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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柏油马路宽阔平坦柏油马路宽阔平坦，，山坪塘星罗棋布山坪塘星罗棋布，，
成片的柑橘园里挂满了果实成片的柑橘园里挂满了果实，，错落有致的错落有致的
农家小院与水光山色交相辉映……金秋时农家小院与水光山色交相辉映……金秋时
节节，，走进重庆忠县拔山镇杨柳村走进重庆忠县拔山镇杨柳村，，仿佛置身仿佛置身
于生态画卷之中于生态画卷之中，，令人心旷神怡令人心旷神怡。。

曾经曾经““脏乱差脏乱差””，，而今美如画而今美如画。。近年来近年来，，
杨柳村先后获得杨柳村先后获得““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生态文化村”“”“重庆重庆
市美丽乡村市美丽乡村”“”“重庆十大最美特色乡村重庆十大最美特色乡村””等等
称号称号。。这个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的山区小村这个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的山区小村
庄庄，，缘何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缘何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经济日报记经济日报记
者近日来到杨柳村一探究竟者近日来到杨柳村一探究竟。。

杨柳村全村杨柳村全村11511151户户38883888人人。。““过去过去，，
村里环境差村里环境差，，垃圾乱扔垃圾乱扔、、杂物乱堆杂物乱堆，，晴天出晴天出
门一身土门一身土，，雨天出门两脚泥雨天出门两脚泥，，晚上出去一抹晚上出去一抹
黑黑。。如今如今，，路修好了路修好了，，路灯亮了路灯亮了，，原本杂草原本杂草
丛生的撂荒地上也种满了柑橘树丛生的撂荒地上也种满了柑橘树，，里里外里里外
外都变美了外都变美了。。””7272岁的杨柳村岁的杨柳村44社村民刘光社村民刘光
林没想到林没想到，，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小村庄能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小村庄能
变成这般模样变成这般模样。。

乡村要美乡村要美，，首先是人居环境要美首先是人居环境要美。。““一个一个
垃圾遍地垃圾遍地、、水脏气臭的乡村水脏气臭的乡村，，再富裕也称不再富裕也称不
上美好上美好。。””拔山镇党委书记陈家文说拔山镇党委书记陈家文说，，在推进在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当地把改善农村人居当地把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作为重要任务环境作为重要任务，，除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除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外建设外，，还积极引导农村群众树立环保意还积极引导农村群众树立环保意
识识，，养成良好的生产生活习惯养成良好的生产生活习惯，，积极参与人积极参与人
居环境整治居环境整治，，让农村绿起来让农村绿起来、、美起来美起来。。

记者采访了解到记者采访了解到，，为改善人居环境为改善人居环境，，杨杨
柳村近年来持续开展柳村近年来持续开展““村庄清洁日村庄清洁日””行动行动，，
把每月把每月2020日定为日定为““村庄清洁日村庄清洁日””，，党员带党员带
头头，，组织人大代表组织人大代表、、群众志愿者开展村庄清群众志愿者开展村庄清
洁大扫除洁大扫除。。同时同时，，通过召开通过召开““院坝会院坝会””形式形式，，
收集村民意见收集村民意见，，建立问题台账建立问题台账，，引导群众自引导群众自
觉维护环境卫生觉维护环境卫生，，建立起农村人居环境改建立起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长效机制善长效机制，，实现了村庄由实现了村庄由““乱乱””到到““美美””的的
改变改变。。

杨柳村党支部书记刘一武告诉记者杨柳村党支部书记刘一武告诉记者，，
最近两年最近两年，，村里统一农居户型标准村里统一农居户型标准，，对对200200
户民居进行了改造提升户民居进行了改造提升，，全村水泥硬化道全村水泥硬化道
路路1919公里公里，，硬化人行便道硬化人行便道3030公里公里，，村庄道村庄道
路和入户道路全部建成水泥路路和入户道路全部建成水泥路。。同时同时，，杨杨
柳村全村绿化种植花草柳村全村绿化种植花草22..55公里公里，，种植绿化种植绿化
树树12001200株株，，建造花池建造花池2525个个，，新建污水处理新建污水处理
设施设施99个个，，设置垃圾收运点设置垃圾收运点1515个个。。

