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住的是最朴素的农民，却组建出高

大上的铜管乐团，奏遍大江南北；这里，不产草

药不产布，却缝制出了享誉全国的马庄香包，

年产值近千万元；这里，曾是一片采煤塌陷区，

如今却变成碧波万顷的国家级生态湿地公园，

化身网红打卡地。这里，就是江苏省徐州市贾

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

这一有着艰苦创业传统的小村庄是如何

实现华丽蜕变的？近日，记者走进马庄村，近

距离观察这个村庄的改变。

一进村，吹拉弹唱的音乐声萦绕耳畔，从

香包中飘来的中药清香弥漫空中。不远处，塔

吊林立，10 多个文旅、农旅项目建设正酣，村

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一切都在

告诉人们，马庄实现了蜕变。

以文化人 面貌变新

“西西拉西多呦，西西拉西多……”在一幢

白墙灰瓦的小别墅院里，马庄乐团的小号手王

娟正在排练新曲。“因为疫情防控演出少了，但

也不能闲着，俺把这幸福日子唱着过。”说话

间，王娟即兴跳起舞来，舞步轻盈，舞姿优雅，

眼前这个翩翩舞者竟是地道的农民。

“农民乐团成立 33年来，先后演出 8000多

场，从田间地头走上了央视春晚，甚至走出国

门，打响了马庄的知名度。”马庄乐团团长孟辉

说，农民乐团坚持演农村事、说农家话、道农民

情，他们不仅是文艺表演团，还是政策理论解

读员、时事政治宣讲员、法律法规宣传员。

“文化兴村这条路，我们走对了。”马庄村

原党委书记孟庆喜回忆说，上世纪 80年代，依

靠采煤，马庄农民的腰包逐渐鼓起来，但精神

空虚、思想混乱等问题随之而来，村两委决定

以文化润村的方式把农民精气神“聚”起来。

“当时拿出 3万多元组建苏北第一支农民铜管

乐团，遭到不少人质疑，但我们坚信，增强乡村

文化自信与发展经济相辅相成。”孟庆喜说。

如今，马庄文化队伍不断壮大，先后组建

了百人锣鼓队、民俗文化表演团等，村里近一

半的农民经常参加各种文化活动，活动内容层

出不穷。为此，村里添建了图书馆、文化广场、

文化礼堂、村史展览馆，常态化举办电影放映、

文化科学知识讲座等，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

享的浓厚文化氛围。

行走马庄，记者感受到由乐团掀起的“文

艺风潮”改变了村民的素养气质，幸福、自信、

乐观成了当下马庄人的精神风貌。

去旧立新 乡村变美

在马庄文化礼堂二楼向东眺望，长长的休

闲 广 场 尽 头 ，连 接 的 是 国 家 4A 级 旅 游 景

区——潘安湖湿地公园，波光粼粼的湖面上，

游船穿梭，点缀其中。

“过去的坑洼采煤塌陷区变成了碧波万顷

的大湖，这是怎么做到的？”当年，最早返乡在

景区当船娘的村民朱雪宁见到老孟书记，第一

句话就问。

“马庄经历过两次转型，2001 年，马庄

所有煤矿全部关停，产业从地下转到了地

上，建起了化工厂、水泥厂等 16家企业。到

2013 年，这些企业也陆续关停了。”孟庆喜

说，2012 年，贾汪区在面积最大的一块采煤

塌陷地上，建成了 1.1 万亩的潘安湖湿地

公园。

依 靠 着 湿 地 公 园 ，马 庄 村 能 做 什 么 ？

“发展旅游。”马庄村党委书记毛飞说。

在马庄下设的自然村——真旺村，柏油

马路整洁宽阔，精美别致的文化墙上，门楼

子挑起飞檐，搭在新改造的乡村别墅青砖黛

瓦上，尽显乡村之美。

“这两年，村庄整治全面升级，每个自

然村都打造成特色建筑群落。随着一批休闲

采摘、农旅观光、特色民宿项目建成，这里

成了网红打卡地。”毛飞说，以湿地公园为

依托，以乐团和香包为招牌，马庄村容村貌

脱 胎 换 骨 ， 2020 年 吸 引 了 40 万 人 次 来 村

旅游。

产业兴村 口袋变富

因为香包销售火爆，马庄香包传承人王

秀英老人开了一家香包工作室。去年，店里

来了一位大学生徒弟——王秀英的孙女孙

歌尧。

“回来传承手艺，希望能给香包注入新的

活力。”在孙歌尧的指引下，记者看到，由她

设计的钥匙扣、项链、十二生肖造型的香

包，融入了时尚和青春的元素。

小小香包，看似不起眼，背后却蕴含了

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产业。

马庄村村委会北侧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院

落，院内建有香包制作室、体验馆、研发工

作室和香包展示销售馆。2018 年，马庄村将

2000 多平方米旧厂房改造成香包文化大院，

将香包生产推向了一体化。

“院里常驻工人有 60 多名，村里还有 100

多户、300 多人直接从事香包生产销售。2020

年马庄香包产销实现逆市增长，产值近千万

元，从业人员年均收入超 4万元。”马庄村文旅

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厉慧卿高兴地说。

更让马庄村村民兴奋的是，投资上亿元

的马庄文化大集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今年下

半年将投入使用；1912 马庄红街建设任务过

半；以补齐香包产业链为背景的观赏药材种

植将见成效……

“这些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提升马庄的旅游

品质，马庄‘旅游饭’端得就更稳了。”毛飞

说，“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走文化立

村、文化兴村道路，守护绿水青山，积极发

展特色产业、生态旅游，打造金山银山，让

群众脑袋口袋一起富。”

