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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的山来，陕北的沟，好婆姨好汉子，就出在这沟里
头，哎……”隆冬时节，日暖风寒。在四山环抱的陕西省榆
林市佳县赤牛坬村，随着高音喇叭里一曲开场民歌的奏响，
刚刚还在各自家里忙活的 120 多位村民瞬间变成了“演
员”。他们扛着锄头，牵着黄牛，走出家门。劳作、祈雨、丰
收、嫁娶，喜怒哀乐……这里，没有华丽的舞台，也没有炫目
的光影，但是，洋溢在真山真水真情境之间的浓郁民风，却
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位观众。

农民变演员，农具变道具，乡村变舞台。这台由当地村
民首创的黄土高原乡村原生态实景剧，名为“高高山上一头
牛”。全部由村民出演，演员最大年龄近80岁，最小的只有
7岁。近3年来演出近300场，累计吸引游客20多万人次。

赤牛坬村位于佳县城南40公里的黄河近岸，过去是一
个偏僻的小山村。“没有风景名胜，没有矿产资源，乡村振兴，
咱只有靠‘脑子’。”在赤牛坬村党支部书记高建茂看来，丰富
的陕北民俗文化是得天独厚的宝藏。作为民歌故乡，以表演
再现农耕记忆，对赤牛坬人来说驾轻就熟。“家家都有演员，
村民演一场获劳务费20元，旺季时，一周能演好多场。”

在赤牛坬村口，“陕北黄土地民俗文化基因库”的标语
牌格外醒目。如何把文化基因“转”化为发展“基因”？“物
化”民俗，是赤牛坬村人的另一绝招。

“前山高，后山长，我家就住在高坡上，拉着老牛扛着
‘桨’，爷爷的爷爷就这样……”伴随着山坡上传来的悠扬吟
唱，67岁的村民“讲解员”高思茂举着小旗子带领游客走进
陕北民俗博物馆。灯具展室、工匠器械室、度量衡室、红枣博
览室、传统饮食博览馆、五谷杂粮馆、婚丧嫁娶展览馆……
每进入一个展区就仿佛步入一个记忆的时空，每一个老物
件都在讲述着陕北农民坚强不屈奔“光景”的生活态度。

“还是那座山，还是那道梁……”山水格局依然，变化的
是村民们脱贫致富干大事的心劲儿。赤牛坬乡村旅游的策划
人、退休干部高永东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就乡村振兴而言，特
色乡村旅游带来的不仅是脱贫致富，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乡村
治理能力，过去让人诟病的村道路、饮水、养老院、垃圾污水
处理等公共环境事务短板，如今都得到明显改善。“去年村集
体收入首次达到50万元，农民人均总收入过万元”。

乡村变舞台

农民成演员
本报记者 张 毅

赤牛坬村村民实景演出《高高山上一头牛》。张 毅摄

来到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新田镇坪地山村，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村口挂着的一张全村1080人的大型“全家福”，个
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灿烂的笑容；儿童水上乐园里，处处欢
声笑语；丛林漂流中，游人尽情享受漂流的刺激；错落有致
的农家楼院掩映在群山环抱的林海中，呈现出一幅环境美、
人气旺的乡村画卷。

“坪地山村作为信丰县最为偏远的山区村寨之一，过去
产业发展落后，村民行路难、挣钱难，是有名的‘上访
村’。”新田镇党委书记刘干介绍，近年来，当地选出了一个
好的村党支部带头人——陈秋生，在他的带领下，乡村旅游
风生水起、产业发展如火如荼、村美人和新风荡漾，成了远
近闻名的美丽村、和谐村、富裕村。

2016年底，由村领导班子牵头，通过“支部引领+党员
带头+乡村旅游”模式，鼓励村民以入股形式筹集建设资
金，吸引了94户农户筹资420余万元，成立了美丽山村生
态旅游有限公司，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经过一年多时间打
造，已建成水上乐园、儿童乐园、丛林漂流等旅游项目，带动
村民户均年增收5000元，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乡村旅游的兴旺，也吸引了外出人员纷纷返乡创业。
“很多人回来以后，看到村里的变化，都想回村发展。”返乡
青年龙丰鳞说。

走进坪地山村，“全市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单位”“文明信
用村”等一块块奖牌格外引人注目。这是该村近年来始终
坚持“法治、德治、自治”融合推进取得的成效。