在杨柳村在杨柳村，，变美的不只是环境变美的不只是环境，，还有人还有人
的心灵的心灵。。““杨柳村将德治杨柳村将德治、、法治法治、、自治相结合自治相结合，，
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价值观，，让村民的精神和素养充满正能量让村民的精神和素养充满正能量。。””
刘一武说刘一武说，，近年来近年来，，全村持续开展文明户全村持续开展文明户、、书书
香户等香户等““五户五户””评选活动评选活动，，20192019年度民主评年度民主评
选出了文明户选出了文明户2525户户、、卫生户卫生户3030户户、、书香户书香户
2828户户、、园林户园林户1313户户、、和睦户和睦户1919户户，，村民们的村民们的
精神面貌和致富积极性显著提升精神面貌和致富积极性显著提升。。

补齐人居环境的短板之后补齐人居环境的短板之后，，乡村产业发乡村产业发
展如何破题展如何破题？？““杨柳村是典型的丘陵山区杨柳村是典型的丘陵山区，，我我
们坚持宜山则山们坚持宜山则山、、宜水则水宜水则水、、宜林则林宜林则林、、宜景宜景
则景则景，，培育发展符合本地特色的产业培育发展符合本地特色的产业。。””陈家陈家
文告诉记者文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最近几年，，杨柳村立足自身山杨柳村立足自身山
地资源优势地资源优势，，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走出了走出了
一条具有生态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一条具有生态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

柑橘是杨柳村的特色主导产业柑橘是杨柳村的特色主导产业。。从山从山
顶观景平台放眼望去顶观景平台放眼望去，，连片的柑橘树枝繁连片的柑橘树枝繁
叶茂叶茂，，硕果累累硕果累累。。正在橘园里忙碌的杨柳正在橘园里忙碌的杨柳
村村99社村民李璋告诉记者社村民李璋告诉记者，，20142014年年，，自己将自己将
家里的家里的55..55亩地流转给了忠县金甲农业开亩地流转给了忠县金甲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种植柑橘发有限公司种植柑橘。。““土地流转的租金土地流转的租金，，

加上果园的务工收入加上果园的务工收入，，一年能有一年能有33万多元万多元，，
日子越过越好了日子越过越好了！！””

柑橘产业带动了乡村旅游柑橘产业带动了乡村旅游、、特色民宿特色民宿、、
农村电商农村电商、、文化创意等新兴业态的发展文化创意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在在
杨柳村的橘海中穿行你会发现杨柳村的橘海中穿行你会发现，，中韩文艺创中韩文艺创
作基地作基地、、钓鱼场钓鱼场、、星级农家乐星级农家乐、、水上游乐场水上游乐场、、
凤凰湖凤凰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金少穆陵园散布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金少穆陵园散布
其间其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体验。。

杨柳村的大变样杨柳村的大变样，，吸引了不少外出劳吸引了不少外出劳
动力回到家门口创业就业动力回到家门口创业就业，，为乡村发展注为乡村发展注
入了新活力入了新活力。。3939岁的村民伯建红在外打工岁的村民伯建红在外打工
多年多年，，回到村子里开了一家名为回到村子里开了一家名为““新塘湾新塘湾””
的农家乐的农家乐。。““这两年这两年，，环境改善了环境改善了，，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前景看好前景看好，，许多游客来村里休闲旅游许多游客来村里休闲旅游，，农家农家
乐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乐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伯建红说伯建红说。。

环境之美环境之美、、乡风之美乡风之美、、产业之美产业之美，，在杨在杨
柳村串连出一幅大美图景柳村串连出一幅大美图景，，托起了村民们托起了村民们
的小康之梦的小康之梦。。““20192019年年，，村民人均纯收入村民人均纯收入11..99
万元万元，，今年将会更高今年将会更高。。””杨柳村村委会主任杨柳村村委会主任
李健信心满满地说李健信心满满地说，，随着杨柳村人居环境随着杨柳村人居环境
的优化和产业规模的扩大的优化和产业规模的扩大，，乡亲们的日子乡亲们的日子
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定会越来越好。。

重庆忠县杨柳村：

美丽乡村托起小康梦
本报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深秋时节，下陶村仍旧树木葱茏，2000多亩的苗
木基地里，美丽异木棉绽放着绚烂的花朵；九品香莲基
地里，远远就能闻到花朵的清香。下陶村曾是广西柳
州市柳北区石碑坪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由于
三面环山，还被当地人戏称为“山坳村”。

