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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高原，格桑花盛开。在新疆
乌恰县黑孜苇乡坎久干村，百杏生态
园郁郁葱葱，人工湖碧波荡漾，村民
忙碌其中迎接游客。借助乡村振兴
战略及全域旅游发展，这个地处帕米
尔高原的畜牧贫困村变身为风景秀
丽的旅游新村，迎来新发展。

百年杏林成旅游新去处

坎久干村地处海拔2300米的帕
米尔高原山区，是新疆深度贫困村。
当地自然条件恶劣，人均耕地少，村
民大多靠放牧为生，增收渠道单一。

2017 年 2 月，新疆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访民情、惠民生、聚民
心”驻村工作队进驻坎久干村。“坎久
干村有短板，也有长处。紧邻乌恰
县，距阿图什市和喀什市仅1小时左
右车程。夏季气温凉爽，适合发展乡
村旅游。”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驻坎久干村“访惠聚”工作队队
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蒲建宏说。

在深入调研和充分征求村民意
见的基础上，工作队科学编制《乌恰
县黑孜苇乡坎久干村中长期发展研
究报告》，提出“以规划为龙头、以产
业为支撑、以项目为抓手”的构想，提
出“公司+村委会+农牧民合作社+农
户（贫困户）”的运营模式，力争通过
产业带动和项目实施，促进全村由

“畜牧养殖村”向“特色旅游村”转型。
2017 年 7 月，依托坎久干村杏

园内上百棵古杏树和依山而立的自
然风光，借助江苏省常州市对口援疆
力量，工作队整合各类资金2000多
万元，启动占地面积 265 亩，覆盖全
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百杏生态园”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项目，发展具有柯
尔克孜特色、“赏、吃、住、行、游、购、
娱”为一体的综合乡村旅游项目。

临近中午，绿树鲜花中的毡房里
一片欢声笑语。“以前请客吃饭要去
县城。现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可口饭
菜，环境好，服务也好。”沙吾尔江·沙
吾提说，以前老杏林土地贫瘠，种不
出好庄稼。驻村工作队来了以后，老
杏林变成了人们休闲游玩的好地方。

蒲建宏介绍，2019 年 6 月该项

目正式营业。截至目前，百杏生态园
累计接待游客9.6万人次，实现营业
收入 190 余万元。带动 20 户 45 名
贫困群众从事保安、保洁、园林绿化
工作等，每人每月增收 2000 元至
2500 元。“杏园”旅游品牌效应和社
会效应基本形成。

为了确保项目长期运营，新疆能
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派拥有酒
店管理、礼仪培训、财务管理、餐饮服
务经验的专业人员，对坎久干村贫困
群众实施“一对一”帮扶培训。目前，
已形成以 3 名至 5 名当地农牧民为
核心的旅游经营团队。

“沙漠之舟”驮起新希望

距离百杏生态园不远的山脚下，
水草丰盛。村民马麦提图尔荪·阿不都
卡地尔赶着10多峰骆驼回棚圈挤驼
奶。他说：“每天能挤8公斤驼奶，每公
斤卖70元，一天就能收入近600元。”

“当地村民以放牧为主，通过小
畜换大畜，在传统的畜牧道路上找到
了新出路。”蒲建宏说，工作队通过走
访了解到，当地有养骆驼的传统，如
果扩大养殖规模，经济效益非常可

观。因此，工作队支持有着15年养殖
骆驼经验的马麦提图尔荪·阿不都卡
地尔成立了“同心骆驼养殖合作社”。

2017年，新疆能源集团出资30
万元，为30户贫困户采购奶骆驼34
峰入股合作社。贫困户不仅可在合
作 社 务 工 ，还 能 参 与 年 终 分 红 。
2018年2月，坎久干村的30户贫困
户每人得到1000元分红。后来，工
作队利用75万元扶贫项目资金采购
了50峰奶骆驼，让50户贫困户成为
新股东。新疆能源集团又出资30万
元为合作社修建了标准化棚圈，便于
后期扩大养殖规模。

马麦提图尔荪·阿不都卡地尔
说：“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合作社目前
有骆驼 113 峰。工作队帮我们联系
驼奶、驼绒的销路。目前合作社的鲜
驼奶送到县城和村里的驼奶馕合作
社，驼绒专供乌恰县驼绒服装生活用
品生产企业。”截至目前，合作社的驼
奶和驼绒销售已累计达到 160 多
万元。

