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编辑：王丽 实习编辑：向若云

2019年11月19日综合新闻A2

“丰收图”里述脱贫

百花齐放 风生水起
——成都乡村“逆袭”路

一把扫把“扫”出新面貌、一个

足球“踢”出大产业、一杯茶“泡”出

新生活……把发展权交给农民，制

度创新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正在推

动一个个美丽乡村“破茧化蝶”。

笔者近日在四川成都多地采

访，亲身感受到当地学习贯彻四中

全会精神的热情和乡村振兴创新发

展的新实践。

“扫”出来的新面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集体经

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城

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四中全会

对农村发展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

池桑竹之属——诗人陶渊明对乡村

生活的美好憧憬，如今逐渐成为成

都乡村生活的日常写照。

投入 100 亿元支持特色镇和川

西林盘建设；推进农商文旅融合，星

级特色农家乐最高奖励20万元……

成都尊重群众首创，把发展权交给

农民，政府搭平台、草根能人引领，

促进乡村“朵朵花开”。

成都都江堰市柳街镇七里诗乡，

距成都市区41公里。一个名字如此

诗意的村子，森林覆盖率达51%。

每天清晨，打开火锅店的大门，

村民宋建明一定会拿起扫把打扫门

口的卫生。

“过去这里是块烂泥巴地，脏得

不得了，家家户户都不管自家的卫

生，环境差得很。”宋建明回忆说，塑

料瓶到处乱扔，走在路上一不小心

就可能踩到香蕉皮……

眼看周边村子都吃上了旅游

饭，这个村子还一直停步不前，村民

们白天不愿出门，年轻人更不愿意

回来，脏乱差的环境成为村子发展

的“绊脚石”。

不能眼看家乡这么脏乱下去，

党员们拿起扫把，每天带头早晚打

扫，还把路上没人管的沟渠也一起

掏了，环境一天天好转，走在路上也

没有难闻的味道了，村民们受到了

鼓舞也纷纷加入。

小小的扫把，“扫”出了这个村

的新风气。村子面貌焕然一新，为产

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宋建明把目光投向了村子里曾

经最脏的猪圈。经过改造，这个曾经

让人掩鼻而过的猪圈成了村子热门

的网红“猪圈咖啡”，很多游客慕名

前来打卡。今年上半年，“猪圈咖啡”

