村落建筑相映成趣，
透出江南水乡的丝丝韵
味……

这是武隆今年 8 月
开门迎客的一处新景
点。半年前，这里还是一
片几乎闲置的田地。“目
前推出了乘竹筏、采莲、
漂流、品荷花茶等体验
项目，已接待 5 万多名
游客。”景区副经理代中
全说。

武隆地处重庆东南
部武陵山和大娄山之间
的峡谷地带，山高沟深、
土地零碎，但拥有得天
独厚的喀斯特地貌。
2007 年，包括武隆在内
的“中国南方喀斯特”被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武隆一跃成为集
“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三块旅游
金字招牌于一身的重庆
旅游名片，但大部分乡
镇还“穷在深山人未
识”。

一花独放不是春。
武隆区委书记黄宗华
说，通过把单点景区向
纵深扩展，变以仙女山
为主的“一地”到“全
域”，唤醒“沉睡”的乡村

生态资源，2018 年以来，武隆推出避暑康养、古寨风情等
5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串联起 185 个乡村，犀牛古寨、
青杠古渡驿站等乡村旅游点“遍地开花”。

风景变“钱景”，绿水青山送来“金饭碗”

一千多米高的悬崖之巅，一对白马王子和仙女造型
的飞行岛缓缓升到空中，远处青绿色的乌江和仙女山尽
收眼底……这是最近在武隆白马山景区开始运行的“飞
天之吻”旅游项目。

在“飞天之吻”下方的豹岩村，过去绝大多数村民外
出打工，如今，随着茶山小镇和白马山景区建设，村里大
力发展起农家乐，还成立了为景区提供配套服务的劳务
公司，大多数村民吃上了“旅游饭”。

55 岁的村民任大美，过去是贫困户，现在村里为她
安排了景区保洁员的工作，每月有 2000 多元工资。她的
丈夫也在景区做泥水工，一家人的收入比过去种地高了
不少。最近，正准备将自家农房改建成民宿。

在深山之中的后坪乡，越来越多的农户也端上了旅
游“金饭碗”。过去，由于交通阻塞、土地贫瘠，当地年轻
人不得不远走他乡去谋生，有的干部都不愿来这里
工作。

去年，借着到城区公路修通的“东风”，后坪乡对苗寨
古村落进行系统修缮，并打造了苗药体验区、特色美食
区、民俗文化区和山野游憩区，建起茶肆和儿童乐园等。

“不到一年，苗寨旅游收入已超过 230 万元。”后坪乡
乡长刘加海说，现在这些住在深山里的老百姓也挺直了
腰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了。

美乡村“处处是景”，“大公园”走向世界

芙蓉江上，轻舟点点。今年 7 月底，武隆芙蓉江景区
重新开放，新增的 9 艘鱼龙造型的观光游船颇受游客欢
迎，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过千人。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8 月，武隆乡村旅游逆势而
上，接待游客超过 780 万人次，综合收入近 16 亿元，分别
增长 6.6% 和 8.2%。

武隆区区长卢红说，去年武隆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今年武隆继续将全境作为一个“大景区”“大公
园”开发打造，力求“一村一景”“处处是景”。

前不久，芙蓉街道堰塘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这个临近武隆城区、过去村容破败的小村庄，现
在成为新晋的网红打卡地。

堰塘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陈渝说，两年前，
村里耕地大量闲置，垃圾遍地，道路坑洼不平。看到不少
地方乡村旅游蒸蒸日上，堰塘村村民也着急。

“要想游客来，先把村子变花园。”在陈渝的倡议下，
堰塘村实施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房前屋后栽花种树，全村
污水、垃圾实现集中处理……

如今，这里鲜花点缀，处处见绿。这个昔日的“空壳
村”，通过农旅融合发展，去年实现集体经济收入 11 万
余元。

黄宗华说，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目前武
隆正加快打造重庆主城都市区后花园，建设世界知名旅
游目的地，力争尽快把世界自然遗产品牌、天池苗寨等旅
游扶贫线路推广到全世界，叫响“自然的遗产、世界的武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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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 9 月 14 日电（记者胡伟杰）马
顺青望着地里大片大片的西蓝花，硕大的叶片
已完全舒展开来，清晨晶莹的露珠挂在上面，更
显碧绿可爱。再过几天，高原夏菜就要迎来收
获。马顺青的工资和土地流转费也即将到账。

马顺青家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
先锋乡卢马村。前几年，他家地里还种着玉米和
小麦。“那时收入低，去掉自家吃的以外，一亩地
就赚个五六百块钱。”