“‘合作社+农户’的扶贫模式是
让贫困户当股东，可以最大限度地调
动他们的积极性。村民在合作社或
外出务工，加上年底分红，可以有两

份收入。”蒲建宏说，骆驼养殖合作社
采取动态管理模式，每年对全村贫困
户进行倒排，选出最贫困的 80 户给
予分红扶持。此项政策作为一项长
期兜底帮扶措施，可以防止脱贫户因
疾病等突发意外因素返贫，并帮助贫
困户在脱贫之后进一步巩固成果，最
终实现稳定脱贫。

产业平台托起新生活

34 岁的图尼撒·阿仁将柯尔克
孜传统服饰和刺绣挂在毡房显眼
处。用木栈道旁盛开的雪菊，泡上一
壶热茶，迎接客人到来。

“以前只有在生小羊和产羊绒时
有收入。现在在杏园务工，每月都有
钱赚，还能学到知识。和大家一起奋
斗的感觉真好！”图尼撒·阿仁说，经
过培训，她负责翻译、销售、培训等多
项工作，每月有 4000 多元的收入。
随着游客的增多，图尼撒·阿仁还抽
时间到旅游局学习柯尔克孜族饮食、
服饰和乐器等相关知识，准备当一名
合格导游。

“以前唱歌给家人听。现在在杏
园找到了人生舞台。”今年29岁的古
丽哈叶尔·阿依巴西能歌善舞，有着
当歌手的梦想。随着百杏生态园的
建立，她的歌声响遍坎久干村。他们
夫妻俩在旅游旺季每天有 2000 多
元的收入。

此外，坎久干村不断丰富产业内
容。农家乐火锅场所加紧装修，10座
小木屋和旅游服务中心加快建设，山
脚下的湿地被纳入新的旅游发展规
划。借助援疆企业启动的“黑孜苇乡
坎久干村现代化农业技术试验与高
产良种培育基地示范项目”，864亩土
地种植经济作物长势良好。未来10
年将为村集体带来120万元收益。

一个个精准扶贫项目，推动坎久
干村脱贫摘帽迈上致富路。《新疆维
吾 尔 自 治 区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

（2018－2022年）》提出，到2022年，
全区30％的城郊融合类村庄实现城
乡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坎久干
村，将加快融入城乡一体化发展，将田
园风光、湖光山色变身城市后花园。

新疆乌恰县黑孜苇乡坎久干村产业转型促脱贫

高原畜牧村变特色旅游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马呈忠

在驻村“访惠聚”工作

队的帮助下，新疆乌恰县黑

孜苇乡坎久干村深挖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养殖、

乡村旅游等产业，使这个地

处帕米尔高原的畜牧贫困

村变身为风景秀丽的旅游

新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村民收入和村集体经济收

入明显增加。

群众能否持续增收，关乎脱贫质
量。河南省扶沟县因地制宜，着力打
好产业富民牌，不断增强产业“造血”
功能，带领全县群众顺利脱贫致富奔
小康。

“种辣椒好！有技术员教，不愁
卖。去年，我一亩辣椒就卖了5000
元。这不，今年又种上了！”扶沟县汴
岗镇于营村村民于炳辉说。

“我们合作社种的是调味型专用
品种，种植前已通过网络和需求单位
签订了产销合同，属于定单生产。”扶
沟遍地红辣椒种植合作社负责人于海
军表示，近几年通过与郑州、天津等地
火锅餐饮企业和辣椒酱加工企业合
作，合作社在扶沟、太康、杞县等地种

植三樱椒十几万亩，合作社年加工鲜
辣椒7000多吨。去年，仅汴岗镇就有
27个村的200户贫困户在合作社的带
动下通过种植辣椒实现了脱贫。

擦亮“扶沟蔬菜”品牌，群众也因
“菜”得“财”走稳致富路。作为中国果
菜十强县，扶沟县紧紧围绕特色优势蔬
菜产业做文章，把蔬菜生产当成利民为
民的重要抓手。目前，该县已建成各类
蔬菜园区400多个，总产值46.8亿元，
蔬菜从业人员超过12万人。

