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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3 月 2 日电(李倩薇、康锦谦)“没想到一个
村子的灯会办得这么热闹！”成都市民刘申云是个灯会迷，
看过上海、自贡、绵阳等地的灯会，这次在成都市新都区军
屯镇静平村看到村里办的灯会，他有点惊讶。

今年春节，静平村办起了灯会，全部由村民自主投资、
运营。占地近 500 亩的园林里，摆放着 130 多组灯，其中以
“桃园结义”“火烧赤壁”“挥泪斩马谡”等经典的三国故事灯
展最引人注目。

“军屯镇因三国名将马岱在此屯垦修营、为蜀国提供后
勤保障而得名，静平村还曾在 1972 年挖出古城墙遗址。我
们这次灯展也以三国文化为主题。”村支书许安云告诉记
者，2 月 11 日晚试灯以来，20 天来已吸引近 6 万游客。

考虑到是第一年办灯展，投入还不小，为了减少村集体
的风险，静平村几个在外做生意的农民股东自掏腰包，投入
750万元，从以灯展闻名的四川自贡请来专业彩灯制作公司。

“我们之前预计第一年肯定要亏钱，而且村委会的工作
量也会增加很多。为什么还要干？就是想摸索一条‘产业兴
村’的路子。”许安云坦言。

静平村是个集中安置村，2011 年将土地流转出去后，
村民每亩土地每年可获 1000 多元收入。不用农忙以后，村
里年轻人出去打工了，但更多 40 岁以上的农民不愿打工，
无事可做后很多人爱上了打牌。

“静平村处在成德大道上，有区位优势，军屯镇又有丰
富的三国文化资源，春节期间办灯会，可以覆盖成都以北、
包括德阳绵阳在内的广大区域，没准可以走出一条‘灯会+
乡村旅游’的新路子。”这一想法得到很多村民认可。

去年 12 月 3 日，140 多人的制灯团队入驻村里，许多村
民也自发前来帮忙，忙碌两个月后，“扎”出了四川省内灯会
最长的 286 米“城墙”，大手笔制作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游客。

“有企业提出以 40 万元冠名灯会，我和村民股东们商
议后拒绝了，因为我们在意的是做出好的影响，打造品牌。”
许安云说，他们向村民发了 2000 张参观票，还动员村里和
镇上的企业、村民来免费摆摊设点，将农产品、稻鱼米、花卉
借助灯会更好地展销出去。

灯会带来了人气，也坚定了大家的信心。“自贡过去每
四年办一次，现在年年都办，说明灯会很有市场需求。”许安
云说，最近计划开村民议事大会，与设计团队一起，以三国
文化为主题，对村子进行全盘规划。

静平村还将依托隔壁村每年夏季打造的 3000 亩紫薇
花会，以及本村已落成的水上乐园带来的人气，动员村民办
餐馆、开民宿，将静平村打造成一个集休闲、文旅、餐饮于一
体的农村旅游目的地。“接下来有得忙了。”许安云笑着说。

新华社西安 3 月 2 日电(记者
张斌)穿着白衬衣、黑马甲，皮鞋擦
得倍儿亮，留着时髦的背头，50 岁
的农民刘家华和人聊天时爱笑，显
得温顺极了。

“这还是那个没事儿就和村里干
部对着干、跟镇党委书记摔文件、看
什么都不顺眼的‘刺头’刘家华吗？”面
对这个熟悉又陌生的老乡，不少春
节刚回村不久的乡亲一时狐疑。

顺着陕西白河县城边的一个岔
路进山，绕 10 多个弯后，接近山顶
一块难得的平地就是刘家华开业不
到一年的小卖部。

白河地处秦头楚尾，这里“土无
三寸厚，地无百亩平”，是国家重点
扶持的贫困县。刘家华的小卖部是
2017 年 5 月 1 日建的，小卖部里除
了日常生活用品，还堆放着米面油、
化肥等。

