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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区新貌

新华社记者田中全

　　 70 岁的严金木是白果树湾村第一个买农
机的人。不久前，听说村里要加大农业投入，
他又新买了一辆拖拉机和一辆小货车，拉农
资、运农货……虽说年纪大了，但干劲儿丝毫
不减。
　　白果树湾村位于我国著名的“将军县”———
湖北省大悟县，是大别山脉西段的一个红色村
落。80 年前，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迁驻至此，
成为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地区抗战指挥中心。
这是白果树湾村民引以自豪的光荣历史。
　　白果树湾村山大林密、耕地分散，一直以
来，村民靠“巴掌大”的田地生活。“小时候家里
穷，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严金木告诉记者，村
民们深受红色历史影响，骨子里有着不服输的
韧劲儿。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随着政策的倾斜、政府
的大力帮扶，村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大大提高。
2019 年，白果树湾村脱贫出列。如何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成为白果树湾村面临
的新考题。
　　背靠绿水青山，依托红色资源，白果树湾村

着重抓红色美丽村庄建设，积极修缮、开发新四
军第五师司令部等 28 处革命遗址，持续改善
人居环境，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农旅共兴的乡
村振兴路。
　　走进白果树湾村，宽敞的柏油公路依山绵
延，革命旧址与村居民舍错落有致；观景广场
上，各地游客兴致盎然；村旁溪水边，满头银发
的婆婆捣衣浣洗，相伴欢声笑语……
　　记者了解到，在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
外地游客到这里追寻历史足迹，感受红色文化，
游赏乡村美景，白果树湾村热闹非凡。
　　“一天接待 8 个团，从早忙到晚，有时候根
本顾不上吃饭。”27 岁的红色宣讲员汪文雪说，
她是听着红色故事长大的，大学毕业后毅然返
回山村，为乡村振兴出力。“小时候听大人讲故
事，现在我要把村里的红色历史讲给更多人
听。”她说。
　　游客打卡革命旧址的同时，还可以在村里
品尝特色农家菜。村民严小育的农家乐生意火
爆，腊鱼、腊鸭、红烧肉、炒土鸡蛋……什么都
做，游客们吃得尽兴。
　　白果树湾村党委书记汪金洲介绍，依托丰
富的红色资源和自然风光，白果树湾村已初步

建成集红色旅游、乡村度假、野外体验、休闲娱
乐于一体的乡村休闲度假基地。这些年，白果
树湾村平均每年接待游客超过 30 万人次。
　　在发展红色旅游产业的同时，绿茶、油茶、
茶树菇、小龙虾等乡村集体经济也在快速壮大。
村里成立了白果树湾绿茶制作车间，通过统一
收购、销售，茶叶卖得又快又好。
　　“目前，白果树湾村仅绿茶基地就发展到
1500 多亩，全村 103 户人家平均年增收近万
元。”汪金洲说，将来，村里还会大规模引进光伏
产业，以产业带动乡村振兴。
　　白果树湾村的变迁是大悟县近年来发展的
缩影。芳畈镇、阳平镇、新城镇、宣化店镇等具
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乡镇正通过打造“红色高
地”，推动“绿色发展”，带动乡村振兴。
　　过去几十年，严金木开着拖拉机在大别山
区飞奔，把挨家挨户收来的农货运出大山。如
今，村里建起了网络直播间，直播带货成了新时
尚，与城镇、与全国各地直达相连。
　　“村里的产业一天比一天兴旺，大家的收
入一天比一天高，我还要接着干。”严金木笑
着说。
　      　    新华社武汉电