“在这儿务工离家近，既能挣钱，
又能照顾老人和孩子。”崔桥镇薄庄
村党支部书记薄如杰告诉记者，在扶
贫车间打工，一个月保本工资 1000
元，再加上计件工资，月收入在2000

元至2500元。
“来这儿务工，不仅解决就餐问

题，上班时间也有弹性，可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提前或推迟上下班，以便
照顾家里。”扶沟县鑫旺高档苗木种
植园区经理王海旺介绍，园区吸收了
当地近百名群众，人均年增收超过
6000元。

扶沟县协调运作贫困户种植、联
合经营、带资入股、吸纳务工等多种
模式，打造各类产业扶贫示范基地，
同时还开展了1100多场技术培训，
实现培训一人、掌握一技、致富一家，
2.7万人从中获益。据统计，扶沟县
通过引进服装加工、电子组装、户外
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延伸产业链

条，规划建设扶贫车间，并落实贫困
对象务工奖补政策，建成运营的 32
家扶贫车间已帮助300余名贫困群
众实现脱贫。

在韭园镇湾赵村东头，一排排光
伏发电板在阳光下整齐排列，吉祥食
用菌扶贫基地 230 个食用菌专业种
植大棚就建在光伏板下面。这是扶
沟县引进建成的由光伏发电和棚下
食用菌种植组合的光伏农业生态大
棚发电项目，光伏发电和农业生产有
机结合、互利双赢。该基地利用小额
信贷资金注入，带动100户贫困户实
现脱贫。

目 前 ，扶 沟 县 已 建 成 总 规 模
12.03 兆瓦的小型村级光伏电站 81
座，并率先在周口市全部完成并网发
电。光伏受益资金已全部拨付到乡
村集体账户，群众稳定受益。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
工作的总抓手，扶沟坚持产业发展和
扶贫开发相结合，走好以产业兴旺推
动乡村振兴的路子，稳步推动县域经
济良性发展，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扶沟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陈发忠说。

河南扶沟

兴办产业共奔小康
本报记者 杨子佩 通讯员 耿勇魁

广西防城港

民宿旅游富民利村
本报记者 梁剑箫

新疆百杏生态园一角。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
港口区山新村，一栋栋民宿掩映在
绿树之中。不远处的沙滩上，游客
尽情体验“耙螺”“围网捕鱼”赶海的
乐趣。这里是山新村通过“扶贫+
旅游”模式发展起来的“滨海田园”
民宿旅游项目，自今年 2 月开始营
业后，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会迎来
不少游客。

山新村是防城港市港口区企沙
镇的一个贫困村，村子临海而建，毗
邻企沙渔港。

改变，缘于村里旅游扶贫项目
的实施。2017年，在防城港市港口
区政府及帮扶单位推荐下，山新村
引进当地一家旅游开发公司，将村
里的民房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
行改造。同时利用村民闲置房屋打
造乡村民宿旅游项目。目前，该公
司已和34户村民签订合作协议，由
公司出资对这些村民的闲置房屋进
行改造、修缮，并用作旅馆经营。同
时，山新村申请了专项建设资金50
万元，入股民宿经营，通过入股分
红，山新村每年可获得集体收入 5
万元，3年后，将按企业收益的15%
分红。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收入
和村集体经济都有明显增加。”山新
村驻村第一书记管国士说，仅靠房
屋租赁这一项，山新村去年就实现
6.6 万元的收入。而这些被改造成
旅游民宿的房屋，基本上是村民们
闲置甚至废弃的老房子。

村民苏以玲一家早年到防城港
市区做生意，一直在市区居住，村里
80 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长期不住。
由于年久失修，房子破旧不堪。租

给公司后，房子被打造成客栈。“按
照合作协议，我们这房子交给旅游
公司经营，7年后，我们就可以参与
分红。”看着自家老屋旧貌换新颜，
苏以玲非常高兴。

与苏以玲一样，贫困户吴林家
的房子也被翻新成了旅游民宿。不
同的是，从签约开始，他每年都可获
得 1500 元的房租收入。吴林在村
中的房子原是一栋 50 多平方米的
砖瓦房，后来在各方支持下，他家另
选宅基地，通过农村危房改造项目
建起了一栋新房。他把其中一栋房
子租给旅游公司进行民宿改造。“跟
公 司 签 了 15 年 合 同 ，每 年 房 租
1500 元，15 年后再把房子收回来
自己经营。”吴林说。

