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李杰、崔翰超、张
钦）初秋时节，高峰乡牌坊村山头，成片甘蓝
在黑色地膜上“绽放”。

45 岁的曹斌背着背篓，在田间忙碌。
一旁的妻子右手剜、左手放，不一会儿，就将
背篓填满。背篓沉甸甸压在曹斌肩头，可他
心里格外舒坦。“今年种了 15 亩地甘蓝，卖
了一半就挣了 8万多元。”曹斌说。

十年前，曹斌也务农。传统品种，粗放
种植，干旱少雨，收成甚微，后来他外出务
工，刚刚收支平衡。家中父母年迈，体弱多
病，子女幼小，亟待照料，他一度对生活感到
迷茫。

2010 年左右，曹斌听闻家乡有人种植
高原夏菜，收成还不错。于是，他决定返乡，
尝试种甘蓝。四处求教，才知种菜需在铺
膜、育苗、施肥及病虫害防治上下苦功，大有

学问。几年下来，他越种越好，不仅脱了贫，
每年收入还稳定在 10万元左右。

定西市安定区高峰乡海拔 2500 米以
上，年平均气温只有 4.4 摄氏度，高寒阴湿，
而这里已成为安定区高原夏菜的新兴产地。
“高海拔地区日照强、温差大、病虫害少，适
宜种植高原夏菜。地膜种植还可有效实现
保墒、保温。”乡长王玉国说。

甘肃干旱少雨，加上降雨时空分布严重
不均衡，过去种地基本是靠天吃饭。“种一
山，打一车，煮一锅，吃一顿”，是当地广种薄
收的真实写照。

从 20世纪 90 年代开始，甘肃人在田间
地头掀起了“地膜革命”。这一层薄薄的塑
料，留住了土壤中的水分，极大改变了农业
生产条件，高峰乡也是因此受益。

曾是“吃救济粮大县”的定西市通渭
县及白银市会宁县，随着一项名为“全膜
双垄沟播”的地膜技术普及，玉米、马铃薯
连年丰收，一跃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

如果说以地膜为代表的“塑料革命”，

让甘肃实现了粮食供需的紧平衡，那么以温
室大棚为代表的“塑料革命”，则让甘肃许多
贫困地区群众拔了“穷根”、换了“穷业”。

温室大棚并不鲜见，而在干旱贫困地区
发展温室大棚种植，历史还不是太长。走进
安定区鲁家沟镇，一座座温室大棚鳞次栉
比，花卉、蔬菜、制种产业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

伴随温室大棚出现的，是高效节水理
念的运用。凡是有大棚的地方，基本都有
滴灌。一些有滴灌的大棚，已经实现了水
肥一体化。

过去，南川村贫困户邵俊堂种粮食，往
往是“下籽十升打一斗”，现在他承包 4 座
大棚，进行茄子、西红柿及辣椒制种繁育，
一年下来亩产也就几十公斤。然而，此一
时彼一时，“这几十公斤种子装不满一麻
袋，但卖了将近 4 万元”，邵俊堂说，他们繁
育的种子，由一家公司统一包销，远销
海外。

更高端的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也正在兴
起。在酒泉市肃州区，“风吹石头跑，遍地

不长草”的茫茫戈壁滩上，一排排日光温室
拔地而起，充满生机。基质栽培、水肥一体
化、病虫无害化绿色防控、物联网控制等现
代设施农业技术让戈壁滩焕发新颜，火龙
果、无花果、莲雾、台湾青枣等南方水果竟
出现在戈壁滩上。

肃州区总寨镇总寨村的范立德，最早
尝到了现代丝路寒旱农业的甜头。200 9
年，在外务工的他，返乡开始戈壁蔬菜种
植，第一年建起了五座温室大棚，棚均收入
就破万元。“农业科技让戈壁也成了聚宝
盆。”范立德不断学习管护技术，如今棚均
收入达到 2.5 万元以上，成为致富带头人。

现代设施农业让戈壁、沙漠也能结出
果实。河西走廊上优质、充足的光热水土
条件，在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中，熠熠生辉，
粮食与蔬菜争地、生态与耕地争水的矛盾
也得到缓解。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旺泽说，只
要因地制宜，“观念革新+科技创新”也能让
荒凉之地掘金，高寒地区、苦旱之地、沙漠
戈壁也能成为花果山、米粮川和聚宝盆。