2019 年，马顺青一咬牙，把家里 6 亩地全
部流转给一家种植高原夏菜的公司。自己和媳
妇则收拾农具去地里当起了工人。

锄草、施肥、打药……马顺青和媳妇每月可
获得固定工资 2000 多元，接近种小麦、玉米一
年的收入。

马顺青的腰包越来越鼓了。
2017 年，兰州市榆中县菜商蒋林宝来到临

夏县考察高原夏菜种植业。他发现，相比自己老
家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这里的水土条件更好。
定远镇是甘肃省有名的高原夏菜种植基地，经
过多年种植，当地的土壤肥力已有所下降。蒋林
宝一直在寻找更合适的种植基地。

2018 年，蒋林宝注册成立临夏县远达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在临夏县北部几个乡镇流转了
5000 多亩土地，试种娃娃菜、西芹、西蓝花等。
这里土地平整，毗邻大夏河，水资源丰富。截至
目前，他的基地雇用了 500 多名农户，其中就包
括马顺青等 60 多个贫困户。

两年过去，蒋林宝的种植基地喜获丰收，今
年高原夏菜卖出了前所未有的好价钱。马顺青
等人靠打工收入也实现了脱贫。

蒋林宝和当地农户实现双赢，得益于临夏
县近年实施的农业产业转型政策。

临夏县处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也
是目前甘肃省 8 个未脱贫县之一。这里近四成

人口为贫困人口，县里工业基础薄弱，是传统
的农业大县。

以前，临夏县农村多种植主粮，效益低，
收入少。“全县近七成土地都种植小麦玉米。”
临夏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郭占中介绍说，土
地的低效利用是造成临夏县贫困的主因。

大夏河的水徐徐流过，塬上的土地平坦
肥沃，群众却依旧贫困。

2012 年，临夏县决心改变这种现状。“从
发展更高附加值的商品种植业做起，改变传
统农业种植结构。”郭占中说。发展新型农业
需要企业带动。招商引资，劝说群众流转自家
土地，一系列工作摆在郭占中等干部面前。

临夏县共引进 10家龙头企业发展高原夏
菜种植，它们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技术以及销售
渠道。经过村民大会和基层干部反复进村入户
做工作，各个乡镇的土地流转工作也得以顺利
进行。截至目前，临夏县已建成 11 个种植基
地，带动群众种植高原夏菜 3万多亩。

在临夏县，记者不仅看到了高原夏菜种

植基地。在河西乡，大片种植苹果、羊角蜜的
果园欣欣向荣，果树下还间作小麦等主粮，最
大程度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在莲花镇曙光
村，椒香充盈整个村子，这里的花椒产业已成
气候，人均年收入可达 5000 元以上。

如今，临夏县已发展起高原夏菜、林果
业、脱毒马铃薯、设施农业四大新型产业。全
县约 15 万亩土地被流转发展新型种植业，占
全县土地总面积近三分之一。

同时，临夏县借助东西扶贫协作的东风，
打通农特产品销售渠道。远达公司等企业收
获的高原夏菜直接进入对口帮扶临夏州的厦
门市各大商超。蒋林宝说，去年三分之一的菜
被厦商集团购买，以供应厦门 63 家超市。

郭占中介绍，企业是平台和机遇，群众来
基地打工，可以学习先进的种植技术，最终在
自家土地上经营新型种植业，增收致富。

“等到群众种植高原夏菜蔚然成风，我们
企业就变成统购统销的平台，把这里的蔬菜
卖往全国各地。”蒋林宝说。

主 粮 变 成“ 绿 翡 翠 ”
一个未脱贫县农业产业转型见闻

求遍所有的亲戚朋
友，再也借不到一分钱了。
因患严重心脏病而痛苦不
堪的妻子，眼睁睁要放弃
治疗，上大学的儿子生活
费就要断供。回想起 2014
年时的窘境，蒙古族汉子
包那顺勿力塔眼圈红了。

向窗外望去，金灿灿的
夕阳洒满院子，11 头壮硕的
黄牛闪着迷人的光泽。看着
健康爱笑的妻子，聊着远在
青岛工作的儿子，他信心满
满地道出了自己的心愿——

老包家住内蒙古自治
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
巴彦呼舒镇查干敖瑞嘎查。
2009 年，妻子白哈申其木
格突患心梗，吃药、住院，原
本还过得去的日子，一下陷
入贫困的泥沼。到 2014 年
时，病情发展为贫血性心脏
病，还得供儿子念大学，妻
子感到天都塌下来了。