“镇政府给我帮忙贷款 5 万元
才建好小卖部，这是我们安槐村唯
一的一个。”刘家华说，“最近要播种
了，化肥卖得最好，这几天还得去县
城进趟货呢。”

遇到前来买货的乡亲，刘家华
总是热情招待，别时还不忘寒暄几
句。有人钱不够，刘家华也愿意赊
账。看着这个说话细声细语，见人还
打招呼的老乡，乡亲们确定，他真的变了。

“刺头”早前并不幸福。1988 年，刘家华结婚，后妻子因
故早逝。1998 年，二婚妻子嫌他家里穷，离婚了。自此，他开
始离乡打工，很少再回村里。

“以前在煤矿上，有时一个月也挣几千元，但一停工，就
得吃几个月老本儿。”停工的时候，他开始转场到别的煤矿，
“背着铺盖卷到处找活儿的滋味没法说。”

2015年，刘家华已经 47岁，他开始有了回乡安家的想法。
这一切源于他通过网络认识的一个对象，“聊得来，人也好”。

“人家是想跟我过日子的，可我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咋
办嘛。”看着 2004 年盖的老房子残破不堪，墙皮掉了一地，身
为贫困户的刘家华很焦虑，“害怕人家瞧不上，不跟咱。”

不久，无处发泄的焦虑让他浑身开始长刺，进而找茬。
家里没水吃，他找到村支书，还没等对方开口，就怼得对方
哑口无言；村里选贫困户，他认为不公平，去找镇党委书记，
当面就把文件摔在地上。他还为村里人打抱不平，但方法不
对加上怒气冲冲，反而吃力不讨好。

忆及旧事，刘家华显得不好意思：“那时候就觉得家里
穷，门户没立住，村上看不起我，心里就有气，也爱钻牛角
尖，遇到一点事，就容易放大，想要引起人家关注。”

白河县城关镇林业综合站站长曾立明是刘家华的对口
帮扶干部。“前几次来看他，人家也怼我呢。”曾立明说，“开
始我给他讲政策，他老打岔，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人心并不
坏，就是对自己不满意，心里压抑着呢。”

“以前他在外有活干，现在回乡来无事可做，而且还面临
娶媳妇的难题，所以给他寻个事儿干才是当务之急。”曾立明
说，刘家华年纪不大，而且能言善辩，当时村里缺个小卖部，就
考虑帮他开一个，一来方便村里人，二来还能给他增加收入。

“小卖部每个月能净挣 1500 元，再加上 6 亩玉米和黄
豆。”过年前刘家华一盘算，一共收入 2 万多元，不但脱了
贫，“日子还过到了别人前面。”

“现在门户立住了，村里都瞧得上我，我还是‘自强标
兵’。”去年 12 月，曾经的“刺头”站在了领奖台上，拿着获奖
证书，骄傲极了。“一个镇就选一个，我是我们镇的代表呢。”
谈起领奖的过程，刘家华滔滔不绝。最让刘家华高兴的是，
镇上还对他家 3 间危房进行了内外改造。“前一阵我把对象
接来了，人家满意着呢，这下我心就放到肚子里了。”刘家华
说，“除夕就是在新房过的，炒了 12 个菜。”

“今年我打算再种 2 亩莲菜，鸡场也盖好了，准备养
200 只鸡苗，还要接着烤甘蔗酒，看样子今年是闲不下来
了。”刘家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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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三国村”的

文旅产业兴村梦

新华社记者王念、张周来、唐荣桂

种了一辈子田的壮族老汉廖道永没有想
到，如今，春耕、夏作、秋收、冬藏……传统农
耕文化吸引八方游客，火爆的农耕文化旅游
成为富民大产业。

廖道永家住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
平安村。在大山深处，壮族村民把寨子建在山
脊上，梯田从山脚延伸到山顶。按照时令，眼
下还不到春种的时候，但 1 万多亩梯田大多
已翻犁完成并蓄满了水，远看如片片明镜。