新华社天津 9
月 1 5 日电（记者刘
惟真）整洁的乡村道
路两旁村居错落有
致，新添的健身设施
前不少村民正在锻
炼 身 体 、休 闲 娱
乐……秋风渐起，天
津市蓟州区上仓镇
陈家桥村里一派和
乐景象。

吃过午饭，在村
东头居住的村民张
祥海拧开自家的水
龙头，刷洗起了餐碟
碗筷。

“这水干净又清
甜，喝着用着都安
心。”瞅着水管中流
出的清澈自来水，张
祥海笑着说。

就在几年前，饮
水安全问题还困扰
着这个以发展农业
为主的小村庄。村
里的老水井只有几
十米深，井水水质较
差、难以入口。然而
当时村集体收入低、
缺少改造资金，这一
难题迟迟没能解决，

成了村民们的一块“心病”。
“那时井里打上来的水都像‘泥汤’似

的，烧一壶水，得有半壶是渣子。”张祥海
回忆说，由于常年饮用不达标的水，自己
和其他村民一样，从小就是“黄牙根”。

破局之机出现在 2017 年。这一年，
天津启动了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工作，
其中，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与陈
家桥村结成了帮扶对子。

来到村庄后，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驻村工作组组长赵诚所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挨家挨户走访座谈。了解到解
决饮水安全问题是村民们极为迫切的需
求后，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投入
帮扶资金 30 余万元，推动“饮水圆梦”工
程实施。

选址立项、现场施工、管道入户……
经过建设，一眼 300 多米深的水井在村内
落成，清洁水源通过供水管网流入了村民
家中。

好水来了，生活变了。“原来总是要走
上二里地到邻村打水回来，现在在家就能
喝上干净水。看着村里孩子们白净的牙
齿，我们打心眼儿里高兴。”张祥海说。

近年来，在陈家桥村“现身”的不仅有
清澈的井水，更有产业“活水”。

从前饮水“老大难”，归根结底还是
因为村民收入水平低、村庄发展慢。为了
帮助村民提升收入、挖掘产业“源泉”，帮
扶干部们提出了数套方案，反复考察
论证。

陈家桥村地理位置优越、耕地较为
丰富，村里有不少种植、养殖大户。为了
带动该村农业发展，工作组最终采用了
投资建设低温存储冷库产业项目的
方案。

“之前村里生产的农作物有时会出
现滞销现象，卖不出去的庄稼难以存储，
只能烂在地里。冷库建成后，不仅有助
于农民存储、销售农作物，还能够成为周
边村镇的农产品‘中转站’，提供更多就
业岗位。”赵诚说。

如今在张祥海家旁边，建筑面积
1900 多平方米、共有 5 个库区的冷库已
经建设完成。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预计
9月下旬冷库将正式投入运营，土豆、洋葱
等农产品将陆续“入驻”。

“冷库投运后，预计每年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将达到 20万元以上。”赵诚说，“只
有以产业帮扶为核心，让结对帮扶工作由

‘输血’向‘造血’转变，村民的生活质量才
能不断提升。”

1000个困难村目前已基本完成饮水
提质增效工程，一批产业帮扶项目建成落
地，2019 年天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804元。随着结对帮扶困难村工作的持
续开展，天津市越来越多村镇居民走上了
增收致富的“小康路”。

新华社银川电（记者刘海）大湾村位于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
常乐镇，毗邻黄河，与腾格里沙漠隔河相望，因地处黄河湾口而
得名，是黄河岸边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古村落。随着时代发展，
村民纷纷搬迁离开，留下的老房子大多年久失修，隐没在杂草丛
生的村庄深处，村庄渐渐被遗忘。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黄河宿集项目创始人陈祖品来
到沙坡头区考察，对这个拥有大漠、黄河、绿洲、长城等独特资
源的古村落“一见钟情”。

“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我就被这里独特的魅力深深吸
引——就是那种传统村落的感觉，村庄的肌理和风貌都在，只
不过需要重新梳理，赋予它新的内容。”陈祖品说，一番考量
后，他决定在拆迁遗址上，复原村落整体风貌，唤起人们对西
北乡村的记忆。