陈秋生介绍，过去村民们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
自己家的山林，难免有矛盾，自从村里成立了生态旅游发展
公司，把过去单一的同村关系，转变为合作伙伴关系，村民
凝聚力不断增强，村民自治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坪地山村还组建了村“五老顾问组”“乡村振兴促进会”
“新乡贤会”等组织，团结各方力量，营造了向上、向善、向美
的良好氛围，从以前的“结伴上访”到现在的团结做事、共同
致富，乡里乡亲情更浓了，心更齐了，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新田镇镇长郭小燕介绍：“坪地山村让能人变‘头
雁’、让贤人唱主角、让村民变‘股民’，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
自治自强、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感动感染了社会各界。”

在推进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坪地山村还把乡村治理纳
入法制轨道，实行综治网格信息化管理。同时，该村以德治
为引领，把以规立德作为净化农村社会风气的治本之策，有
效引导村民践行“讲文明、树新风、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江西信丰新田镇坪地山村

村美人和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刘 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促进乡村旅
游可持续发展，加快形成农业农村发展
新动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17部门日前印发了《关于促进乡村旅
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目标是，到2022年，旅游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服务
质量和水平全面提升，扶贫富民作用更加
凸显，基本形成布局合理、类型多样、功能
完善、特色突出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旅游管理系主
任何建民分析，世界旅游目的地发展的
普遍规律就是加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建设，再匹配当地独特的旅游吸引物。
因此，旅游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
进一步完善，是全面提升乡村旅游服务
质量和水平的前提。同时，旅游基础设
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具有居民和游客可共
享的特点，因此，也是促进乡村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城市均等化的
重要内容。从中国旅游业 40 年的发展
实践来看，乡村旅游对于扶贫富民的作
用非常明显，应朝这一目标前进。

中国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总规划师
宁志中提出，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
提高，乡村旅游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我

国大约70%的旅游资源分布在乡村，特别
是一些“老少边穷”地区，旅游资源丰富，
但开发率较低，乡村旅游开发潜力巨大。
以资源和市场为导向，优化乡村旅游区域
布局，将乡村旅游纳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规划，促进乡村旅游规模化、集群化发展，
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在“丰富文化内涵，提升产品品质”
方面，《意见》提出，突出乡村旅游文化特
色，丰富乡村旅游产品类型，提高乡村旅
游服务管理水平。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
副教授唐承财认为，乡村文化是乡村旅
游的灵魂，通过乡村文化资源有机融入
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有助于增强乡村文
化旅游的体验性，推动乡村地域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体系，推
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

此外，《意见》在整合资金资源、强化
要素保障方面，明确了4方面内容，即完
善财政投入机制；加强用地保障；加强金
融支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资金、土地、人力是开展经济活动的
3个要素，对于乡村旅游尤其如此。”北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冯
凌分析认为，由于乡村旅游资源相对分布
零散，需要较大的投资进行整合和提升开
发，在“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下需要一
定的土地利用弹性指标配套服务设施，也
需要一批有情怀、有能力、有经验的投资
人下乡进行示范性开发，带动当地群众不
断提高建设经营和管理服务水平。

专家解读《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

乡村旅游要提升品质
本报记者 张 雪

今年，对蒋怀贝的五口之家来说，是
有“彻底变化”的一年。家住甘肃省平凉
市泾川县城关镇凤凰村的他有了两个新
身份：村里旅游公司的“保洁员”和股东，
同时将告别“旧角色”——贫困户。

最让蒋怀贝高兴的是，前不久，村里
旅游公司分红，他家的各种股份加起来
分了900多元。“钱虽然不多，但是有意
义，连院子里5棵老柿子树都能算股份，
分了50块钱。农民变成了股东，以前哪
想过这事？”

蒋怀贝家的变化源于村里的变化。
曾经贫困发生率高达41%的凤凰村，近两
年依托泾川城郊村的优势，招商引进甘肃
锦绣凤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发展乡
村旅游，将农户个人和村里凡是具有旅游
开发价值的各类财产进行全面清查，确权
登记入股企业，形成了一个集生态观光、
休闲娱乐、民俗体验于一体的旅游景区和
产业基地。今年前10个月，全村接待游
客人数达 46 万人次，毛收入 400 多万
元。经过分红和产业带动，预计到年底，
村里的贫困发生率将下降至1.12%。