的收入已近30万元。

环境变美了，大家更有干劲了。

村里发力农商文旅体融合产业，着力

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昔日

破落山村摇身一变成了“川西音乐林

盘”，2019年上半年接待游客超10万

人次、旅游收入超过500万元。

“踢”出来的大产业

夜色降临，星空掩映大地，上万

游人在成都郊外，参加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音乐会。

成都新都区斑竹园镇的三河

村，7年前这里还是无人问津的僻静

小村。

2012 年，三河村党支部被评为

镇上的“软弱涣散”党组织，在全镇

24个村中评分排名倒数第二，村民

收入长期低于全镇平均水平，大家

颇有怨言。

2013年，在换届选举中，南京农

业大学毕业的“80后”谭杰当选村支

书。想致富，先修路——新一届村支

部从农村环境和综合治理入手，修

整道路和沟渠，并通过土地流转，规

模种植柚子、葡萄、无花果等作物。

同时，基于村子离成都城区较

近，村里年轻人多，热爱足球运动的

人也不少。三河村成立了成都市第

一个正式注册的农民足球俱乐部。

村子从传统农业转型升级需要

抓手，谭杰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新想

法：他牵头统筹村集体资金、财政支

持、社会资本多方投入，2015 年、

2016年分别在村里建设了2个塑胶

草坪足球场，这也是成都农村第一

次修建七人制足球场。

随后，村子开始定期组织开展

足球联赛。“第一次举行足球赛的那

天，也迎来了三河村有史以来第一

次大堵车。”谭杰记忆犹新。

围绕着足球带来的人气，村里

每年都开展足球联赛、培养少年足

球苗子等活动，建立了足球餐厅、农

产品超市、垂钓场、农家乐、休闲农

场、现代民宿，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

“成都足球第一村”，带动了更多社

会项目前来投资，还举办了被村民

亲切称为“菜花”音乐节的斑竹园星

空音乐节。

如今，来到村口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座醒目、巨大的“大力神”奖

杯雕像，平整干净的柏油路直通村

活动中心。绿茵球场前，刷脸才能进

入的会员制球员更衣室、24小时无

人超市、雅致的音乐餐吧……足球、

音乐成了三河村远近闻名的两张

名片。

“现在我们村跟城里一样热闹，

环境比城市还好。”村民刘云根说。

“泡”出来的新生活

滚烫的开水倒进去，茶叶逐渐

舒展开来，不一会儿，满室飘着茶

香。早起泡一壶茶，是 47 岁的刘文

清每天的习惯。

成都市蒲江县成佳镇，以绿茶

闻名，这里自古种植茶叶，现今在成

佳镇境内仍然保留着一段长约 2公

里的茶马古道。

守着这么好的茶资源，刘文清

一家的日子却过得紧巴巴。家里的

六七亩茶园种不过来，采的茶也打

不开销路，一年也就几千元收入，子

女只能出去打工。

“当时大家想办个合作社一起

把茶叶搞出钱来，但是具体怎么办，

我们也不晓得。”刘文清说，村民们

的想法传到了村党支部书记陈昌文

耳中。“和大家一商量，当即拍板建

立合作社，共同出钱，一起致富！”

坐言起行，2018 年 11 月，村里

贴出了一张集资告示，准备筹建旅

游专业合作社，依托传统茶文化、茶

资源，搞民宿、茶采摘等综合旅游，

带动村子发展。

“村民自愿入股，一万元一股，

一个星期为限。”陈昌文说，原本没

啥信心，结果村里 66户人家积极参

与。50 多岁的村民曾庆彬，身患疾

病，家里很穷，也拿出积蓄 5000 元

坚持认购0.5股，村民的热情之高始

料未及。

筹集了112.5万元——平静的山

村热闹了起来，合作社很快成立，民

宿也拔地而起。

今年6月，村里第一批民宿正式

开业，国庆节期间，一房难求。村里

的茶产业也日益壮大，茶叶采摘也

成为成都市民的新休闲方式。

成佳镇新建绿道 11.3 公里，串

联起村子、茶园、特色街区；茶园里

新栽种了海棠、茶花、紫荆等，逐步

形成茶海花田景观。

“现在，镇上引进了茶叶加工企

业 60 余家。同时，绿道也串联起了

吃喝玩乐一条线，绿道沿线分布了4

个市民游学体验基地，可以采茶、制

茶、学习茶艺，周末很多市民都来这

里忙中偷闲。”成佳镇党委委员杨

敏说。

（新华社 董小红 高亢 李倩薇
李力可）

剪蜜桔、分拣果、收蔬菜、喂鸵

鸟、运木料……初冬时节，地处南疆

的广西鹿寨县广大农村一派火热的

生产场面，一幅幅大地“丰收图”不

时映入眼帘。

漫山尽是“金果子”

11 月，平山镇的蜜桔迎来丰收

时节。登上蜜桔产业示范区的山头

远眺，几千亩金灿灿的果树分布在

连绵起伏的绿水青山间，场面蔚为

壮观。

“这里没种柑桔前是荒地，周围

贫困户居多。”鹿寨县有团水果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陶有团说，如今荒

山变果园，果树成为了贫困户的

“摇钱树”。

被串串硕果“压弯了腰”的枝条

下，头戴草帽、手拿剪刀的韦世琼

正麻利地采摘“金果子”。不一会

儿，她面前的塑料筐便装得满满

当当。

2015 年，在帮扶干部的支持

下，贫困户韦世琼承包了村里18亩

地种植橙子和蜜桔。靠着种植水

果，韦世琼家去年脱了贫。“现在忙

完自家的活，就来合作社打工，一

天还能多挣些钱。”

有满山柑桔，就不缺就业机会。

越来越多的平山农民选择回乡发

展，仅去年返乡人数就超过 1000

人。六亮村村民吴菊艳正在一家果

厂分拣蜜桔，“我来这里务工四五

年了，一天能挣100多块钱，中午还

管饭。”平山镇镇长黄雪勇说，全镇

400 多位贫困户在镇里 40 多家果

厂从事分拣工作。

鹿寨县副县长韦鸿英告诉笔

者，县委、县政府大力实施了“优果

工程”，水果产业已成为农民脱贫

增收的支柱产业，2019年全县水果

种 植 面 积 32 万 亩 ，预 计 产 量 30

万吨。

“现在柑桔打出品牌了，各地收

购商都来收。”拥有家庭农场的下

龙兴村村民廖秋告诉笔者，今年预

计有近 20 万斤的收成，能挣 30 多

万元。如今，他不仅靠种植柑桔脱

了 贫 ，还 在 柑 桔 地 里 开 起 了 农

家乐。

惠农政策让荒地变良田

沿着平山镇的乡村道路行驶，

绿油油的大肉芥菜长势旺盛。而一

年前，这片土地还是“种啥啥不成”