尊重自然、房子要给树让路，泥土、木头、石头都是就地取
材，保留村庄原有的道路、生态和人文……为了“不辜负这片
土地”，陈祖品和他的团队花费 6 年时间，坚持建筑与自然融
合，利用乡村独特的地脉与文脉，打造出一处保留当地民居夯
土建筑风格的民宿集群，为游客提供黄河与大漠兼具的目的
地式旅游体验。

由于特色鲜明，黄河宿集自 2018 年 12月投入运营以来，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成为宁夏的网红打卡地。
2019 年全年入住率达 78%。

“住在这里，能够暂时从城市喧嚣的环境中脱离出来，涤
荡心灵，感受久违的快乐，有一种现实与梦境的强烈反差。希
望孩子也能从这里的各种体验中获得亲近大自然的能力。”来
自上海的游客黄茜说。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宿集通过“旅游+”的方式引导
农民自主参与，依托生态养殖、农事体验等为周边村民搭建就
业平台，带动 100 余人就业，年人均增收 1.5万元。

50 岁的拓兆锋在宿集经营着占地近 500 亩的农场，种着
各类有机蔬菜，养着鸡、鸭、鹅、狗、骆驼和羊。依托节节攀升
的游客接待量，拓兆锋的农场人气越来越旺，一家人的生活也
明显改善。

除了鼓起来的腰包和好起来的日子，改变的还有村民植
根内心的自信。

与村里人去城里打工的路径相反，已在城里站稳脚跟的
农村姑娘王燕每天都会坐着通勤车从城里去村里“赶集”。

32 岁的王燕是黄河宿集的一名“生活管家”。16 岁那
年，王燕离开农村去城里打工，一番打拼终于在城里买了房子
安了家。兜兜转转一圈之后，又在去年选择回村里工作。

“农村空气好、环境也好，吃得健康、睡得踏实，看到客人
们都这么喜欢我们农村，心里真的挺高兴！”言语间，王燕的脸
上露着喜悦。在宿集，像她一样选择从城里回村上班的姐妹
还有很多，月均 4000 多元的收入和“每天都有进步”的喜悦让
她们获得感满满。

黄河宿集是沙坡头区推进全域旅游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沙坡头区不断整合旅游资源，打造独具风情的复合型旅游产
业体系，连续三年实现接待人次、总收入两位数增长，培育起一
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现在，最让陈祖品欣慰的是每天都能看到不同城市的人
来到这里，喝咖啡、用餐、采摘，体验美丽乡村的闲适生活，为
古老村庄注入满满的活力。

“以前乡村落寞是因为没有人了；人回来了，村子就活起
来了。村庄‘复活’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朝着美丽乡村的
目标进一步迈进。”陈祖品说。

“荒凉”土地掘金记
甘肃旱作农业发展“变奏曲”

“金口碑”里的乡村振兴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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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蝶变“网红村”
▲广东省英德市连樟村的村民在村口推介当地的农副产品（6 月 11 日摄）。
广东省英德市连江口镇连樟村四面环山，长期处于贫困之中，2016 年被列为

省级相对贫困村。经过几年的精准扶贫，连樟村如今面貌一新，蝶变成远近闻名的
“网红村”，村里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还建起了果蔬茶现代农业产业园，引进了扶贫车间等，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乡村美
了起来，村民的日子也美了起来。 新华社记者邓华摄

新华社合肥 9 月 16 日电(记者王菲)一
天的活忙完了，去村口的文化广场遛个弯，对
于 62 岁的蒙城县岳坊镇戴尧村村民戴云中
来说，是莫大的享受。话不多的他站在人群
里，看看老伴和庄邻跳广场舞，看两个孙子和
其他孩子在广场上嬉闹，柔和的夜风夹着人
群的笑声拂面而来，戴云中觉得，如今的日子
像船靠到了岸，心里特踏实。

最近两年，戴云中的顺心事一桩连着一
桩。先是贫困户的帽子摘掉了，接着村里搞信
用村建设试点，他家被评为 AAA级信用户，戴
云中所在的戴尧村也评上了 AAA级信用村。