凤凰村是甘肃平凉市农村“三变”
（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改革的一个缩影。据统计，目前平凉市
已有 105 个乡镇、1079 个村陆续开展

“三变”改革，其中贫困村607个。目前，
已有 2.7 万农户获得入股分红 3263 万
元，其中 1.81 万贫困户获益 1719.39 万
元，118个村集体获益903.45万元。

人钱物皆能入股

年轻人长期外出务工，让村里陆续
形成了 1000 亩左右的撂荒地，一度让

平凉市庄浪县岳堡镇南岔村党支部书记
郑耀峰痛惜不已。

“种地不挣钱，咱也不能强迫村民
种，但总不能让地一直荒着。”就在郑耀
峰琢磨怎么利用这些撂荒地时，乡镇干
部给他说了“三变”改革的思路，让郑耀
峰眼前一亮：“这是个好办法！”

2017年，南岔村注册成立培培种植
专业合作社，吸纳172 户村民用撂荒地
入股，并根据庄浪县大力发展养殖产业
对饲草的需求，在今年种上了青贮玉米。

“9 月份饲草全部卖完，1000 亩地
有 140 万元的收入，除去成本，产生 50
万元纯利润。”郑耀峰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合作社、村集体和农户根据1∶2∶7的
比例分红，贫困户户均分红 2000 多
元，“这一变，让颗粒无收的撂荒地一
下成了‘聚宝盆’，村里有10户贫困户靠
分红的收入加上其他收入，一下子就实
现脱贫了”。

在平凉市，通过摸清家底、确权入
股，很多像南岔村撂荒地一样的资源要
素得到有效盘活。记者了解到，目前平
凉市基本完成了村级集体资源、资产、资
金清查核实工作，共清查核实村集体资
金、资产 33.19 亿元。鼓励引导村集体
和农户将可变资本评估折价后入股经营
主体，按股比获得收益，初步形成了耕地
林地、资金、劳动力、特色产业、技术技
艺、机具设施、房屋窑洞、民俗工艺、文化
遗址、自然资源10类入股要素。

可喜的变化正在平凉各县区悄然发
生，庄浪县、崇信县探索推广了土地股、资
金股、劳务股、设备股等10种股权形式；
泾川县在凤凰村、白家村等村将古树名
木、手工艺品、古遗址等资源纳入折股量

化范围，最大限度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
静宁县对一批熟练掌握果园生产管理技
术、养殖技术等具备无形资产入股的“土
专家”“田秀才”进行排摸列入资源库，着
力打造“股份果农”和“三变”产业工人。

户社企结为一体

将农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以股权
形式结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市场主体的
发展带动农民增收，是“三变”改革的基
础模式。在这一理念带动下，平凉各地
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多种“三变”+产业
发展模式。

在崇信县锦屏镇冉李村，当地依托
甘肃名翔牧业公司，按照“公司＋基地＋
农户”的模式，探索走出了一条“三变”＋
生猪养殖的产业扶贫新路子，已实现首
次分红 32 万元，其中 10 户贫困户分红
2.2万元。

“今年以来，周边的种猪场都不景
气，而我们的种猪却供不应求，已经出售
1万多头。”在名翔牧业公司总经理杨世
晓看来，参与“三变”改革，是企业与农户
双赢的好事，“农户增加了收入，企业一
方面扩大了养殖规模，另一方面也树立
了品牌”。

在冉李村，名翔牧业成立了种猪养
殖专业合作社，吸纳60户农户（其中贫
困户3户）将125亩土地入股企业，户均
每亩年分红不少于800元。同时，以村
集体 2 眼机井、3 公里道路、2 公里水渠
等集体资源折价入股，村集体每年实现
分红1万元。

为破解融资难题，名翔牧业与甘肃
银行建立了银企战略合作平台，采取“三

变＋金融”模式。“我们选了30户个人征
信记录良好的农户，每户从甘肃银行贷
款 10 万元入股企业，用于扩大生产规
模，由企业负责还款结息，农户每年保底
分红5000元。”杨世晓说。

