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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赏花采摘、徒步骑行、休闲林卡、民俗体验……近几年，西藏拉萨市
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民俗风情、生活形式和乡村风光
等为内容，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如今，乡村旅游已成为拉萨市乡村振兴
的重要助推器。

近日，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城郊蔡公堂乡白定村支沟，千亩桃花绽
放，这片面积1063亩的油桃林吸引着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拉萨市民陈波就常常流连于白定村的田园风光中。“一到节假日我
就愿意来这里走走，比起城市的喧嚣，这里不仅景色宜人，还可以体验采
摘的乐趣，特别适合放松心情。”陈波说。

城里人对乡村生活的向往，让白定村群众看到了商机。几年前，种
了大半辈子青稞的白定村村民洛桑次仁开始学习桃树种植管理技术。
在当地有关部门引导下，白定村群众纷纷转型蔬菜种植、花卉培育、林果
栽培等，白定村的传统种植业逐步转向休闲观光农业。

如今，家门口的油桃林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人前来赏花、采摘，生态
宜居的环境、收入丰厚的工作使得洛桑次仁喜笑颜开。“‘农业+旅游’，让
我们的收入渠道更宽了，居住环境也越来越美，很多游客都羡慕我们的
田园生活呢。”洛桑次仁说。

拉萨市柳梧乡达东村是一个千年古村落，曾经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
使不少当地群众的生活在贫困线徘徊。

2016年，达东村村容村貌整治暨扶贫综合（旅游）开发项目启动，水、
电、路、讯等基础设施迅速改善，村落建筑得到合理规划，林卡休闲区、温
泉体验中心、真人CS户外拓展基地等乡村旅游产品不断丰富。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达东村群众在家门口获得保安、保洁、服务员
等多种岗位，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开办茶馆、租售帐篷、提供藏式餐
食，曾经手拿锄头的达东群众也开始做起了老板，经营起了生意。

村庄的发展，吸引着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返乡就业创业。23岁的达曲
是土生土长的达东村人，目前回乡在温泉中心负责接待工作。“以前在外
面打工，村里发展旅游后就回来了。现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我不想再
出去打工了。等有机会，我计划自己创业做老板。”达曲说。

乡村振兴，文化引领；乡村旅游，文化为本。在尼木县卡如乡卡如村
特色民俗文化展示体验中心，游人不仅可以购买尼木藏香、藏纸、普松雕
刻等特色手工艺产品，还可以观看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藏香、藏纸，有兴
趣的话，还可以在手工艺人的指导下亲自体验制作的乐趣。

借着乡村旅游，卡如村的德庆白珍老阿妈把自家的小院打造成了游
人了解藏民族酒文化的窗口。卡如村发展旅游业伊始，德庆白珍便酿造
青稞酒销售给游客。借此，德庆白珍一家每月收入都超过2000元。

尼木县卡如村与当雄县巴嘎村、达孜区白纳村都入选了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名录。“2019年，拉萨市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782.5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8.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53%和32.63%，转移就业共4.3万
多人次。”拉萨市旅游局副局长丁韬说，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为农牧村增
美，为农牧民增收，为乡村繁荣添力，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西藏拉萨

乡村旅游添活力
本报记者 贺建明

乡村花田喜事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赵 梅

花团锦簇，绿树成荫。走进花香袭人
的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老庄村，村民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自2018年开始引进花卉产业以来，
老庄村以及渭源县各乡村便喜事连连。

经过3年的发展，鲜花经济成了当地
群众增收致富的好门路。而今，渭源县又

“牵手”阿里巴巴，准备通过互联网的传播
力量助力鲜花品牌成长，同时借助天猫、
盒马鲜生等阿里自营渠道，助力渭源鲜花
销售和产业竞争力提升，打造“西北鲜花
第一县”。