“那口子，病咱不治了。”
“那不行！”眼见连儿子的生
活费都供不上了，需要装 5 个心脏支架的妻
子，刚完成 1 个支架手术便要放弃，两口子为
此吵了多次架。其实，老包心里很明白，已经欠
了 10 多万元的债，再也借不到钱了。即使在砖
厂既搬砖又做饭，每天打两份工、干十七八个
小时，他也供不起医药费和念书钱。夜深人静
的工棚里，走投无路的老包缩在被窝里痛哭。

就在这时，精准扶贫给老包带来命运
大转变。2015 年，包那顺勿力塔一家被识
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先诊疗后付费、一站
式结算、住院报销 90% 以上，实打实的健
康扶贫政策让妻子顺利完成了余下的 4 个
心脏支架手术，那个红红脸蛋、笑声爽朗的
妻子终于从病床上站了起来。

年龄不饶人，老包搬砖打零工越来越
吃力了。扶贫干部们带着“产业扶贫菜单”
来到家中，让夫妻俩自主选择。“养牛吧，下
个牛犊就能赚钱。”夫妻俩细细盘算后决定
养牛。可按照政策，得先自己买牛，等扶贫
部门验收后才补贴，一家人为启动资金犯
了难。第二天，旗扶贫办主任陆拾玖就从自
己家里拿来钱帮助买了牛。

一家人前后共获得产业扶贫资金 4.5
万元，买来 6 头基础母牛。可万事开头难，没
有冬春饲草、没牛棚、饮水困难，一系列的难
题让老包又陷入焦虑。还没等他张口，扶贫
部门就已经行动起来：协调爱心企业捐赠饲
草，为他家建了牛棚、打了新井。喝着 60 米
深水井抽上来的甜丝丝的水，老包难掩兴
奋：“喝水的难事没几天就给解决了！”

牛，寄托了全家人的希望。夫妻俩起早贪
黑，像抚养孩子一样地伺候牛，一次不落地参
加养牛培训班。母牛下小牛，小牛卖了再继续
买母牛，两三年的时间，已经发展到 17 头。他
家前后出栏 6 头牛，收入了 5 万元，老包用 1
万元盖了草料棚，养牛的家当更齐全。

2018 年，包那顺勿力塔家顺利脱贫。
如今，他的家窗明几亮，屋里摆着电视机、
台式电脑、监控器。老包和妻子看着电视节
目不时发出笑声，还不忘瞄一瞄监控器里
的牛，日子过得自在幸福。

妻子手术后恢复得挺健康，儿子完成
学业工作稳定，家里的饥荒也马上就要打
清，牛产业还带来“牛日子”。“活了大半辈
子，现在才活出个模样儿。”老包动情地说。

包那顺勿力塔所在的兴安盟，是大兴安
岭南麓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5 年至今已
有 10 余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全盟 6 个旗
县市全部脱贫摘帽，602 个贫困嘎查村全部
出列。老包坦言，过去连给妻子买件像样衣
服的能力也没有，现在跟乡亲们一样，日子
过好了，腰板挺直了，自己也“敢做梦了”。

“再过两年，就能给儿子结婚买房搭
把手了。”老包现在养的牛至少值 20 万元，
他还张罗着扩大养牛规模。说到今年的心
愿，60 岁的他面露羞涩但语气坚定：“我要
给孩子他娘买一枚金戒指！”（记者张洪河、
王靖） 新华社呼和浩特 9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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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9 月 14 日电（记者陈俊、褚晓
亮、孟含琪）走进吉林省白城市的农村地区，几
乎每家每户房前屋后都有个小庭院，有的甚至
有几亩之大。过去，小庭院主要作为农民的小菜
园。近年来，白城市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因地制
宜，将发展庭院经济作为重要抓手和载体。小庭
院做出“大文章”，成为“试验地”“脱贫田”和“文
明窗”。

小庭院成为产业调整的“试验地”

走进镇赉县莫莫格蒙古族乡米太村，家家
户户的庭院里种了谷子、花生等农作物。

白城位于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分布区之
一。米太村村民过去主要种植玉米，本就地力不
足，再加上长期“一炮轰”施肥施药，让土地变得
更“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玉米产量低。为
了改善土壤环境，有技术人员“支招”，可以考虑
轮作种植“养地”。

“种谷子？我可不干！万一赔本呢。”先前没
有经验，大多数村民不同意种谷子和花生。于是
村里鼓励大家先在自家院子“小试牛刀”。没想
到谷子和花生不仅易种植，单价也比大田玉米
高。尝到甜头的村民开始在大田种植。

