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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 日电（记者
郭沛然、夏子麟）初冬本该是农闲的时
候，但在北京西南山沟里的房山区十
渡镇西太平村，工人们正紧张施工修
建民宿，村民在自家小院里翻新花池，
一片繁忙景象。
　　刚刚过去的夏秋旅游季，西太平
村收获了它转型发展乡村旅游后的
第一桶金——— 7 月 31 日至 10 月 8
日，西太平村接待游客 2 万多人次，
景区门票、餐饮等直接收入 68 万余
元，带动村民增收 20 多万元。“今年
‘十一’假期，我家里的游客就没断
过。”村民李春香一家把闲置的四间
住房改做农家院接待游客，今年营业
两个月，一个月纯收入约 1 万元，“外
出打工一个月也就赚 3000 多元，还
更累。”
　　西太平村地处太行山脉东端，2
万多亩的村域面积里有 10 道沟谷、
12 道山脉，村子被大山牢牢“夹住”。
在转型发展旅游前，村民大多以养羊
放牧为生。养殖的绒山羊给村民带来
收入的同时也把山越啃越秃。在新发
展理念指引下，西太平村退牧还林。
退牧之后，没了收入来源的西太平村
在 2016 年被确定为北京市低收入
村 ，全村共有低收入户 9 2 户、
164 人。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西太平村
有山也有水。除了大山，村里还有一
座库容 17 万立方米的小水库。西太
平村党支部书记李玉丰决心发展旅
游，把秃山变成绿水青山，变成村民
们的金山银山。可村民们不相信：“一
年到头，生人都来不了几个，谁来旅
游？”
　　养羊的人都知道领头羊的作用。
在发展转型的艰难时刻，西太平村党
支部带领党员和村民迎难而上，通过
法律途径解决历史问题，用活用好各
项政策，把低收入增收项目等专项资
金用于修路、种树、治水，历时四年多，
前后投资约 3000万元，在改善人居环
境的同时，也为产业发展铺平了道路。
“发展的关键靠人。”李玉丰组织村民
们走出去，近到十几公里外的十渡中
心景区，远至山东，“那些山水资源不
如我们的地方都能把旅游搞起来，过
上好日子，我们咋不行？”
　　“乡村振兴不只是景区振兴。游
客满意、村民幸福，才能持续发展。”
西太平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黄悦恒告
诉记者，西太平村要走的是一条旅
游产业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引
进的分散式污水处理项目，对生活污水和厕所污水进行混合
处理，处理后排出的中水符合北京市排污标准，还能进行二
次利用。
　　西太平村还实现了全村 100% 煤改电工程，采用空气源热
泵取暖，卫生环保的同时也为冬季旅游奠定了基础。
　　今年旅游季，这个常住人口不到 300人的小山村，分两天接
待了一家国内大型航空公司 700多人的秋游活动。“如果满分是
100 分，我可以打 90 分。”安姝綦是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她是自
己找上西太平村的，“山青水碧，就像在漓江，有一种小桂林的感
觉。服务很好，人特别热情。”
　　产业发展带来了就业岗位，也带动了村民增收。2019
年，西太平村全部低收入人口成功“脱低”。黄悦恒介绍，西太
平村制定了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制度，逐步深化产权制度改
革，探索实施“公司+项目+村民入股”的发展模式。未来，西太
平村将以扶持壮大集体经济为抓手，打造小而美的精品乡村
旅游产业。
　　晌午时分，太阳爬过山脊，照亮了整个山谷。曾经“夹住”村
庄、制约发展的大山，如今已成为乡村振兴的翅膀，载着西太平
村飞向来年的春天。

　　 23 日清晨，当阳光掠
过海拔 900 多米的灰炉山
山顶，林鸟躁动起来，山
林活了起来，村民邢长春
也忙了起来。

　　早上 7 时前，他要将
玉米粒一小撮一小撮地
撒在石头 、枯木桩和树干
上，好让白鹇“就餐”的同
时又能多多地活动“筋
骨”。

　　这是他每天必做的
“功课”。48 岁的邢长春
是福建省永安市青水畲
族乡丰田村村民，也是该
村最早的“鸟导”，其生态
观鸟点位于灰炉山山腰
处的一片密林前。

　　准备就绪后 ，邢长
春一声哨响 ，草丛晃动
起来，30 多只白鹇从密
林里蜂拥而出 。这个白
鹇家族的成员们胃口特
别好，石头 、枯木桩和树
干上的玉米粒被它们一
扫而光。