平安村的壮族同胞过去穷，是因为种田；

现在富，也因为种田，只是今昔“种法”不同。

平安村党支部书记廖元壮介绍说，从困守薄
田到发展特色农耕文化旅游，村里实现了脱

贫致富的跨越，2017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近 5
万元。

廖道永回忆：二三十年前，一家人面朝黄
土背朝天辛辛苦苦种一季水稻，亩产不过四
五百斤。“过去青黄不接时，家里要短上一两
个月的粮食，要么靠政府救济，要么硬着头皮
去亲戚家借粮周转。”

“自从政府开始搞梯田旅游开发，情况就
变了。”廖道永说，平安村的梯田景观和农耕
文化名声越来越响亮，从四面八方来的游客
越来越多，乡亲们的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

据专家考证，平安村梯田有 2000 多年的
历史。先民们为了解决粮源，在陡峭的山坡上
开垦梯田种植水稻，逐渐形成了梯田景观。当
地特色农耕文化也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1999 年，平安村通了公路，“山门”大开。
村民在政府引导下依托独特优势发展乡村旅
游。海内外游客或在古朴的寨子里漫步，或登
上山顶观赏梯田、山寨风光。目前，寨子有 120
多家旅馆和民宿客栈。每逢三月长发节、五月
开耕节、六月梳秧节、七月晒衣节、十月开镰
节等传统节日，寨子里的旅馆客栈家家爆满。

特色农耕文化旅游如何做到一年到头热
度不减？廖道永说，“除了梯田风光，‘种田’的
吸引力也不小，从种到收十多道工序都有看
头。有的游客看着看着就兴奋了，干脆下田体
验一把。”

平安村的梯田大小相间。开耕时节，壮家
人绚丽的服装与山色田园相映成趣，构成靓丽
的风景。立春后，犁过的水田镜面一般；谷雨时

节，绿绿的秧苗随风摇曳；秋日天高云淡，稻
穗金黄……无论是翻耕、耙田、梳秧、插秧，
还是割禾、脱粒、晒谷、入仓，都吸引游客。

廖道永的妻子廖昭敏性格开朗，快人快
语。她告诉记者，儿子和女儿都已经大学毕
业，儿子负责接送客人，远嫁到广州的女儿
通过互联网处理来自海内外的订单，她自己
管理客房和餐饮。“老头子嘛，还和过去一样
种田。不种田怎么搞农耕文化旅游呢？！”

说起上一年的收入，廖道永夫妇说，
“没什么好打埋伏的”，从村里拿到旅游收
入分红 2 万多元，种水稻有补贴，大头是家
里的客栈生意，12 间客房常常客满，一年
下来总收入超过 70 万元。

新华社南宁 3 月 2 日电

同样种田，昔日受穷如今富
广西壮寨：农耕文化旅游成富民大产业

新华社沈阳 3 月 2 日电(记者张倵瑃、张
逸飞)“没有哪个冬天像今年这么盼着下雪！”
王崴子村村民林娟对记者说，“这个冬天，每
次下雪都等不到雪停，村里的男女老少就开
始把村里的雪往龙道沟里面运。”林娟所说的
龙道沟是 2014 年在时任村委会主任林玉安
张罗下，全村 1000 多人集体入股打造的休闲
旅游景区。从 2016 年开业以来，龙道沟就成
了全村人最上心的地方。

王崴子村地处长白山余脉的辽宁省本溪
满族自治县碱厂镇，是一座只有 420 户庄稼
人的小村庄。“若在以前，大雪封山后，没人会
到这山沟里来，而如今村民们你一锹、我一
铲，修出了一条 1000 多米的雪道，谁也没想
到这里的冰雪旅游在冬天异常火爆。”林玉安
越说越兴奋。