的荒地。

“这块地原来种过甘蔗，但一到

雨季，地下水涌上来，全都淹掉了，

基本没啥收成。”黄雪勇说，依靠土

地增减挂钩的政策，镇里得到了修

缮资金，平整了土地，硬化了田间

道路，修建了灌溉设施和排水道。

笔者来到平山镇石龙村禾道屯

“旱改水”项目时，正看见几位村民

忙活着打理菜园。如今旱地改造成

水田后，每年可种两季水稻，秋季

收割后还可种芥菜。

原本的旱地和撂荒地改造成良

田，摇身一变成为农民的“土地银行”。

“今年 9 月，种植大户种了 200

亩的大肉芥菜，平均一天请30个村

民务工。”黄雪勇说，种植大户优先

请贫困户来田里做工，“仅这里就

有十几位贫困户，每人每天务工收

入130元。”

鹿寨县委办主任张建华说，今

年全县有8个土地增减挂项目正在

施工，实施规模 3200 多亩，预计复

垦耕地 1000 多亩。其中有 23 户易

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因此受益。

返乡就业也创业

行驶在鹿寨乡村，道路两旁满

目葱郁。鹿寨森林覆盖率近 70%，

经济林面积约 340 万亩。当地建起

了林业科技产业园，带动了不少村

民脱贫致富。

在林业科技产业园内的柳州市

鸿联木业有限公司，来自拉沟乡的

郭桂学正在车间忙活。郭桂学曾经

是一个贫困户，一直在外乡打工。

“我回到家乡，在这里上班，不到 3

年就有10多万元收入，比在外地收

入还多，关键还能顾家。”

鹿寨县扶贫开发综合服务中心

主任陈盼说，林业科技产业园1300

多名就业人员中有65名贫困群众，

每人每月平均能挣到3500元左右。

在石门村鸵鸟养殖基地，几个

月大的鸵鸟来回穿梭，不时探出脑

袋乞食。原本在广州开服装厂的覃

田明返乡创业养起了鸵鸟，将以往

村民丢弃的桑枝捡来喂鸵鸟。“养

殖场有 200 多只鸵鸟，我负责建基

地，为村民提供技术、种苗，并统一

销售鸵鸟，让村民保底一只挣一

千。”覃田明一边给鸵鸟喂食，一边

聊天。

鹿寨县委书记何世恰介绍，县

委、县政府用活惠民政策，围绕“乡

有特色产业、村有主导产业、户有

增收项目”的目标，重点打造脱贫

产业。2016 年至 2018 年，全县共有

19 个贫困村实现脱贫摘帽，贫困

人口从 27587 人降至 14000 多人，

贫困户从7722户降至 4200多户。

（新华社 刘伟 屈辰 郭轶凡）

近年来，享有“中国名柚之乡”美誉的重庆市梁平区把柚子产业作为农民增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来抓，大力创建标准

化柚园，加大技术覆盖力度，使柚子的产量和品质大为提升，还出口到了俄罗斯和越南、新加坡等国家。

目前，梁平区柚子种植面积达 1 万公顷，800 余万株，年产柚子 9 万吨，产值近 10 亿元，有效地促进了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乡村振

兴。图为近日，梁平区合兴镇天龙村一组的村民正忙着把柚子装箱。 刘辉 摄

四川首家“外国专家书屋”
在成都设立

本报讯（记者 赵青）近日，成都市

科学技术局（成都市外国专家局）、武

侯区人才办在武侯区桐梓林国际社

区邻里中心设立了四川省首家“外国

专家书屋”。

“外国专家书屋”免费提供中、

英、法、德、西、阿拉伯 6 个语种的图

书共 1300 余册，内容涵盖政治、经

济、文化等领域，并根据实际需要保

持更新。目前，书屋的图书资料全面

免费向国际人才开放，外国专家、有

关领域的学者专家凭有效身份证件

（卡）均可免费借阅图书。相关负责人

表示，成都有1.7万名外籍人士，设立

“外国专家书屋”能够进一步便利国

际人才，让国际人才更了解中国、了

解成都。

农业农村部召开
九省区市生猪生产调度会
要求全力推动生产恢复

新华社北京 11月 17日电（记者

于文静）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了南方

九省区市生猪生产调度会，明确各地

落实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要进

一步压实责任，全力推动生猪生产加

快恢复。

这是记者 17 日从农业农村部了

解到的消息。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的

南方九省区市生猪生产调度会上，江

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

西、重庆、四川等九省区市和部分重

点地市农业农村部门做了生猪生产

情况汇报，共同分析生产形势，研究

措施。

南方九省区市是我国传统生猪

产区，也是猪肉消费比较集中的区

域，常年生猪出栏量接近全国总出栏

量的“半壁江山”，生猪产能能否尽快

止跌回升，对全国猪肉市场稳价保供

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指出，从调度情况看，各地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