　　雄性白鹇有“王者”

之风，体态颀长，尾巴尤
其美丽 。觅食过程中，雄
白鹇一摇三摆，尾羽被山
风吹拂，仿佛少女的“纱
巾”在风中飘扬。

　　白鹇和白颈长尾雉
是当地种群数量较多的
野生鸟类，体态华丽，深
受海内外观鸟爱好者的

青睐，现平均每天能为邢长春一家招来十多
名观鸟游客，食宿和观鸟门票为其带来不菲
的收入。

　　丰田村党支部书记林恢笔介绍，丰田村
地处闽中群山密林深处，森林面积超过 5 万
亩，野生鸟类资源极为丰富，黄腹角雉、白颈
长尾雉、白鹇等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经
常可见。

　　“鸟类是我们丰田村的‘财神爷’。”林恢
笔说，“我们村今后要成立公益性的生态观
鸟合作联社，做大规模，形成体系，引导观鸟
旅游业有序发展，让游客在丰田待一周都有
的看、有的拍！”

　　丰田村每个观鸟点各具特色。村民熊启
武的“瀑布”观鸟点背景是宽 10 余米 、落差
达 100 多米的瀑布。阵风吹来，瀑布喷散的
小水珠如烟尘，弥漫于山林之中，给林木披
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为这个观鸟点增添了
一抹梦幻色彩。

　　“这是我见过的最为独特的观鸟点！”网
名为“杰颜”的辽宁鸟类摄影爱好者在现场
告诉记者 。这位资深“鸟友”是首次来丰田
村，目前已在该村的各个观鸟点拍摄 、游玩
了三天 。“下个月我还要再来，太过瘾了！”

他说。

　　据林恢笔介绍，丰田村现有 12 个生态
观鸟点，目前每天来村里拍鸟的“鸟友”多达
40 余人，人流带来了“财流”，催热了山村民
宿、餐饮、客运和农副产品的销售。

　　村民熊生春的白颈长尾雉观鸟点是
丰田村的网红打卡地 。记者在现场看到 ，
这里的白颈长尾雉异常活跃，两只雄鸟和
多只雌鸟轮番上树觅食翻飞，惹得观鸟爱
好者不停地按动快门，一帧帧精美的鸟类
图片很快就在国内的“鸟友圈”内“发烧”

起来。

　　熊启武现为村两委干部，他每天早起晚
归，将观鸟爱好者的饮食住行安排得井井有
条。自家的客房客满后，他会主动将“鸟友”

介绍给其他办有民宿的农户。

　　“‘鸟友’是我们的‘摇钱树’，服务好了，
乡亲们才能一块致富！”熊启武说，“好日子
来了！”   （记者梅永存、彭张青）
     新华社福州 11 月 2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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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方问禹、许舜达

　　 11 月 24 日，浙江省深化“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现场会在
义乌召开。2003 年全面启动这项工程以来，
浙江省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久久为功，造就万
千美丽乡村，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
美丽中国带来经验启示。
　　当前决胜全面小康收官之年，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
程肩负新使命，踏上新征程。

“义乌的另一面”折射“均衡浙江”

　　建成休闲游步道、诗画骑行道、生态洗衣
房，引进宝芝林花旅农艺园项目，持续升级农
村人居环境建设……近些年，四面环山、拥有
“九崖十岭”的浙江义乌市李祖村面貌焕然一
新，一幅田园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结合义乌国际化程度高、贸易气息浓郁
等特点，李祖村打造“国际文化创客村”，目前
汇集手工扎染、彩红斑马美术馆、錾艺堂铜器
馆、三野陶艺馆等中西文化交融的文创主体
20 多家。创客成果走向全球、促农增收，2019
年全村集体经济收入 101.7万元。
　　李祖村折射出义乌的另一面。出口占比
全国 1.6%、关联 200 多万家中小微企业、今
年快递业务量预计突破 60亿件的“世界小商
品之都”，三农发展同样风生水起。2019 年，
义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9529 元。目前，2020 年全市村集体年经营
性收入全部达到 20万元以上。
　　全球商贸枢纽也是三农改革高地。记者
了解到，2019 年 3 月，义乌率先开展农业“标
准地”改革，着力解决农业用地亩产效益不
高、招商引资项目监管难等问题，大力拓宽三
农增效、商贸与三农联动渠道。目前，义乌已
完成农业“标准地”项目 356个，面积达到 9.1
万亩。
　　结合国际商贸城市特质和“互联网＋”思
维优势，借势电子商务高地，义乌建成农村电
商服务点 879 个，淘宝村 168 个，带动近 20
万农户触网创业，是全国最大的淘宝村集群。
截至目前，义乌农村电子商务经营主体达到
1万个以上，总年度交易额达 200亿元以上。
　　义乌是浙江城乡协调、联动发展的缩影。
目前，浙江省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已经分
别连续 19 年、35 年领跑全国省区，城乡居民
收入比进一步缩小至 2.01：1，是全国发展最
协调、最均衡的省份。