新华社记者于晓泉、刘一诺

　　“当时山上有一种野菜，叶
嫩、茎脆，有一点苦味，红军把
这种野菜当作‘主食’，用来维
持生命。这就是我手中的‘革命
菜’……”初夏时分，在海南省
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的讲解室里，一位身着红军
服装的老人又一次向参观者讲
述起了红色故事。
　　老人叫王学广，今年 84
岁，是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园长，也是这里的义务讲解
员。1996 年，母瑞山革命根据
地纪念园建成对外开放。2001
年，从当地农场退休的王学广，
选择留在母瑞山做一名红色故
事讲解员，一讲就是 21 年。
　　初夏的母瑞山透着凉意，
葱郁的山林中，王文明、冯白驹
的雕像静静矗立在纪念园中
央。王学广的讲述，将人们的思
绪带回到那段艰苦的岁月。
　　母瑞山被誉为“琼崖革命的
摇篮”。1928 年至 1933 年，面对

敌人的两次大规模围剿，王文明、冯白驹等革命先
辈，坚守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成功保存革命火种。
　　 1932 年秋，敌人对母瑞山进行第二次大规
模的“围剿”，在恶劣的环境下，红军战士们靠野菜
果腹，以树皮、麻绳为衣，睡在低矮潮湿的山洞里，
坚持了 8 个月。突围成功时，这支起初 100 多人
的队伍仅剩 25 人。
　　“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
史时期，琼崖革命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
了长达 23 年的武装斗争，‘23 年红旗不倒’，写下
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王学广讲解道。
　　“第一次了解母瑞山革命斗争史，我就被那些革
命先烈的事迹深深打动了。”说起选择成为讲解员的
原因，王学广说，“想让每一个来到母瑞山的人都了
解这段历史，让母瑞山的红色故事传播得更广。”
　　为了让讲解深入人心，王学广一次次重走红
军路，先后跑遍母瑞山深处 9 个红军活动遗址，
深入红军曾经驻扎的黎村苗寨，挖掘出许多鲜活
细节融入讲稿中。
　　“针对不同参观群体的需求，王园长曾将讲稿
进行过 11 次大幅度修改，整理出 20 分钟、30 分
钟、35 分钟和 60 分钟 4 个讲解版本。”母瑞山革
命根据地纪念园工作人员李攀朝说，“无论是哪个
版本，他都能娓娓道来，一气呵成。”
　　担任讲解员后，王学广还分别走进海口、三
亚、琼海、万宁等地，累计为 28 万多人讲述了
5000 多场红色故事。
　　“1961 年我参加工作来到这里，见证了母瑞
山从一个交通闭塞、经济困难的小山村，成为现在
这个人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王学广说，“只要
身体允许，我要把红色故事一直讲下去。”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旁，象征“23 年红
旗不倒”的雕塑，仿佛一面在风中招展的红色旗
帜。      新华社海口 5 月 17 日电