在马庄村，似乎人人都有忙不完的幸

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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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庄 三 变马 庄 三 变
——江苏徐州贾汪区马庄村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 蒋 波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

了全面胜利，乡村振兴的美丽画

卷正徐徐展开。江苏省徐州市贾

汪区马庄村作为“全国文明村”

“中国十佳小康村”，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成效明显。昨日的小村庄

如何实现华丽蜕变？经济日报记

者走进马庄村发现，通过大力发

展乡村产业、积极开展生态建设、

不断丰富民众精神文明，这里已

形成富裕文明、安乐祥和的喜人

局面，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佼佼者。

风景宜人的马庄村新貌。 （资料图片）

春到南疆，乡村产业发展

充满生机。在新疆库车市阿拉

哈格镇吐格曼拜什村蔬菜基

地，村民吾休·阿尤甫正在自家

承包的蔬菜大棚忙碌，这里的

西红柿、莜麦菜长势喜人。

阿拉哈格镇交通便利，但

也存在地少人多的短板。如

何将有限的土地高效利用起

来，让寸土“生金”，是该镇的

一件大事。在推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过程中，当地因地制

宜，将乡村产业发展融入附近

县市市场需求中。

吾休·阿尤甫就是前不久

承包下 5亩蔬菜大棚的。对于

管护好大棚，他信心十足。原

来，当地请来了山东蔬菜技术

人 员 进 行“ 一 对 一 ”技 术 帮

扶。“经过技术人员指导，西红

柿套种莲花白、莜麦菜的模式

已经见到效益了。”吾休·阿尤

甫高兴地掰着手指头给记者

算账：提前上市的莲花白和莜

麦菜已带来了 5200元的收入，

4月份西红柿上市后，1亩地产

量 8 吨多，按每公斤 3 元计算，

每亩地收入能达到2.4万元。

“乡村产业融入县市需求

发展的优势正在显现。”阿拉

哈格镇党委书记代东援说，针

对库车市及周边县市对蔬菜

的需求，镇里采取“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

把周边 5 个村建成连片绿色蔬菜产业带，使全镇绿色

蔬菜面积达到 1500亩，直接辐射带动 2000余户群众实

现增产增收。除了将乡村产业发展“融”入县市市场需

求外，该镇产业间的融合发展也在加速。

最近，干了 8年兽医的镇畜牧兽医站站长司马义·

阿卜杜力把办公点放到了村里的万头牛养殖基地。“现

在村民的牛都集中到万头牛养殖基地，在这里上班可

以更好地配合养殖户观测牛的生长情况。现在全镇存

栏牛1.8万头，每头牛日均增重约1.8公斤。”

万头牛养殖基地还惠及种植业。吾休·阿尤甫蔬菜

大棚用的生态肥就来自养殖基地。目前，阿拉哈格镇牛

粪生态肥年产量达 1.5 万吨，售价为每吨 300 元，成为

当地设施农业、林果业等产业主要用肥。

“生态立镇、绿色强镇”是阿拉哈格镇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引领跨越式发展的风向标，按照“一村一品、一

乡一业”发展格局，该镇用好“融”字诀，以“农牧循环、

绿色发展”为着力点，深入推进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

现代农业，在产业体系上，重点打造绿色粮食、绿色蔬

菜、绿色西门塔尔牛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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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仍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

和睦和谐”为主题，坚持现场拜祖和网上拜祖相结合，黄

帝故里拜祖与境外分会场拜祖统筹联动。大典共九项仪

程，分别为：盛世礼乐、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拜

礼、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拜、祈福中华、天地

人和。

大典通过主流媒体及十八地市广播电视台进行现场直

播，并插播境外拜黄帝大典镜头、网上拜祖盛况。此次大

典引入黄帝文化、黄河文明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宣传，以

短片的形式展现具茨山、双槐树、大河村、裴李岗等文化

遗址。同时，多元创新优化全球华人网上拜祖祈福平台，

开发了姓氏林、黄河水积分、古装主题换脸、VR 全景模

块。邀请来自海内外的华夏儿女在互动平台上祈福中华，

共拜轩辕。

·广告

轩辕黄帝是中

华 民 族 的 文 明 始

祖，三月三拜轩辕，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肇始春秋，绵延

至今。

2021 年 4 月 14

日，农历三月初三，

辛丑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将在郑州新

郑黄帝故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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