鲜花落户小山村

夏末时节，在渭源县莲峰镇老庄村广
袤土地的花田里，村民们喜笑颜开地在一
座座栽种着玫瑰、满天星的花棚里忙
碌着。

“合作社刚成立时我就来务工了，去
年干了7个月，收入1.7万元！”在老庄村
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包装车间里，老庄
村村民魏红梅一边包装满天星一边说，以
前她在家务农、看孩子，收入微薄。而今，
他和丈夫孙学龙都在合作社务工，收入颇
丰，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地处西秦岭末端和黄土高原交会处
的渭源县，降水充足，无霜期较长，海拔落
差较大，素有“千年药乡”的美誉。

能不能发挥自然条件优势，改变当地
仅种马铃薯和药材的产业格局，实现种植
产业多元化？渭源一直在探索助农增收
的新路径。

鉴于当地土壤条件适宜花卉生长，且
特有的气候条件与国内乃至全球花卉主
产区“错峰”的现实，2018年5月，渭源县
从云南引进了鲜花产业。

为支持花卉产业发展，2018年，渭源
县委、县政府安排550万元产业扶贫资
金，甘肃绿色禾韵园艺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120万元，在老庄村成立了农民花卉
种植专业合作社。

为了规模化发展，合作社流转了74
亩土地，让当地村民以每亩1000元的折
价入股，合资建成了9.5亩露天鲜花品种

试验种植区、39亩露地切花满天星种植
区、3亩保温型大棚试验种植区和12亩
防雨型大棚试验种植区。

“今年，我们还在团结村新建了200
亩花卉基地，目前113亩已经完成了种
植！”渭源县扶贫办主任闫国琳说，在示范
种植取得成功的基础上，2019年，渭源县
安排东西部协作、财政专项扶贫、易地扶
贫搬迁结余等资金共计738.6万元，参照
2018年的建设模式，建成94个花卉种植
大棚，并进一步对园区的冷藏、灌溉、道路
等基础设施进行完善，使园区面积达到
292亩。

花儿串起产业链

“每捆20支左右，重量900克，这样
才能达到鲜花包装标准……”在定西市渭
源县老庄村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包装车
间里，刚参加完高考来勤工俭学的老庄村
岘口社村民孙娅，一边熟练地打包满天星
一边告诉记者。

“我家距离合作社就10分钟路程，按
照每天90元的工资计算，一个月下来能
挣近3000元，就能补贴一部分上大学的
费用了。”孙娅说。

“发展花卉产业流转了全镇300户农
户的土地，一年接受务工人员3000人次，
贫困户平均每年增收1.5万元。”莲峰镇综
合执法队队长、老庄村包村干部王宗说，
包括老庄村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内的
渭源县莲峰镇产业园区建成后，2019年就
吸纳周边劳动力220人，其中长期工人
40人，临时工人180人，参与的贫困户劳

动力有120人，实现劳务收入275.4万元。
“我们合作社种植了玫瑰、满天星、洋

牡丹等近30种花卉，目前基本都销往南
京、杭州、武汉等地。每天下午5点左右
采摘、包装，次日上午11点多就能到达客
户手中！”渭源县老庄村农民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程泰说，随着合作社花卉产业
逐步走上正轨，能让大家在“家门口”就业
的岗位越来越多。

莲峰镇产业园建成后，周边村民在园
区务工学到了先进的花卉种植经验，合作
社也学到了现代化的管理经验，不仅为莲
峰镇今后的产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同
时也为莲峰镇的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在经营鲜切花的基础上，我们还将
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拓展服务领域，在
园区内打造一部分观光采摘大棚，吸引游
客观光旅游、体验采摘乐趣，从而带动周
边冷链物流、农家乐和土特产品销售、民
间艺术品加工等行业的兴起，使更多的群
众在产业链上受益。”程泰说。

搭上电商顺风车

夏末的老庄村沉浸在一派喜庆的氛
围中。

8月5日，由渭源县委、县政府发起，
阿里巴巴脱贫基金、淘宝直播、兴农脱贫、
盒马鲜生主办的首届高原鲜花节暨鲜花
基地产销签约仪式在老庄村花卉产业园
举行。渭源县正式“牵手”阿里巴巴，渭源
万亩花海所产鲜花将搭上电商快车，迎来
新的发展阶段。