戴云中所在的蒙城县是安徽省党建引领
信用村建设试点县之一。以此为契机，蒙城
县将乡村信用体系建设与推动乡风文明和基
层治理有机融合，引导金融资源向乡村汇聚，
让诚信“金口碑”释放出“含金量”，促进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

凭着 AAA 级信用户的“金口碑”，戴云
中获得了银行 10万元的授信额度，这笔钱来
得正是时候，他给村民做水电维修和改水改
厕，正需要一笔资金购买材料。

信用能换来贷款，对戴云中来说自然是

意外之喜，然而最让戴云中欣慰的是村民对
他的认可。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金口碑’。能否
评上信用户，庄邻的道德评价打分很关键。
平时的邻里关系，是否孝顺老人、诚实守信，
村民都看在眼里，每个指标都有量化。”在戴
尧村党支部书记戴同阳看来，无论是乡风文
明，还是产业发展，“信誉”二字至关重要，作
为党员，他更要带头。

“借助村民‘金口碑’乡风文明评议机制，
帮助我们筛选出优质的放款对象，助力金融
活水更精准地服务乡村振兴。”蒙城县农村商
业银行副行长张献伦说。

蒙城县金融机构为不同信用级别的信用
户发放不同的授信额度，信用户可以随贷随
还，不需要担保和抵押。针对信用户的不同
需求，当地金融机构还创新推出金农易贷、惠
农贷、返乡贷等十几种金融产品。

夏日阳光下，戴尧村万亩莲藕基地荷叶
田田，鱼翔浅底。40 多岁的家庭农场主戴戟
正忙着给莲藕塘里的小龙虾投饵。

“基地发展生态养殖，上面种莲藕，下面
养龙虾、黄鳝、泥鳅，今年水产养殖这一块已

经挣了十几万元。九月底起莲藕，还有一笔
不小的收入。”戴戟说，起藕、装车、捞龙虾，这
些活要用不少人工，他已经和村里的劳务公
司达成协议，优先使用村里的贫困户务工。

戴戟盘算着，今年莲藕收上来后，要早一
点把去年借的 10 万元信用贷款及时还上。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绝不能坏了诚信做人
的‘金口碑’。”戴戟憨厚地笑着。

“在信用村建设试点一开始，村里制定了乡
风文明‘金口碑’信用评议法，规定村民有侵占村
集体资产的行为将被一票否决。”蒙城县庄周街
道后娄村党委书记白洪波说，过去村集体资产
被私人占用是乡村治理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这
次不少“难缠户”担心评不上信用户，很快就退
出了侵占多年的集体资产，群众的怨言也少了。

如今，白洪波又有了另一个身份——后娄
村振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以信用
村建设为契机，村里成立了振兴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通过盘活运营集体资产壮大村集体经济。

“预计今年村集体收入能达到 50万元。
村集体经济的‘腰包’渐渐鼓起来，村里计划
为村民修一个文化大礼堂，还想拿出一部分
钱来帮扶贫困户……”白洪波笑着说。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刘巍巍)组织“土味”
市集、去山里数星星、来一场乡村夜跑……江
苏省苏州市持续打造的“姑苏八点半”夜经济
品牌，不仅拉动了城市消费，还为沉寂的乡村
带来活力与激情。

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的旺山景区是全国农
业旅游示范点，以农家乐著称。苏州美丽乡
村健康行活动近日在这里启动，500 多人披
着星光开启了一场夜跑之旅。与此同时，旺
山文旅风情小镇文创市集、乡村特色节目巡
演、非遗展示、农产品+美食等轮番上演，不
少市民、游客流连忘返。

当地还因地制宜，深挖夜经济文化内涵，
将旺山打造成涵盖吃、住、游、购、娱、体、美等

多方面的夜经济集合地。景区内的农家乐老
板徐畅表示，“忙，并快乐着。”

旺山农家乐老板的甜蜜“痛楚”并非个案。
前不久，苏州高新区通安镇树山村民宿老板张
君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截图，其经营的泊隐
禅舍山居民宿 8月 1 日至 13 日入住率达到
76.92%。“两个月没休息过了，连工作日都有客
人，老客户提前一周预约包场都排不过来，实
在太忙了，好想给自己放个假。”张君说。