在白城很多地方，小庭院都成为农民种植
新作物的“试验地”。在镇赉县嘎什根乡乌林锡
伯村，农民在庭院试种中草药后成功推广到大
田种植，面积已达 165 亩，如今还进一步扩大种
植面积。

一些庭院还成为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
地”。在通榆县苏公坨乡苏公坨村，村民张海江

告诉记者，他们与吉林黄栀花药业有限公司合
作，在庭院里种植新品种燕麦，用于公司研发生
产保健产品，割两茬燕麦后还可以复种藜麦，每
平方米收入在 3 元左右。“过去院子里就堆些杂
物，没想到利用它还能增收。”张海江说。

小庭院成为志智双扶的“脱贫田”

对于老人、重病患者和残障人士来说，他们
无法种地和外出打工，一些人甚至失去生活的
信心，发展庭院经济为他们提供了增收渠道。不
少人在院子里种植农作物、中草药，依靠双手增
加收入。小庭院因此成为志智双扶的“脱贫田”。

过去在镇赉县建平乡英华村提起田福，村
民们直摇头。如今大家都竖起大拇指，夸赞“老
田头家的院子收拾得板正！”

20 多年前，老田被诊断为结肠癌，后来又
患上脑出血、糖尿病。他不仅在外欠了很多钱，
整日还郁郁寡欢，没力气种地，家禽也不愿意饲
养。2017 年，村里帮他收拾整理了庭院种大蒜。

村里对接市场，让销路有保障。当年老田卖
大蒜的纯收入有 3000 多元。他又在闲置土地上
种秋白菜，赚了 2000 多元。73 岁的他每天在庭
院里忙活，还不断学习新的种植知识。

“今年院子里红辣椒长势不错，再加上分红
和其他收入，能挣 1 万多元。”在白城市辖属的
大安市新平安镇长进村，村民李永德说。李永德
一家三口都身患残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一直
靠政府补贴度日。村里帮他建了猪舍，还在院子
里种了辣椒。“没想到靠着小院子能赚钱，这日
子有奔头！”李永德说。

白城市 5.8 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落实
了庭院经济项目，每户年均实现收入 1500 元
左右。

小庭院成为新风劲吹的“文明窗”

统一粉刷的院墙，干净笔直的道路，新栽
的树木，还有新安装的路灯……走进大安市
安广镇永强村，村庄环境整洁，庭院里种着鲜
花、蔬菜。很多家门前挂着牌子——“脱贫励
志之家”“干净人家”“美丽庭院”等。

近年来，白城不断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
施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一座座小村庄从外
墙到里院、从庭院到屋内都发生显著变化。村
民注重环境外在美的同时也开始追求精神内
在美。

走进镇赉县建平乡民主村村民武雅丽
家，院子里栽着鲜花和蔬果，屋内厨具、灶台
擦拭得干净。武雅丽家获得了“美丽庭院”和
“干净人家”的称号，是全村的模范家庭。“现
在的农村再不是‘脏乱差’了。”她说。

在镇赉县黑鱼泡镇岔台村，王淑芹的丈
夫身患残疾，丈夫的弟弟身患精神残疾。操持
家务的同时，她还与丈夫共同照顾小叔子。繁
重生活没有击垮她，和家人在庭院里种植蔬
菜瓜果，晚上一家人还常坐在院子里聊天。王
淑芹的精神被很多人点赞，她的家庭获得了
“幸福人家”和“干净人家”等称号。村里家家
户户以她为榜样，学习她的乐观、勤劳、孝顺
和善良。小小庭院，不仅成了脱贫增收的渠
道，也铺出了文明、干净、幸福之路。

吉林白城：小庭院做出“大文章”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拖觉镇老吉村的妇女在去往蓝莓种植基地务
工的路上（8 月 13 日摄）。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四开乡梭梭拉打村的妇女在村里的产业园内
务工（8 月 10 日摄）。

当前，四川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关头，最后的贫困堡垒全部位于大凉山腹地。近
年来这里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家园的妇女成为大凉山的重要劳动力。针对
这一现象，各级政府多措并举，探索打造妇女居家灵活就业与传统优势手工业联动
发展的模式，谋划了传统手工艺、公益性岗位、就近产业园务工等一系列适合妇女
就业的举措。大凉山的妇女用勤劳的双手，撑起脱贫攻坚战场的“半边天”。

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大凉山：妇女撑起脱贫致富“半边天”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督战未摘帽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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