当日，在百花争艳的高原花海背景

下，渭源政府相关领导和淘宝TOP网红
一起为“高原花县”渭源集体代言，并借助
淘宝直播平台进行了一场“花事如潮”的
带货活动。截至下午6点，整场直播观看
量突破100万，点赞量突破50万，渭源县
5大类17款产品不断成交，订单金额持
续增长。此后，数万支鲜花将陆续走进全
国近100家盒马鲜生门店进行持续销售，
让渭源花香飘进千家万户。

“阿里巴巴希望用平台的力量帮助渭
源鲜花产业更快速地成长，通过互联网的
传播力量加速品牌成长，以天猫、盒马鲜
生等自营渠道的力量，助力鲜花销售和产
业竞争力提升。”阿里巴巴脱贫基金总监
胡海河说，今后，阿里巴巴脱贫基金以及
盒马鲜生、天猫、聚划算、淘宝直播等相关
业务方也将共同投入资源支持渭源鲜花
等农产品品牌打造。还将通过引入平台
大数据、建立商品分级标准，实现渭源农
产品产业的优质优价；通过菜鸟产地仓，
降低物流成本；建立渠道分销中台，实现
渭源农产品的销售升级；以能力培养，帮
助一批企业进行互联网转型；以产地丰收
节、渭源农产品品牌日等活动，打造渭源
鲜花等产品的影响力。

“我们还将在莲峰镇、上湾镇打造
6000亩优质鲜切花基地，在路园镇、峡城
乡建成2000亩食用金丝皇菊生产基地，
在锹峪镇、上湾镇、会川镇、清源镇、五竹
镇打造2000亩花海旅游观光带，助推渭
源生态旅游发展，辐射带动渭源县各乡镇
发展花卉产业，逐步将渭源县打造成甘肃
省花卉产业发展的核心基地。”渭源县委
常委、副县长张显峰说。

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老庄村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在打包满天星。这些满天星即将发往全国市场。
本报记者 赵 梅摄

素有“千年药乡”美誉的甘肃省定

西市渭源县，充分发挥自然条件优势，

引进鲜花种植，实现了种植产业多元

化。他们通过流转土地成立了花卉种

植合作社，并在经营鲜切花的基础上，

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日前，渭源县

“牵手”阿里巴巴，准备通过互联网的

传播力量助力鲜花品牌成长，同时借

助电商渠道，助力鲜花销售和产业竞

争力的提升，让鲜花经济成为当地群

众稳定的增收致富门路。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土门岭街道马鞍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三
江好剧社”正上演自编抗日大戏《罗明星袭击日本军列》，村党支部书记张
旭光扮演抗日英雄罗明星，台上演得带劲儿，台下看得过瘾。

“九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立足乡村振兴战略，聚焦群众需求，按照
中央要求，探索形成了‘领、帮、引、带、聚、融、推、享’八字工作法。”张旭光
告诉记者，该法形成闭环系统，“三级班子领”是政治保障；“志愿服务帮”
是资源下沉的主要途径；“百姓需求引”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必然
要求；“基层能人带”是引导群众的有效样本；“品牌项目聚”是吸引群众的
最佳方式；“政策资源融”是聚力整合放大资源高效形式；“创新机制推”是
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基层群众享”是最终落脚点。

九台区地处吉林省两大城市长春市与吉林市之间，是国家长吉图战
略的节点城市，受惠于国家战略，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建立区级新时
代文明中心，整合原有精神文明建设资源，系统推进，文明实践中心统领
下的各级文明实践所、文明实践站迅速成长，作用凸显。