新华社记者康锦谦

　　又到了川西高
原 五 彩 斑 斓 的 季
节，四川甘孜藏族
自治州巴塘县开始
进 入 气 候 最 宜 人
时段。
　　 80 多年前，红
军曾在巴塘县境内
翻过海拔 4903 米
的雪山垭口——— 藏
巴拉雪山垭口，这
也是红军长征中走
过的海拔最高的雪
山垭口。
　　“那座雪山连
鸟都飞不过去，红
军翻过去了。”在巴
塘县南戈村驻村第
一书记阿昂家，阿
昂一边给记者倒上
热腾腾的酥油茶，
一边讲述从父辈那
里听到的红军英雄事迹。宽敞明亮、装
潢精美的客厅颇具藏式风情，茶几上
摆满糖果、糕点、牛肉干等零食。
　　行走在南戈水电移民新村，一幢
幢温馨别致的藏式小屋在湛蓝天空下
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黄色院墙、绛红
装饰，浓郁的民族风情引来不少游客
拿出手机拍照。村里在搞“庭院经济”，
游客住进民宿，可以自己摘菜、做饭、
打包买走。
　　 5 年前，南戈村还是一个距离县城
70 多公里、隐于大山之间的小村。受制
于山高路远，过去的南戈村基础设施建
设十分滞后，孩子们到了要上中学的年
龄，只能赶车走土路去县城上学；也没
有什么产业，村民只能靠天吃饭或去很
远的地方打工。
　 　 作 为 我 国 最 大 水 电 基 地 金 沙
江上游水电大县巴塘县的一部分，
南戈村于 2015 年被纳入水电移民
项目。2021 年 4 月，全村整体搬入
县 城 边 新 的 南 戈 村。“我 们 平 时 就
能在县城看病、上学和就业了。”阿
昂说。
　　为让村民们“搬得出、稳得住、能
致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南戈村实
际，巴塘县为南戈村量身打造了旅游
民宿发展方案并进行全方位扶持；为
方便村民就近在县城务工，还开展多
轮技能培训，包括餐饮服务、民宿管理
等门类。
　　村民格桑泽仁的新家是统规自建
的两层半楼房，他打算把楼房打造成
藏式民宿，还让女儿、女婿参加政府组
织的技能培训，结业后在县城酒店里
打工。“通过实践多学学民宿管理。”格
桑泽仁说。
　　“当了大半辈子农民，没想到从
去 年 开 始 变 换 新 职 业 成 了 民 宿 老
板。”68 岁的村民次仁拉姆满面笑容
地说。她家的温泉汤池藏式民宿已经
装修完毕，开始接待来自县城的顾
客。她说“时不时还会想起以前种的
玉米、辣椒”，但现在对旅店经营充满
期待。
　　据了解，南戈村在打造民宿和商
铺项目过程中采取集体经济模式，按
照“村民自愿入股、收益按股分红”的
方式募集资金，项目利润的 80% 分给
入股村民。眼下，两栋村集体经济房
即将建成，这两栋房的 23 个铺面都
已被商户预定；民宿温泉设备也在紧
锣密鼓地建设。依托紧邻国道 318 线
和地处四川、西藏交界的地理优势，
南戈村努力向“进藏第一民宿村”目
标迈进。
　　阿昂告诉记者，到 9 月初巴塘
秋 收 完 成 之 际 ，当 地 将 举 行“央 勒
节”，村民们要赶在这之前完善旅游
硬件设施，为即将到来的游客做好
准备。
　　当下已进入虫草采挖季节，格桑
泽仁告诉记者，过去为了补贴家用，一
些孩子会休学帮助家里采挖虫草；如
今他们都在学校上学，因为近几年家
长们越来越明白“最好的虫草就在课
堂中”，更关键的是“现在在县城上学
比以前方便太多了”。
　　 2020 年 2 月，被誉为甘孜州“高
原江南”的巴塘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全
县 61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如今的巴塘
正加速推进全域旅游。川西高原上，吸
引游客的除了壮美的自然风光，还有
伟大的长征精神——— 当年红军长征时
藏族人民曾赶着牦牛支援。
　　牦牛也从历史见证变身特色产
业。据了解，借甘孜州全州牦牛集群发
展之势，巴塘县今年制定了大力发展
打贮草基地建设项目的新计划，努力
成为甘孜州牦牛产业发展草料储备供
应基地。“‘南戈’在藏语里意为鱼头，
随着水库的建设，如今鱼已入水，相信
未来我们的生活也会如鱼得水。”阿昂
说。      
         新华社成都电