“我们跟村民的合作方式灵活
多样，有的以房子入股，享受公司
的分红，有的则直接领取租金。”防
城港鑫润旅游公司负责人曾柳敏
说，公司除了进行民宿改造，还利
用村里的优美生态环境，流转村民
土地300 亩，用于开发农业综合项
目，集种养、加工、观光、农业示范
为一体，打造具有滨海风情的田园
综合体。目前，正在推进和平湖、
生态停车场等建设。随着这些旅
游项目的推进，山新村很多村民实
现了就地务工。

“努力把‘沉睡的资源’转化为
发展资本，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实
现强村富民，这是山新村发展民宿
旅游的初衷。”管国士说，山新村特
色民宿旅游的打造，既保障了村民
的收益，又保障了村集体和民宿经
营者的利益，实现了村民、村集体、
企业三方的共赢。

贵州锦屏开展“四讲两提”活动

提内生动力 添脱贫能力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刘俊明

“ 去 年 种 植 吊 瓜 3 亩 ，增 收
7000元，不仅脱了贫，还评上‘脱贫
之星’。今年吊瓜长势好，结瓜多，
丰收在望。”在贵州省锦屏县启蒙镇
流洞村“感党恩，话脱贫”主题院坝
会上，村民吴礼柱自豪地说：“好日
子是奋斗出来的，我们有手有脚，加
上好政策，还怕过不上好日子？”

“脱贫之星不等不靠，不气不
馁，在逆境中奋斗，在挫折中拼搏，
带领家庭脱贫致富。他们是‘双脱
贫’最好的榜样。”流洞村第一书记
龙鹏宇说。

今年以来，启蒙镇紧扣“激发内
生动力，提高发展能力”主题，创新

“走千家进万户，讲政策知党恩”活
动载体，在全镇开展“四讲两提”活
动，帮助贫困户提升内生动力，提高
脱贫能力，谋出路早脱贫。

启蒙镇党委书记王建元介绍，
“四讲两提”即干部讲政策、科技专
家讲技能、五老乡贤讲道德、脱贫典
型讲脱贫，通过党员干部带头讲、专
家教授深入讲、五老乡贤常态讲、脱
贫典型一线讲，用群众喜闻乐见、易
于接受的宣传方式组织广大群众学

政策、悟精神、提信心、增技能。
据悉，“四讲两提”活动开展以

来，该镇组织党员干部讲政策院坝
会 36 场次，入户培训政策明白人
2000余人，举办实用技术提升培训
班 3 场次，培养致富实用技术 131
人，组织23名五老乡贤走村串寨结
合脱贫攻坚宣讲道德新风，“脱贫之
星”现身讲述在辛勤劳动中收获自
尊和幸福的脱贫故事50余场次。

“四讲”开出“两提”花，勤劳结
出“脱贫”果。“四讲两提”活动让惠
民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将扶贫
政策落实到“最后一米”，让群众入
脑入心；“脱贫之星”讲述自己的勤
劳致富故事，增强了贫困群众“勤劳
能致富、脱贫靠自己”“我脱贫我光
荣”的意识，为脱贫攻坚添动力。

“‘四讲两提’将思想教育、政策
宣传、典型带动、技能培训融为一
体，引导群众摒弃‘等、靠、要’思想，
激发脱贫志气，增强自主脱贫底气，
达到志智双扶、物质与精神同步脱
贫的良好效果。”锦屏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启蒙镇脱贫攻坚战区指挥长
龙永贵说。

近日，以共享扶贫为主题的“爱心淘吧”活动在江西新余渝水区新钢街
道办路东社区举办。活动向社会广泛征集捐助资金、衣物及日常生活用品
等，困难群众可在淘吧免费领取所需用品。“爱心淘吧”活动已举办多次，扶
贫志愿者广泛联系爱心企业、爱心志愿组织等社会力量征集闲置物资，力图
形成长效机制，为城乡贫困家庭提供帮助。 段文芝摄（中经视觉）

“爱心淘吧”共享扶贫

新疆乌恰县黑孜苇乡坎久干村村民马麦提图尔荪·阿不都卡地尔在挤驼
奶。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