目前，平凉市参与“三变”改革的龙
头企业已有 119 户、合作社 1065 家、专
业大户327户、电商平台192个、家庭农
场112个，随着产业的发展壮大，农民增
收渠道进一步拓宽。经济日报记者了解
到，平凉各地通过发展畜禽养殖、中药
材、马铃薯、苹果等特色产业，形成了“三
变”+特色产业、“三变”+乡村旅游、“三
变”+商贸服务等多种改革路径，带动农
民收入向土地保底分红+土地收益分
红、务工收入+工资入股分红、自有资金
入股+财政资金配股以及技术股、机具
设备股等多元收益转变。

用活留守劳力

在泾川县泾明乡白家村村民白小红
看来，村里开展“三变”改革，村民增收最
多的来源并不是分红，而是通过发展产
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我以前种两个大棚的蔬菜，要靠自
己骑自行车带到乡上的集市去卖，有时候
还卖不完。”白小红说，现在自己种6个大
棚和12个小拱棚的瓜菜，不出村就全卖
完了，“说到底是村里现在人气旺了，不仅
游客多，经销蔬菜的客商也愿意来”。

白家村的人气变旺，是从村里开展
“三变”改革发展乡村旅游开始。记者了
解到，白家村的牛角沟曾出土距今约 5
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被中国科学
院古人类研究所命名为“泾川人”。
2013年，牛角沟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怎样利用这块“文化招牌”做文章
呢？早在2014年，白家村村党支部书记
白宁安就有打算，但是村里基础设施太
差，不具备发展旅游的条件。这几年，随
着扶贫力度不断加大，村容村貌逐渐改
善，白家村党支部在县上的扶持下发展
群众入股，共筹资480万元注册成立泾
川县牛角沟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并对农户和村集体的资源性资产、经
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全面清理核
查，进行价值评估，明晰产权归属。

今年前10个月，白家村接待游客6
万多人次，村里旅游公司收入 90 多万
元，同时带动村里的留守老人、妇女开展
旅游服务，全村旅游收入可达160万元。

甘肃平凉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走活产业发展一盘棋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从重庆主城驱车往南，约 50 分钟
就到达重庆江津区广兴镇。这是一个典
型的小镇：面积38平方公里，人口1.6
万人。虽说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但广
兴的名气可不小：境内有綦河古盐道、
抗战遗址等诸多历史遗存，同时还是道
地中药材“江津枳壳”、知名水果“江
津广柑”和中国名菜“北渡鱼”的发
源地。

尽管是深冬时节，但走进广兴镇沿
河村，满山遍野的广柑树依然枝繁叶茂，
金灿灿的橘子挂满枝头。“广柑可是广兴

人的骄傲。”沿河村村民刘成祥正在自家
屋后的柑橘树下剪摘柑橘，他告诉记者，
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种广柑，镇上最老
的广柑树树龄有100多年。

记者了解到，广兴镇柑橘种植面积
目前已超过 3500 亩，广兴镇党委、政府
不仅从科技、品种、品质、品牌等方面入
手，加快柑橘产业提档，而且结合乡村旅
游，推动柑橘产业由卖产品向卖风景、卖
文化转变。

“以乡村旅游引领三产融合，助推乡
村振兴。”广兴镇党委书记敖国介绍，广

兴镇有厚重的人文历史和良好的农业生
产基础，当前，广兴正不断挖掘、整合本
地一二三产业的优势资源，推进农旅、文
旅、工旅融合发展。

2017年，作为“北渡鱼”饮食发源地
的广兴举办了首届北渡鱼美食季活动。
如今，在广兴镇彭桥村沿210国道旁，10
多家“北渡鱼”餐饮门店的招牌焕然一
新，食客络绎不绝。“300 平方米，8 张桌
子，一年营业额约有30万元。”何开会和
家人经营着一家名为“春兰北渡鱼”的餐
饮店，她告诉记者，得益于最近两年广兴

镇宜居环境建设以及餐饮旅游业的发
展，以北渡鱼为代表的餐饮经济风生水
起，自家生意也越做越红火。

在广兴镇，300 米长的历史老街依
然保存其特有的古韵，街的尽头就是风
景秀美的綦河。站在河边，清澈缓流的河
水和两岸的绿色景观尽收眼底。广兴镇
镇长李林峰介绍，围绕丰富的生态、文化
等资源，广兴镇正在谋划建设“一河两
岸”观光长廊，通过在綦河两岸建设观光
绿道、休闲公园，带动沿线乡村旅游
发展。

从卖产品转向卖风景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农村“三变”改革让凤凰村实现精彩转型。图为凤凰村新貌。 卢 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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