90岁的老党员梁树昌是基层宣讲的“草根宣讲员”。他向记者展示
了他的宣讲秘籍，57本1110篇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简报和40万字的学习
体会辑录。他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讲出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精神内涵，
让群众听进耳中，记在心上。他说：“虽然我已经90岁了，但党员的初心
使命我始终不能忘。虽然不能到一线去干，但我还能讲。”

在九台区，文明实践之花处处开放。九台街道公园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把社区工作与文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建立集党建、文明实践、便
民服务、志愿服务、文化娱乐等于一体的文明实践站平台；龙嘉街道创新
先锋志愿者和乡贤能人队伍培养机制，推动从“送理论”到“种理论”的转
变；红光村将全村400余户居民全部搬入了宽敞明亮的楼房，配建了
1200余平方米的老年公寓，解决了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

务实为民 凝心铸魂
——记吉林长春九台区“八字工作法”

本报记者 李己平

8月10日，江西省优质稻米产业重
大技术协同推广计划试点项目组织专家
对抚州市崇仁县承担的优质稻重大技术
示范任务进行现场测产验收。经测算，该
县示范区内的再生稻甬优4949头季平均
亩产达623.7公斤。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文雄认为，再
生稻是一种丰产优质、节本提质、绿色
增效技术模式，能够优化水稻品质，适
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增效的
发展要求。双季稻头季稻生育时间长，
籼粳杂交米质优，市场前景广阔，水稻
收割复水后，稻桩五天至六天萌发新
芽，经过精心的田间管理，禾苗再次抽
穗灌浆结籽，产量可达400公斤到500
公斤，全年实现亩产吨粮，效益比传统
双季稻还要好很多。

再生稻实现“一种双收”，具有省种、
省工、省肥、省药、省水、省秧田等特点。

在崇仁县六家桥乡梅坊源村，种粮
大户邓德孙正在忙着收割水稻。他今年
种植水稻400亩，其中再生稻200亩。
由于管理得好，他家再生稻亩产达到
700公斤，比普通稻高出200公斤。再

生稻一种双收，全年亩产预计会超过
1000公斤。“种植再生水稻能够减少当
前二季稻抢栽抢种的成本支出，种植收
益明显增加，也让我们摆脱了劳动力欠
缺的窘境，一定程度上促使我们将部分

原本不打算栽种二季稻的稻田实行了单
改双。”邓德孙说。

我国南方稻区有2亿亩单季稻田，其
中有5000万亩单季稻田（一季温光资源
有余、两季不足）适宜种植再生稻。推广

再生稻种植技术，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大
有益处。我国粮食虽然获得十六连丰，今
年夏季粮食再次获得丰收，粮食安全处于
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是人多地少的问题
突出，粮食将长期处于“紧平衡”。随着我
国现代化进程加快，粮食安全面临劳动成
本上涨、耕地面积减少的双重压力，发展
再生稻种植技术，能够充分利用资源，让
有限的耕地生产更多粮食，为国家粮食安
全再添保障。

实践表明，再生稻是一种资源节约
型、高效型的稻作制度，有利于提高稻田
的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稻田的复种指数。

“再生稻‘一种双收’的特点，还能防止农
户焚烧稻草，利于稻草还田及改善耕地质
量，促进耕地用养结合。”崇仁县现代农业
示范园管委会副主任邓达孙说，作为全国
首批商品粮基地县，崇仁县每年可为国家
提供3亿斤以上的商品粮，对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该县继续
抓好粮食生产，完善补贴政策，调动农户
种植早稻和再生稻的积极性，全力稳定早
稻、再生稻种植面积，推广再生稻种植面
积4.9万亩。

江西崇仁推广再生稻种植——

“一种双收”再生稻 丰产优质还“绿色”
本报记者 刘 慧 通讯员 朱 斌

本版编辑 陈 郁 周颖一

江西崇仁县种粮大户邓德孙正在收割再生稻。 （资料图片）

在西藏拉萨市柳梧乡达东村，以绿树、溪流、帐篷为背景，游人正在拍
照留念。 本报记者 陈建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