作为森林覆盖率超过80%的生态村，曾经闭塞的
下陶村，依托绿水青山，将生态优势变成了“生态产
业”，有粉色和白色的紫荆花，紫色和蓝色的蓝楹花，黄
色的黄花风铃木，金色、紫色、黄色和蓝色的九品香水
莲，白色和黑色的土鸡，绿壳和粉壳鸡蛋等远近闻名的

“五颜六色”产业。曾经的“山坳村”变为“彩虹村”，绿
水青山成为下陶村的“金山银山”。

下陶村地处柳州市郊，长期处于交通不便、发展落后
的状态，本村人往外跑、外地人不愿来。说起以前的日
子，下陶村党支部书记梁秀珍说：“那时是‘风过一身灰，
雨落一脚泥’，传统经济作物是甘蔗、水稻和玉米。”

为加快下陶村脱贫致富，柳北区提出了以优先解
决水、电、路为突破口，积极开展入户道路、人畜饮水、
农田水利、农村危房改造等工作。随后，在帮扶单位的
帮助下，下陶村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快，村民出行、孩
子上下学走上了平坦干净的水泥路，村内主干道全部
完成硬化。

交通条件的改善，给下陶村人带来了致富的希
望。下陶村从2000年起就小规模种植苗木，但由于花
卉苗木产业发展风险高，价格波动幅度大，加上种植技
术较为原始，投资成本和市场风险严重制约了群众发
展产业的信心和决心，使得产业发展困难重重。2012
年，下陶村成立了种植绿化苗木的合作社，由此走向专
业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

“我是2010年开始从种植果苗向大面积种植绿化
苗木进行转型，现在苗木种植面积700多亩，现年销售
额在300万元以上。”柳州市海波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社长汤海波说。

汤海波是下陶村第一批种植苗木的村民。在他的
带领下，合作社经营规模越来越大，从最初带动20来
户村民到辐射带动全村300多户发展苗木种植。

借助柳州市开展的“花园城市”建设，下陶村开始
大规模发展苗木产业，发展起了“美丽经济”。随着柳
州“紫荆花城”名气越来越大，不少地方客商慕名来下
陶村购买苗木，苗木远销云南、贵州、四川等地，一株直
径超过15厘米的洋紫荆，能卖到1000多元。

“可以说，我们村是靠洋紫荆发家致富的。春天来
了，全村都是粉色的，大片的洋紫荆非常美丽壮观。柳
州是‘紫荆花城’，我们这里就是‘紫荆花村’。”汤海波
说。

“美丽经济”的发展，使昔日的“山坳村”变成了“彩
虹村”，如今的下陶村，青山依旧、四季花开，幸福写在
人们的脸上。2017年，下陶村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019年，下陶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614元，同
比增长8%。

下陶村村民依托种植苗木发家致富后，村民们把
房前屋后进行了修缮，将自家打扮成一座座小花园。
在这里，村规民约要求各家各户“门前三包”，定期开展
村民义务大扫除活动。多年来，村民一直坚持按照村
规民约执行。

现在村民环保意识普遍增强，并积极投身到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梁秀珍自豪地介绍道：“村里聘请专职
保洁员9名，设立了保洁志愿者服务队，有志愿队员8
名，还成立了柳州市首支‘巾帼护绿队’，参与的妇女已
经达到15人。”作为柳州市“十大美丽乡村”和“十大精
品美丽乡村”，下陶村没有停下脚步，而是越来越美：
2018年获评全国百佳乡村旅游目的地，2019年获评广
西壮族自治区“绿色村屯”。

2019年初，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拥有高中语
文教师资格证的驻村第一书记韦霁琛和招募的志
愿者一起开展了线上线下授课辅导活动，得到了
村民们的好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直
坚守在村里的韦霁琛利用周末和晚上的时间，
分别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上网络直播课，为孩子
们答疑解惑，还把困难家庭的学生安排到村委会
上网课，督促他们在疫情期间不要放松学习。

“希望孩子们能珍惜在这么好的环境里学习的机
会，树立对生活的志向和希望，真正阻断贫困，振兴乡
村。”韦霁琛说。

广西柳州下陶村：

种出色彩斑斓“彩虹村”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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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镇杨柳村一角。