实有关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

下一步要针对产业发展、政策落实中

还存在的问题，针对西南地区小散养

殖户数量多、规模化率低以及中南地

区水网密集、环境容量小等客观实

际，加大工作力度，促进生猪生产形

势持续好转。

会议强调，要明确生猪生产实行

省负总责，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

人，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要落实好财政、金融、用地等支持生

猪生产的政策措施，养猪大县要定期

调度政策落实情况，对禁养区超划等

做法要及时整改。持续强化非洲猪瘟

各项防控措施，搞好技术服务，推介

“龙头企业带农户”“产业体系带农

户”等有效模式。加强对养殖、流通、

屠宰等各环节管理，统筹抓好禽肉和

牛羊肉等替代品生产，确保元旦、春

节期间群众“菜篮子”供应。农业农村

部将继续跟踪调度各地政策落实情

况，每月调度各地生猪生产情况。

我国计划
2022年前后
建成可载3人的空间站

新华社广州 11月 17日电（记者

吴涛）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建平在第四届

（2019）中国人因工程高峰论坛上说，

我国将在 2022 年前后完成空间站建

造并开始运营，空间站的近期规模为

100吨，可载3人。

“空间站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使

我国成为独立掌握近地空间长期载

人飞行技术，具备长期开展近地空间

有人参与科学实验和综合开发利用

太空资源能力的国家。”周建平说。

周建平说，我国空间站建造将遵

循符合国情和体现国家发展战略目

标等原则，利用当代先进技术，重视

应用效益、追求运营经济性、规模适

度，目前初定的空间站设计规模为

100吨，可载3人，并预留拓展空间。

据介绍，空间站未来将成为我国

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主要平台，其在

科学技术方面有三个目标：一是掌握

大型空间设施的建造和运营技术，达

到或接近国际空间站水平，并能利用

当代的技术成果，发挥后发优势实现

超越。二是掌握航天员经常在轨飞行

的生活和健康保障技术。在空间站建

设和应用中，人是核心因素。只有使

航天员能健康地生活，才能保障其高

效地工作。三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

室，为科学家提供高水平科学研究平

台，以期能达到在科学方面若干领域

实现重大突破的目标。

成都市总工会开展
“千场规划讲座进企业
进社区”系列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胡桂芳）为进

一步提升广大职工群众对城市

规划的认知度，激发成都市职工

奋斗新时代、逐梦新征程的昂扬

斗志，近日，由成都市总工会主

办、成都市规划局承办、成都时

代职工文学院创作院协办的“千

场规划讲座进企业进社区”系列

活动在成都顺利开展。

据悉，成都市总工会以“民

族伟大复兴引领城市崛起”为

主题，将在全成都范围内组织

开展 1000 场“千场规划讲座进

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让成都

城市发展规划走进千家企业

（社区），让百万职工了解城市

发展规划，了解成都厚重的文

化底蕴，为建设美好和谐文化

名城添砖加瓦。

邛崃发布
首份城市机会清单

本报讯（李林晅）近日，由成

都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办，邛崃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邛崃都市现代农业园区管

委会承办的“2019‘蓉漂’人才荟

——走进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专场活

动”在浙江省杭州市成功举办，邛

崃市在现场推介了全市现代农业

发展情况、天府现代种业园发展

规划以及创新创业环境，同时正

式发布了邛崃市首份城市机会清

单——《邛崃市城市机会清单（现

代农业）》。

该份城市机会清单是首次深

入长三角地区发布，涉及企业需

求和政府需求两大板块共计 59

条，涵盖了优质粮油及种业、茶

叶、特色水果等产业，包括解决方

案征集、企业协作、技术需求、人

才需求、项目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通过该城市机会清单的发布旨在

推动邛崃城市机会场景可感知、

可视化、可参与，推动招才引智、

招商引资与营商环境建设深度

融合。

活动现场，参会嘉宾还参观

了邛崃市现代农业机会清单展

区、邛崃市特色农产品展位及品

鉴区和相关企事业人才需求岗位

展区，现场进行了项目对接和岗

位咨询。邛崃市还分别与中国水

稻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签订了多项合作协议，并

正式启动了“蓉漂”青年人才社会

实践基地共建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