生态文明在实践中深入人心

　　天气虽冷，天台县南屏乡前杨村却是热
闹非凡。在南黄古道入口处，借着第十届红枫
节的人气，农副产品一条街人头攒动。租铺专
卖麻糍团的前杨村村民杨圣方告诉记者，最
多的一天卖了 6000多元。
　　麻糍团是前杨村传统小吃，从糯米种植
到加工成型、走上餐桌，都是当地纯天然、纯

手工。目前，这个村麻糍团加工坊达到 15家，
全年产值超过 150万元。
　　上杨村的黄茶，翠东村的生姜，敏寮村的
杨梅，下张村的手工番薯粉面……在南屏乡，
14 个行政村都有拿得出手的优质农产品，
“山宝”队伍越来越壮大。当地农民都知道，因
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人气越来越旺，才让农
产品走进大市场，兑现了更高的市场价值。
　　在“国际纺织之都”——— 浙江绍兴市柯桥
区，曾经的“大染缸”变身蓝印时尚小镇，大纺
织产业在环境治理后轻装上阵，展现新的竞争
力。2019年，柯桥全区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68948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40655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仅为 1.70：1。
　　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实施
18 年来，农村山乡巨变、从粗放式增长到可
持续发展的故事俯拾皆是。从“盼温饱”到“盼
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群众对美好
生态环境的认知和诉求，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生态文明在实践中深入人心。第 9 次参
与“千万工程”现场会，浙江一位生态环境部
门干部对记者坦言，其对于环境建设的心态，
也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从被动的自上而
下严守“环保红线”，到主动的自下而上开辟
“发展蓝海”。

环境建设依旧大有可为

　　 2003年全面启动以来，浙江农村人居环
境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 2003 至 2007

年示范引领，1 万多个建制村推进道路硬
化、卫生改厕、河沟清淤等。
　　二是 2008 至 2012 年整体推进，主抓
畜禽粪便、化肥农药等面源污染整治和农
房改造。
　　三是 2013年以来深化提升，攻坚生活
污水治理、垃圾分类、历史文化村落保护
利用。
　　由浅入深，从点到面。随着这项工程广
度和深度的拓展，“美丽乡村”的内涵也不断
丰富。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再到美丽生
活，“三美融合”带给浙江乡村勃勃生机。
　　以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为抓手，浙江农
村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驱动下迈
入高质量发展车道。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之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项工
程也肩负新使命，踏上新征程。
　　 11 月 23 日公布的《中共浙江省委关
于制定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提出，基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生态环境质量、资源能源集约利用、
美丽经济发展全面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
进水平，高质量建成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表示，当前浙江省深
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瞄准补短板，
打破县市域界限，打造海洋风情、钱江山水、
生态绿谷、江南水乡、和美金衢“五朵金花”
组团，在更高水平上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三美融合”驱动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
浙江省“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续写新篇