“这个雪道有坡度还有拐弯，速度很快，
很刺激。”来景区滑雪的李海涛刚从滑雪圈里
站起来，就迫不及待地往坡上走，准备再滑一
趟。和他一起来的还有 6 岁的小孙子。李海涛
告诉记者，春节到现在他已经来了 3 次，每次
回去，孙子都说没滑够还要来。

王崴子村曾有大大小小 60 多个煤矿，全
村 85% 的村民端的都是“煤饭碗”。村民们觉
得挖煤风险大，上班时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他
们也不想再挣这“黑钱”，但一直找不到新的
出路。现为龙道沟景区董事长的林玉安说起
靠挖煤起家的往事感慨万千：“靠矿山吃饭，
就怕出事，半夜里听见手机铃响都害怕。我管
理六七个矿，但一年只产 15 万吨煤。前些年，
国家加大治理力度，小煤矿陆续被关停，

2007 年我也下狠心给关了。刚关的时候还有
点失落，不知道以后能干啥，谁知道机遇就孕
育在 10 年前的一步‘闲棋’之中。”

林玉安所说的“闲棋”就是龙道沟上漫山
遍野的林子。10 年前，王崴子村很多村民打
起了砍伐林木的主意，最疯狂的时候，成规模
的盗伐队就有 4 支，将近 100 人。作为村委会
主任，林玉安觉得这么砍下去不是事。

“当时村里想封山育林，不让以砍树为生。
这可惹恼了盗伐队的人，有的甚至堵在我家大

门口要打我，说我断了他们的财路。”林玉安回
忆道。不过顶住了巨大压力的林玉安到底还是
保住了林子，王崴子村的生态渐渐得到修复，
一年四季都是景。依托 10 年积累下来的森林
资源，龙道沟走上了一条生态旅游之路。除了
冬天能滑雪，秋天里放眼望去，满目深红出浅
黄，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村民刘仁珠告诉记者，龙道沟不仅有红
枫，还有红色基因。“龙道沟曾是杨靖宇将军
率领的抗联武装的重要活动基地，这里保存

有当年的抗联密营遗址，已经被县里纳入
重走抗联路红色旅游必经线路。”刘仁珠说
起来一脸自豪。

有了产业带动，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看到记者路过门口，77 岁的金玉林主动招
呼记者进屋坐坐。老人说：“这几年王崴子
村变化太大了，路面硬化了，沟渠治理了，
河道清淤了。最重要的是我家 8 口人住进
了新房。”说到新房子，金玉林的老伴赵强
也是乐得合不拢嘴：“原来的老房子下雨就
漏，最多的时候，我们找出 21 个盆接漏进
屋里的雨水，那些日子就别提了。多亏后来
村子出资 3 万块钱给我修房子。现在外村
的女婿过年都要到我家住两天。”

除了成立旅游景区，林玉安还养牛养
猪，搞光伏发电，用这些产业的盈利来扶持
景区发展。他的产业每年利润 100 多万元，
还带动附近 200名村民就业。碱厂镇党委书
记刘景海告诉记者，王崴子村在外地打工的
128 名村民都返乡了，他们有的在景区打
工，有的依托景区卖土特产、开农家乐，最后
还参与分红，年底一算账，比出去打工划算。

本溪县委书记何庆伟认为，王崴子村
为增加集体收入、致富一方百姓、实现乡村
振兴提供了一条新路径。他说，这个村过去
靠山吃山，干的是挖煤、砍树的活儿，做的
是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的营生，挣的是不光
彩的“黑金”。现在村民摇身一变成了股东，
虽然还是靠山吃山，但靠的是冰山雪山、绿
水青山，挣的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白
金”，大家心里头敞亮。

扔掉昧心“煤饭碗”，赚起洁净“雪山钱”

一个东北小山村的黑白变迁

新华社拉萨 3 月 2 日电(记者杨三军、张
京品)海拔 5373 米，年平均气温零下 7℃；空
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 40% ……这里就是
我国海拔最高乡———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
子县普玛江塘乡。恶劣的生存环境，挡不住普
玛江塘人追求幸福的步伐。

