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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要什么，咱就改什么。”一开春，甘肃省宕昌
县鹿仁村的苗龙平就忙着给自己年前盖的 3 层小楼装
上冲水厕所。

鹿仁村地处官鹅沟生态旅游景区。紧跟旅游市场
需求，倒逼自己掌握挣钱的能力，这是苗龙平心中最朴
素的致富经。

游客需求倒逼藏乡村落用上冲水厕所

杨小桃是鹿仁村一个漂亮的藏族姑娘，前些年为
了挣点钱，她和丈夫不远万里去上海打工。大城市的生
活让杨小桃对生活品质讲究起来。每年春节回家，她都
很难适应老家的旱厕，冬天没有热水洗澡，也让她很不
舒服，有时为了洗澡要跑到 20 公里外的县城。

2014 年前后，宕昌县开始整体建设官鹅沟生态
旅游景区，她决定留下来搞农家客栈。按照县里统一
的设计和标准，在自家安装了冲水厕所和热水器，从
此告别了臭气熏天的旱厕，冬天足不出户也能洗热水
澡。

包村干部杨海涛说，目前村里大多数农户都修建
了冲水厕所，洗热水澡也不是啥问题了。

“不搞这些建设不行，家里以前都是旱厕，没热水，
床单也不干净，不少游客来了一看家里的环境扭头就
走。”苗龙平说。

“这都是参与旅游服务给倒逼出来的。”杨海涛说：
“如果没有旅游业推动，全村普及水厕不知道还得等多
少年。”如今在鹿仁村，做农家客栈和农家乐营生的，
24 小时热水、干净的床铺、冲水厕所应有尽有。

发展餐饮让原来的穷汉摘了“懒汉”帽

为了迎接清明小长假，官鹅沟立界村的老曲忙得
顾不上和记者多说两句话。自家院里新盖的农家客栈
要尽快装修完，另一边，他的大儿子新盖的房子也快要
封顶，他戴着蓝帽子，背着两只手，在两个院子间来回
巡视施工情况。

10 多年前，穷得看不到出路的老曲被沟里人认为
是有名的“懒汉”，地少薄收，又不愿出远门打工，就愿
意守着家过穷日子。

官鹅沟的生态旅游火了，游客日益增多，老曲的思
想活泛起来。他会做饭，炒土鸡的手艺还说得过去，就
在自家两间破屋办起了农家乐。如今他开办的农家乐

销售额在景区已名列前茅，还盖起了 3 层农家客栈，
从此摘了“懒汉”帽，成了当地十里八村的名人。

“其实村里并没有‘懒汉’，很多村民看不到出路
所以不爱动。旅游让食客上门，村民的积极性就被激
发了。”官鹅沟景区管委会主任王福全说。

今年赶在旅游旺季前，老曲就早早下手，收购了
5 万多元猪肉，熏制成了腊肉。村上的人说，“这不够
他卖的，估计还得再外购一些。”

投资旅游市场让村民学会了简单

的融资技巧

和西北大多数贫困农民一样，官鹅沟里的农民
以前都不喜欢贷款。在他们眼里贷款就是负债，没有
挣钱门路，债务就像压在身上的大山。而现在，沟里
但凡开着农家客栈和农家乐的农民，谁家都有几万
元贷款。投资旅游市场让穷苦农民学会了简单的融
资技巧。

宕昌县官鹅沟的游客由 2013 年的 84 万人增加
到 2017 年的 213 万人。“要留住游客，你得翻新房
子、改厕所、装热水器，忙不过来还得雇人，这都需要

钱。”苗龙平掰着指头给记者数，“周围的人都穷，借是
借不了多少钱的。”

杨海涛说，村民虽然缺少资金，但旅游市场前景
好，县里就统筹扶贫资金，为参与旅游业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每家扶持 3 万元，另外还动员农信社开展土地
证抵押贷款，这一下就活跃了沟里的经济。现在拥有
三四十张床位的花花农家客栈、老曲农家客栈都有 10
几万元不等的贷款。对于资金、劳力仍然匮乏的农户，
县里鼓励农村探索合作社经营，村民可以将自家闲置
的房屋入股，合作社统一装修、经营，经营所得收入由
合作社与村民对半分成。