毛幼平摄

（中经视觉）

广西柳州下陶村

留守妇女在基地里采

摘九品香水莲花。

黎寒池摄

（中经视觉）

安徽亳州辉山村

多姿多彩的红色旅游

文化节活动。

李 涛摄

（中经视觉）

金灿灿的玉米堆满仓，红红的辣椒挂
墙头……走进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曹市镇
辉山村，一派丰收景象，村民的脸上满是收
获的喜悦。村屋农舍错落有致，青砖、灰
瓦、竹篱笆等当地材料垒成的砖坯墙别有
新意，透露出浓浓的皖北村居韵味。

辉山村曾是曹市镇有名的贫困村，
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户达到149户。但到
了2018年辉山村就实现了脱贫，还荣获

“中国十大乡村振兴示范村”“全国美丽百
家村”等称号；2019年更是被评为“全国旅
游示范村”“全国治理乡村示范村”和“安徽
省重点示范村”，并晋升为国家3A旅游
景区。

短短3年时间，辉山村怎么就有了如
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红色旅游是当地
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特别是皖北最早最
大的抗日烈士陵园——辉山革命烈士陵园
就坐落在辉山村。涡阳县曹市镇党委书记
王雷表示，让落后的辉山村真正“红”起来，
必须挖掘红色资源。同时，让旅游产业带
动发展集体经济，走绿色发展之路。

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文化资
源，辉山村对辉山革命烈士陵园进行了恢
复性建设和保护性开发。抓住全域旅游的
发展机遇，积极争取红色旅游项目，辉山村
与涡阳乐行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成
立了辉山旅游责任有限公司，并将村属集
体土地、荒坡荒沟等固定资产进行整合，初
步评估1000万元用于入股发展，收益按照
4∶6的比例进行分红，实现资产增值和集体
增收。

前不久，辉山村组织开展了“晒秋节”，
村民们用日常生活中的农作物摆出党旗、
五角星等图案，设计出与“红色辉山”相契
合的作品和图像。在增加“红色”旅游内涵
的同时，又通过“晒秋”的方式销售农产品。

此外，辉山村还依托村内交错的水系，
结合当地农业资源优势，流转土地200多
亩种植荷花，打造“荷塘月色”。今年7月
份，辉山村的200多亩荷花竞相开放，日接
待游客超过1500人次。

以前行走在辉山村的街道上几乎见不
到年轻人，大多数村民都去了外地务工。

现在，辉山村热闹起来了，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回到家乡工作。村民牛丹丹告诉记者，
辉山烈士陵园改造后，她回到村里做起了
景区讲解员。“以前在外地务工，每个月只
有三四千元的收入。现在回到村里，年薪
加上补贴，年收入超过7万元。”

在辉山村振兴大街的街头，有一家名
叫“红色记忆”的民宿，这是辉山村的第一
家民宿，其经营者侯虎也是辉山村第一个
回乡创业的年轻党员。侯虎告诉记者，
2017年,曹市镇组织村民外出考察，学习
经营民宿的成功经验。考察回来后，他坚
定了办民宿的信心，并创办了辉山村第一
家民宿，一楼是超市和餐厅，二楼是客房，
现在民宿每年收入超过60万元。

近几年，回乡创业就业的人越来越多
了。辉山村中心校校长孟晓东告诉记者，
村里加大了教育设施设备投入，提升和保
障了乡村教师质量、数量和待遇，完善了学
校的课程设置，加强了管理，优化了教育环
境。全校在校学生数量原来只有100多
人，现在学校共有学生400多人。

推进乡村振兴，就是要充分调动农民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了提高土地
产出效益，辉山村探索多元种植、多业经
营，除了流转土地200亩种植荷花，还流转
土地900亩探索栽种了黄金梨、软籽石榴、
黄桃等经果林。

与此同时，辉山村还有3家纱布厂以
及扶贫车间、爱心超市等10多个扶贫基
地。据美君纱布厂负责人殷美君介绍，来
扶贫驿站工作的都是周边村民，主要工作
就是折纱布、缝纫纱布，每年工资从七八千
元到1万多元不等，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现在，辉山村越变越美、越来越好，村
民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参与建设新农村的
积极性也日渐高涨。辉山村党委书记牛雪
峰说，辉山村将继续加大土地流转力度，在
发展好红色旅游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现代
观光农业，把村落的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
相融合，打造具有历史记忆和地域特色的
休闲旅游服务型村庄，“真正让村民越来越
富，村庄越变越美，产业越来越兴旺”。

安徽亳州辉山村:

红色旅游拓展致富路
本报记者 白海星 周颖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