担当，让普玛江塘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

有人说，普玛江塘找不到山，因为这里就
是山顶上。

高海拔的恶劣环境对身体的损伤是显而
易见的，但乡党委书记格桑确拉在这个山顶上
已经坚守了 1000 多个日日夜夜。虽然只有 36
岁，脸上却“饱经沧桑”。4 年前，格桑确拉主动
申请从低海拔地区到普玛江塘工作。他说：“艰
苦地区的老百姓更需要发展，更需要干部多带
头、多吃苦、多想办法！”走村入户宣讲党的政
策，引导群众摒弃“等靠要”思想，调解矛盾纠
纷……格桑确拉生怕自己浪费一分一秒。

和格桑确拉在一起的还有 33 名乡干部、
1000 多名村民、公安边防派出所官兵……

普玛江塘毗邻不丹，是边境乡。常年踏冰
涉雪巡逻、守卫国土是边防官兵最主要的任
务。乡公安边防派出所所长索朗达杰说：“这
里是生命的禁区，但在这里更能感受到我们
的价值。”干部、官兵的坚守和奉献，让群众有
了更多的安全感和获得感。2017 年，普玛江
塘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0903 元。

责任，延伸了普玛江塘人的生命

一组数字反映出普玛江塘的生存环境：
2014 年，这里人均预期寿命仅 45 岁，因此，
只要超过 60 岁就可以享受养老保险，但很长
一段时间没有人能拿到。

这件事让乡里的干部揪心无比，他们反
映了这里的实际情况。2017 年，上级部门把
普玛江塘领取养老保险的年龄，从 60 岁下调
到 50 岁。全乡领取养老保险的人数，从过去
的 0 变成了去年的 77 个。

春节前夕，萨藏村 52 岁的村民拉巴平托
领到了 900 元养老保险。她说：“感谢党和政
府，让我提前领到了‘养老金’。”

在这里工作的医务人员，则是想办法提高
普玛江塘的人均寿命。2014年从西藏藏医学院
毕业的“90 后”旺扎，放弃留在拉萨工作的机
会，来到普玛江塘乡卫生院工作。家人劝说他
调走，他说：“这里的病人需要我，我不能走。”责
任与爱心汇聚，已结出硕果：最新数据显示，普
玛江塘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 54 岁。

坚守，让普玛江塘百姓过上

幸福生活

对于桑杰来说，2017 年是终生难忘的一

年。这年秋季学期，普玛江塘乡小学整体搬迁
到了海拔 4500 米的浪卡子镇完全小学，海拔
降低了近 1000 米。

桑杰在普玛江塘乡小学当老师已 12 年
了，他原本有多次调离的机会，但他都选择了
留下。

桑杰曾对记者说，为了普玛江塘的孩子，
他不会走的，但他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孩子们
能到海拔低一些的地方上学。

“为了这一天我等了 12 年，感谢党和政
府对普玛江塘孩子们的关心关怀。我要更加
努力上好课，让孩子们健康成长、早日成才。”

桑杰说。
国家对普玛江塘的支持逐步加大。去

年，投资上亿元的普玛江塘边境小康示范
村工程正式动工，283 户群众今年将搬进
钢筋水泥结构的新房。

普玛江塘乡 35 千伏输变电工程投入
使用，农牧民告别了电压不稳、频繁停电的
日子。

格桑确拉说：“从脱贫到全面小康，我
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坚信，在党中
央的亲切关怀下，普玛江塘一定会和全国
一道实现全面小康。”

在海拔最高乡追求幸福之路

大图：普玛江塘乡那木其村民在海拔 5000 米以上的牧场里放牧牦牛（1 月 14 日摄）。

小图：普玛江塘乡萨藏村 52 岁的村民拉巴平托抱着孙子在自家阳光房里晒太阳（1 月 14 日摄）。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 2 月 25 日，游客在龙道沟景区内的雪道滑雪。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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