“第一年我就分到了 1 . 3 万元，而且还可以到附近
的县城打零工，这又是一笔收入。”苗龙平说，去年他用
家里的土地使用证作抵押，在当地信用社贷款 10 万
元，加上亲戚朋友的借款，总共 30 万元盖起了一栋 3
层楼房，“虽然有贷款，但我们不慌，景区开在了家门
口，早晚连本带利一起挣回来。”

“脱贫工作要紧盯市场需求。”杨海涛说，过去贫困
户有啥技能，就找啥市场，现在按照市场需求，通过供
给侧思路抓脱贫，反向提升贫困户“造血”能力，脱贫门
路更广阔。 (记者张泽远、王铭禹)新华社兰州电

市场力量倒逼贫困户提高致富能力
甘肃官鹅沟生态旅游区里的脱贫新事

贵州佛顶山：生态护林员全部来自贫困户

“巡山护林每个月有 800 块工资，平时再做点零
工，能好好培养两个娃娃读书。”贵州省石阡县坪山乡
凤凰屯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胡燕对记者说。

胡燕的家就在贵州省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护区 126 名生态护林员全部从贫困户中产生。

近年来，佛顶山保护区加大保护力度，从贫困户中
聘请生态护林员。这不仅有效地保护了生态，还助推了
脱贫。今年 40 岁的胡燕，2016 年 10 月被佛顶山保护
区包溪管理站聘用。

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贵州省石阡县西
南部，地跨 3 个乡镇。保护区内物种丰富。包溪管理
站副站长胡兴军介绍，管理站聘请了 33 名生态护林
员，每人每月开展 20 天巡护。除森林防火，还要巡查
不法分子进山采伐盗猎。管理站对新聘用的生态护
林员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如何识别珍稀植物、村民可
以进山开展哪些活动等。

坪山乡佛顶山村村民胡永江，是因病致贫贫困
户。2017 年 10 月开始，他被保护区聘请为生态护林

员。“按要求做好巡山工作，一年下来有 1 万块收入，
平时还可以兼做点木工。”胡永江说。

胡永江说，必须要管护好森林，世世代代生活在
保护区的村民，都是靠着山和树。过去，村民烧火用
柴，还有的依靠烧木炭增加收入。而这些，早已被旅
游所取代。一些村民对住房进行改造，让山外客人住
宿。在佛顶山村，农家乐开发地方特色菜品，村民逐
渐有了旅游收入。 (记者胡星、汪军)

新华社贵阳 4 月 16 日电

▲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包溪管理站的护林员在保护区内巡护（4 月 13 日摄）。 新华社发（杨文斌摄）

在湘西黄金茶发源地
隘口村，至今还能看到明
代湘西黄金茶交易遗址和
古南方长城沿线专为茶边
贸开设的苗疆要塞等历史
古迹。站在青石残墙前，可
以感受到当时的交易盛
况。

隘口位于湖南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马
颈坳镇，素有“百年苗疆茶
谷”之称。湘西是湖南贫困
程度最深、扶贫任务最重
的地区，吉首作为州府，到
2 0 1 3 年还有贫困人口
43153 人。地处深山的隘口
村是典型的贫困村，在改
革开放初期，全村有 95%
以上村民在贫困线下。

“那时太穷了，茶叶不
畅销，村里有一些老茶树，
但基本没人打理。”隘口村
村支书向天顺告诉记者，
尽管村里种茶历史悠久，
但苦于没有品牌找不到销
路，老百姓种茶积极性不
高，大多选择外出务工，村
子逐渐成了“空心村”。