新华社记者陈诺、曹嘉玥

　　地处皖西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被誉为“红军
的摇篮、将军的故乡”，是家喻户晓的革命老区。
记者日前采访发现，这处红色故土越来越“年轻”，
正在振兴之路上焕发朝气。
　　步入金寨县红军广场，拾级而上可看到高耸
挺拔的革命烈士纪念塔，塔身“燎原星火”四个大
字苍劲有力，山脚下的革命博物馆，策划发动立夏
节起义的穿石庙会议桌边，游客纷纷驻足。
　　 1929 年立夏夜，“惊雷”在大山深处炸响：当
地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武装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边区武装起
义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自此金寨红旗漫卷、赤
潮涌动，在历史留下光辉印记。
　　金寨厚重的历史，也蕴含着新的时代使命。
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馆长倪军告诉记者，依托红色
基因库建设试点，当地数字化采集了革命文物、文
献资料、建筑物等，建立起县域红色文化大数据体
系，同时开展“大别山精神红色教育课程”进校园
活动，赓续红色血脉。
　　红色沃土，也要是发展沃土。当地从红色历
史挖掘发展动力，建立“学党史、走基层、问冷暖、
办实事”长效机制，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多
亏政府的悉心帮助，我们没有因疫情停工过一
天。”安徽中鑫宏伟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会
鹏说。
　　红色金寨，产业气质在更新。在金寨县现代
产业园区内的安徽雅迪机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新上的自动化喷涂、装配生产线上，1 分钟不到就
有一台电动机车下线。据了解，这里是雅迪在华
东地区配置的最大机车生产基地。该公司综合管
理部负责人林莎告诉记者，2021 年超过 80 万辆
电动机车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产值达 15 亿元。
　　近年来，当地围绕大健康、新能源、电子信息、
精密制造四大主导产业，精准开展“双招双引”，延
链、补链、强链。以现代产业园为例，截至今年 4
月底，入园工业企业 507 家，其中战略性新兴产
业企业 46 家、高新技术企业 35 家。

　　红色金寨，发展机遇在酝酿。推动工业经
济提质增效，将特色农业作为基础、全域旅游作
为长板……老区在绿野播种着新的机遇。
　　不久前，金寨的香菇、板栗上榜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至此，包括猕猴桃、山核桃等在
内的 7 个金寨特产榜上有名。2021 年，该县实
现农业增加值 27 亿元、同比增长 9.5%。
　　金寨县文旅体育局一张全域旅游地图上，
一条线串起无数个点，斑竹园镇正是其中一个
亮点。它是立夏节起义会师的地方，如今被打
造为“红色小镇”。2021 年，金寨县共接待游客
325 万余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13.67 亿元。
　　红色金寨，青春活力在凝聚。从皖南医学
院毕业的“90 后”夏鹏，2018 年高票当选村支

书。学药出身的他卷起裤脚，在田野里寻觅一
方乡村振兴的“补药”。金寨 200 余个村中，像
他一样的青年“一把手”已超过三分之一。
　　位于流波䃥镇的国网新源安徽金寨抽水蓄
能电站项目已进入发电倒计时，作为大别山区
首 个 抽 水 蓄 能 电 站 ，这 里 一 度 云 集 了 超 过
3000 人的施工大军，项目建设方是一个年轻
团队，员工来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龄 31 岁，如
今已在大山深处坚守了快 10 个年头。
　　红色金寨，崭新面貌在呈现。30 岁那年，
异乡青年袁圆在金寨找到了满意的天空：他和
朋友“扎根”果子园乡建起全县第一家滑翔伞飞
行训练基地，带着越来越多游客换个角度纵览
青山。

　　位于花石乡的大湾村，平均海拔有 800 米
以上。这个曾经封闭、落后的小山村有了游客
接待中心、农耕博物馆、星空民宿、十里漂流甚
至书店；2019 年率先覆盖 5G 网络，如今又在
当地电力部门的支持下建起全省首个乡村“电
力驿站”，成为“零碳”的示范；村民山上种茶、家
中迎客，手机直播带货、广场上跳舞……
　　记者见到村民陈泽申时，他正在自家的农
产品货架旁忙碌着，这位搞过种养殖、当过炒茶
师傅的大湾村老农民，如今干着村里的公益性
岗位、售卖农产品，还利用光伏“晒太阳”发电挣
钱，他笑着告诉记者，现在致富门路越来越多，
日子越过越好，“感觉自己也像年轻了十几岁”，
充满干劲。   新华社合肥 5 月 17 日电