张君的好生意得益于 7月 18 日起启动
的“姑苏八点半舒心夜相伴·夜游大阳山·树
山星享夜”活动。树山村借助奇妙夜跑、夜市
集、树山宿集、露天电影、民谣音乐会等主题
活动，释放市民夜间休闲娱乐需求。到 8月

底，树山夜市集、民宿、酒店、农家乐等夜间旅
游载体共接待游客 8万多人次，实现营业收
入约 1000万元。

最近，“行走的村落”——苏州高新区青
年农民土味市集开市。夜市以展示青年农民
风采为特色，融合地产果物、手工艺品、农家
美食、音乐等青年土味潮流元素，吸引辖区市
民前去“打卡”，穿越回乡村的童年生活。

苏州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乡村
的优势在于生态环境好，自然资源种类丰富，民
俗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城市所没有的“土味”。
苏州将抓住这股清新的“土味”，结合科技、创
意、艺术等手段，营造丰富的夜生活生态，探索
适合乡村发展的夜经济模式，赋能乡村振兴。

苏州“土味”夜经济激活乡村活力

“复活”的村庄

乡村振兴
责任编辑
董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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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电(记者吴书光)
“这是榆黄菇，那是鸡腿菇，那边还
有木耳！”说起食用菌，肤色黝黑的
佟福兴侃侃而谈。大棚中的一排排
菌棒像等待佟福兴检阅的士兵，码
得整整齐齐。

48 岁的佟福兴是山东省东营
市利津县北宋镇佟家村人，是绿康
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始人。今
年 7月，九个高标准钢结构温室大
棚、两个菌种培养车间投入使用，取
代了他使用 12 年的老式竹竿结构
大棚。

“感谢服务队大力支持，让我更
有劲头和能力带动群众致富。”佟福
兴说，因资金不足而迟迟未能升级
的老大棚终于“退役”了，这在以前
想都不敢想。

山东省乡村振兴服务队 2018
年 9月来到利津县，他们一直留意
发掘本土人才。食用菌“土专家”佟
福兴引起了服务队专家的关注。服
务队队长、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副校
长吕晓黎说，佟福兴爱钻研肯吃苦，
甚至能自主研发新品种，发挥好他
的“领头雁”作用，有望带领更多群
众致富。

服务队随后与佟家村、南贾家
村集体决策，出资 100万元提升大
棚设施，并出租给佟福兴，让他做大
食用菌产业。8月 28 日，绿康食用
菌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大棚第一年的
租赁收益 10万元交付给两村作为
村集体收入。

佟福兴想不到的第二件事是：
在服务队指导与推荐下，他在 2018
年底评上农民农艺师中级职称；1
年后，仅初中毕业的他又成为山东省首批 11 名有高级职称的
职业农民之一。

佟福兴说，他上初中时，偶然看到河南太康县推广食用菌
的信息，当即写信购买菌种。1990 年初中毕业，他就用土大
棚栽培平菇，由于技术不成熟，早期收益不高，他就看书、
自学。

“看书本学，再结合书本去实践。”佟福兴靠着满腔热爱与
钻劲儿研发出近 20 种食用菌品种，从栽培转向卖菌种和菌
棒，每年销售 70 多万斤菌种，“一年挣几十万很轻松”。

2010 年，佟福兴成立了绿康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咱
实实在在地教农户，他们栽培挣钱了，才会继续买我的菌种，
双赢！”佟福兴说。

佟福兴坦言：“我的小家庭已经小康，现在要发挥技术特
长带动更多群众栽培食用菌，仅栽培秋冬一季，如果投料 10
万斤，收入也能有十来万元，比打工强多了。”

“这是 7月 9 日天津客户的 5000元定金，他要 1万斤菌
种。”佟福兴给记者看微信收到的转账。截至目前，他的 2000
多个客户遍及山东、天津、新疆等地。

8月 7 日，他的合作社获评山东省省级乡村振兴专家服务
基地，这是佟福兴第三件想不到的事，他底气十足地说：“下一
步要引进更多高层次专家，指导咱们做强食用菌产业。”

吕晓黎说，服务队帮扶期仅两年。只有依托当地人才、优
势企业，增强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才能实现从“输血”到“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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