　　新华社天津 11 月 24 日电（记者宋瑞）54 岁的孙国玉将家
里最后一批成熟的葫芦运到了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大杜庄村的
葫芦加工体验馆。她把上百个青色葫芦摊在地上后，通过磨砂工
具将其“打皮”，统一打包卖给了村里创办的企业。
　　“我家现在经营着 4 亩葫芦地，除了自己卖个头大、品相好
的葫芦外，村里还回收剩余的小葫芦，统一做成工艺品，现在一
年收入能有 10万元，日子越过越红火。”孙国玉说。
　　“赶时髦”的她还开通了线上直播。“我的直播平台上有
2000多个粉丝，若有顾客相中了葫芦，可以直接提前预订。”
　　近年来，大杜庄村将种植葫芦发展成为特色产业，村里的
200多亩地上种植了 30多种葫芦，年产值超过 600万元。
　　然而就在几年前，村里还是另一番景象。“汽车配件厂、胶合
板厂、面粉厂等一批‘散乱污’小企业把村里搞得乌烟瘴气，老百
姓经常反映。”大杜庄村党总支书记毕红鸽说。
　　 2017 年起，大杜庄村将“散乱污”企业全部关停取缔。随之
而来的是“经济阵痛”，村集体几乎断了收入来源，大杜庄村也被
列为天津市的困难村。
　　毕红鸽带领村两委班子思考转型路径。“大杜庄村有 40 多
年的葫芦种植历史，了解到当时村里仅剩的 2 家种葫芦大户一
年能挣几十万元，我们觉得村里发展葫芦产业有希望！”
　　从育苗、打理秧苗、葫芦培育，到探索网络销售渠道……毕
红鸽请来村里的种葫芦能人给村民们授课。随后，大杜庄村创办
了葫芦加工和销售公司，发展特色文玩葫芦种植产业。
　　“村民在销售自家葫芦的同时，可以将剩余葫芦批量卖给村
办企业，由村里加工成小工艺品后，统一售卖。”毕红鸽说。如今，
村民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污染也没有了，村子发展走向了
良性循环。
　　在村里新建的葫芦加工体验馆内，一串串经过激光烙画的
葫芦工艺品与中国结串联起来，整齐地挂在架子上。毕红鸽说，
每个葫芦售价 10到 20元不等。
　　朱娜是葫芦加工体验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自打村里开了葫
芦馆，我就辞了外面的工作，如今一个月能挣 3000多元，还能专
心照顾家庭。”朱娜说。村里葫芦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可以把葫
芦进行烙画、雕刻等工艺加工，制作各种葫芦工艺品挂件。
　　此外，大杜庄村还建设了葫芦文化博物馆，并在这里定期举
办葫芦烙画课程。“这让村民掌握一门手艺的同时，也丰富了大
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毕红鸽说。
　　 2020 年，大杜庄村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7 万元。
“未来，我们计划延伸葫芦加工产业链，进行葫芦食品加工，将大
杜庄村打造成特色‘葫芦村’，让村民依托葫芦产业越过越幸
福。”毕红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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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农村“小”厕所变干净了

“葫芦村”的“生意经”

　　据新华社成都 11 月 24 日电（记者董
小红）“以前的厕所‘一个坑、两块砖、三面
墙’，简陋脏乱，尤其是冬季遇上大风天，
上厕所就太遭罪啦。”成都简阳市平武镇
皮匠街村 8 组的村民樊增九感慨地说，如
今改造后的厕所卫生整洁，墙上地面都是
干净的瓷砖，有独立的厕所门，水箱冲水
设施方便快捷，还没了蚊虫，如厕环境焕
然一新。
　　“改了厕所，居住环境感觉都上了档
次。”樊增九高兴地说。这是成都简阳市实
施农村户厕改造提升项目的一个缩影。自
2018 年 11 月以来，简阳市把农村户厕改
造提升项目作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和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目前已累计改造
提升农村户厕 77766 户，农村无害化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到 93.36%。
　　据介绍，简阳市还根据农户的实际情

况制定了两种实施方案供群众选择，即统规
自建、统规统建。针对老弱病残、经济条件有
限的农户，采用统规统建方式，由农户提出
申请，向村组委托，村组通过议事会比选确
定施工队伍，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改建；针对
家中有建设施工能力的农户，采取统规自
建，即统一设计，农户按技术要求自建，待验
收合格后给予相应补助。
　　“之前对户厕改造还有异议，看到邻居
改造后既干净又卫生，我就申请参加了第二
批改造，事实证明，真的改对了。”青龙镇联
合村村民彭君文说。他家有 6 口人，房子修
好了，但厕所档次没跟上，见到邻居户厕改
造效果后，彭君文急忙申报参加改造。他说：
“现在厕所漂亮整洁，跟城里的卫生间基本
没有差别。”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简阳市还制
作了“一张明白卡”——— 电子版户厕改造明