新华社记者王成

　　久雨初晴、碧空如洗，闽东北山区空气中飘
散着浓郁的草木清香。沿崎岖山路蜿蜒而上，
记者来到福州市罗源县霍口畲族乡采访。
　　革命年代，山高林密的霍口是一片红色热
土，开展过声势浩大的“破仓分粮”斗争，活跃着
以畲族群众为主的霍口游击独立队，为解放罗
源及周边地区作出过重要贡献。
　　昔日的霍口“靠山吃山”，畜禽养殖、竹木加
工业是村民主要收入来源。随着近年来大型水
库的建设，霍口成为福州市第二水源保护区。
这意味着数千户村民要另寻生计，转产转业的
新难题摆在眼前。
　　“生态保护没有退路，我们坚决对污染环境
的产业说‘不’，畜禽养殖、竹木加工产业全部退
出。到 2019 年时，全乡没有一家工业企业。”
霍口乡党委书记雷农水说。
　　立足当地生态优势，仅用短短几年时间，霍
口把食用菌做成了大产业。
　　川边村，山脚下的一处菇棚内，阵阵菇香扑
面而来，排列整齐的菇架上层层叠叠摆满了菇
棒，已近收获季尾声，一朵朵破壁而出的饱满香

菇让人欣喜。
　　身着畲族服装的村民雷兴福正在采菇，他
过去一直在外跑运输，2020 年起在村干部引
导下种起了香菇，尝到了甜头。“菇棚占地 6
亩，种植 10 万多棒，总产量约 1 万斤，最贵时
干菇一斤能卖到 21 元，毛收入在 30 万元左
右。”雷兴福给记者算着这一季的“收入账”。
　　朵朵小香菇，撑起致富伞。2021 年，霍口
香菇生产超 1000 万棒，年产值 1.8 亿元。如
今，霍口正在建设 9 个冷链仓储中心，打造涵
盖生产、仓储、销售的全产业链。
　　在香菇之外，霍口还发展笋竹一体、特色畲
医药材种植等林下经济，油茶、紫竹、黄桃等“一
村一品”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正在形成，全年农业
总产值达 3.39 亿元。
　　作为福州市最大的民族乡，霍口正努力走
出一条民族特色发展之路，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青 山 环 抱 的 福 湖 畲 族 村 ，畲 族 人 口 占
95%，是当年福湖武工队所在地，现在是国家级
特色村寨。村里街道干净整洁，空气清新，畲族
民俗展示馆、畲医药百草园、雷家大院等畲文化
风貌建筑展现别致的畲族风情。
　　“我们要做大畲族‘三月三’民俗文化旅游

节，利用邻近的畲山水景区资源，加大畲族服
饰、畲医药、畲绣等非遗保护开发力度，把福湖
打造成畲乡民俗体验游目的地。”福湖村党支部
书记雷文喜说着规划。
　　 60 岁的村民雷秀福采用传统畲族工艺制
作的风味豆腐，在罗源小有名气，不少消费者慕
名购买。“遇上重要节日，最多时一天能卖 200
多斤豆腐，收入过千元，消费者得提前预订。”雷
秀福告诉记者。
　　霍口畲乡的变迁，离不开政府政策大力
支持。
　　针对霍口村民发展产业面临的资金难题，
罗源县农村信用合作社推出“畲情贷”金融产
品，两年多来已为霍口农户提供贷款逾 1 亿
元，解了村民燃眉之急，大大降低了农户融资
成本。
　　为了解决因霍口水库建成后淹没部分道路
对沿线群众出行产生的影响，一条总投入过亿
元、全长 7.83 公里的复建公路项目正在加紧建
设，乡村连接外界的交通将更加畅通。
　　雷农水告诉记者，“做足山水文章，做强特
色产业，促进民族团结，加快乡村振兴”是畲乡
奋斗目标。   新华社福州 5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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