白卡，将改厕补助标准、建设内容、特殊
困难群体认定等信息集合在一起，一目
了然，有利于营造人人参与改厕的良好
氛围。
　　厕所改造后，还需加强管理。为此，简
阳市正在加快建立农村改厕长效机制。长
效机制怎样建立？关键是要解决好粪污的
处理和利用。把解决好厕所粪污处理作为
首要前提，简阳市制定下发了《简阳市农村
“厕所革命”整村推进示范村项目抽粪车运
营管护办法（暂行）》，促进粪污无害化处理
和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
　　据悉，简阳市结合各村实际成立了户
厕运行使用管护队伍，落实了专兼职管护
人员、经费，配备了相应的储粪池、抽粪车，
确保后期管护落到实处，并将进一步完善
村规民约、户厕管理使用手册等一系列
制度。

　　新华社成都 11 月 24 日电（记者周相
吉、张海磊）11 月，柚果飘香。在四川省广
安市广安区龙安乡，金黄色的柚子挂得满
满当当。村民们戴着帽子，挥舞着摘柚子的
竹竿，忙得不可开交，欢声笑语不断飘出。
　　记者闻声拐进革新村一片柚子林，只
见一个个柚子在林中斑驳阳光的照射下耀
眼夺目。62 岁的村民龙成民正在树下眯着
眼睛，清点他的“宝贝疙瘩”。
　　见记者过来，他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
“3 亩地 200 棵柚子树，每个柚子无论大小
没有浪费的。去年，光通过电商就卖了 3 万
多元，今年的收入可能更多。”
　　“看把你美的，以前是谁一天天跟丢了
魂一样。”村民王明泽“揭老底”。
　　“别提了！那时候日子苦。如果背着柚
子去城里卖，多半是‘两头黑’，天不亮出
发，天黑回家，还卖不了几个钱。我索性带
着两个孙儿去新疆，采棉花、种水果……什
么活都干了，结果钱没赚多少，家里的柚子
也全烂了。”如今，独自带着两个孙儿的龙
成民对生活有了新盼头。
　　“现在年轻娃娃们弄的这个电商太厉

害了，把柚子卖给村上 6、7 元钱一个，足不
出户就能卖柚子。”王明泽家也有两亩柚子
地，还养了 30多只鸡鸭。
　　说到电商，一旁的革新村党支部书记杨
盛荣也忙着插话，“这多亏了驻村第一书记金
达芾，他来了后做电商，把村里能卖的产品都
卖了，原来愁销的柚子成了紧俏货。村里的土
鸡土鸭、鸡蛋鸭蛋、腊肉甚至野菜等，都被卖
到全国各地。”
　　你一言我一语，听完村民们“摆龙门阵”，
记者顺着林间小道往革新村党群服务中
心走。
　　“慢点装”“注意清点个数”……金达芾正
带领村民们装货、发货。
　　“柚子真成了我们村的‘金疙瘩’。除了卖
商品柚外，非商品柚卖给附近加工企业，制作
柚子饮料、柚子饼等产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指引我们
发展的前进之光。”驻村几年，金达芾颇似革
新村代言人，他说村里正建农特产品加工厂，
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起来。
　　跟着金达芾，记者来到他们的直播间，
“就是从这个房间，我们把村里的好东西推介

出去的。”他说。
　　只见直播间俨然一个小超市，货架上摆
满腊肉、香肠等土特产，最抢眼的还是一个个
柚子。黄澄澄的自然色给直播间打上暖光。
　　“又要直播了？”进来的是村民杨红梅，
也是金达芾在村里带出来的徒弟，据说她嗓
门大胆子也大。9 月份，在一个东西部扶贫
特色产品展销会上，杨红梅带着村里土特产
参会，还成了销售冠军。为了降低农产品物
流成本，她又跑到眉山一个展会，拜访某电
商平台西南区负责人，商议物流价格。回村
前，杨红梅在昆明打工，回来后很长一段时
间曾在家待业。
　　“现在革新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事情
她都能应付得来。”金达芾说，“这是我们
最开心的，因为哪怕帮扶工作结束，村里
还有人能带着大家一起继续干。”
　　紧邻革新村的群策村，最早发展龙安
柚。记者经过这里的柚子林，发现今年新
增了小型气象站、杀虫仪器等高科技设
备，产业振兴呈现出新气象。一群游客正
把大柚子捧在胸前照相，引得村民哈哈大
笑。笑声透过树林，传向远方。

太 阳 照 进 柚 子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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