为振兴家乡，2009 年
念过多年书的向天顺辞去
乡政府公务员的工作，拿
出全部积蓄，回到村里成
立了吉首市第一家茶叶专
业合作社，又发动当地茶
农以茶园入股，全力发展
茶产业。

能人带动下，三年时
间，隘口村依托 130 亩茶
叶母本发展到 4000 多亩
黄金茶。其中，可采茶园
1800 亩。老百姓逐渐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

2012 年，吉首按照“兴茶兴市、富市富民”的发展
思路，大力发展湘西黄金茶产业，推进“一人一亩茶园”

脱贫计划，即农户开发一亩黄金茶，政府无偿提供茶苗
2500 株，每亩开沟撩壕奖补 800 元、深翻奖补 200 元、
稻田开发奖补 500 元连补两年，肥料补助 100 元。

“村党支部又注册成立公司，同时整合相关涉农资
金为原始股份，与合作社签订入股协议，每年按照所占
股资总额的比例分红，通过分红保障茶农的基本利
益。”向天顺说，不断壮大的村集体经济使村民生产生
活条件得到基本改善。

村党支部每年还召集合作社专业技术人员对茶农
进行技术指导，让茶农全面掌握种植技术。多措并举
下，隘口村又发展了 6000 亩黄金茶。

市场销路一下打开，全村大部分群众通过种植茶
叶摆脱贫困。2013 年底，随着精准扶贫概念的提出。吉
首市在选取产业扶贫样本时借鉴隘口经验，将茶叶作
为精准扶贫第一产业来抓，从“稳增长、保品质、树品
牌、拓市场”出发，重点围绕基地建设、产品加工、品牌
打造、茶旅融合四大环节精准施策，陆续出台茶叶奖补
政策，并注册“湘西黄金茶”品牌商标，又将隘口村和旁
边的贫困村玲珑村合并为新“隘口村”。

在改革开放的第 40 个年头，依托茶旅，隘口村摆
脱贫困。在外务工的村民纷纷返乡种茶。

去年下半年，原本已举家搬到吉首市区的张天顺，
看到近年来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好，游客、客商纷
至沓来，决定回乡创业。去年下半年，他把吉首的餐馆
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回到村里钻研茶餐，开了农家乐。

如今，他已经研究出 25 道特色茶餐，游客到村里要去
他的农家乐尝尝鲜。

4 月 14 日，“湘西黄金茶”第四届品茶节在隘口村
举行，张天顺作为村里的代表，为来自全国各地 200 余
名嘉宾准备了 6 道茶餐，用新采的明前茶烹制的茶餐
受到好评。“我打算留在村里，把对餐饮感兴趣的年轻
人聚在一起，教他们做茶餐，让百年茶谷以后有流传百
年的茶餐。”张天顺说。

吉首市扶贫办主任刘筱华告诉记者，“这次品茶节
是吉首茶旅融合发展的一个开端，我们打算用隘口作
示范点，目前已在村里规划了景观台、民宿还有茶餐、
茶具、茶枕等产品让游客身在茶园、住在茶园，在茶园
品茶吃茶餐，打造茶旅融合的产业链。未来将在全市推
广，进而带动乡村振兴。”

(记者张玉洁)新华社长沙 4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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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上，他们靠骆驼过上好日子
4 月的新疆福海解特阿热勒乡还见不到绿意，四

周依旧是戈壁独有的土黄色，但阿曼·木哈买提暗紫色
的“袷袢”长袍和红色荣誉证书却成了一抹艳丽的色
彩。

“这是牧民养驼表彰大会上发的，我的一个，爸爸
一个，我们两个人还拿了 3 万元奖金。”刚刚参加完第
三届边疆牧民养驼表彰大会的他，将荣誉证书放在了
立柜顶上，在哈萨克牧民内心深处，荣誉一定要放在家
里最高处。

骆驼作为丝绸之路的交通符号和运输工具，长久
印在人们的脑海里，驼铃声声也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
富有诗情画意的一大景观。

地处阿勒泰地区的福海县是丝绸之路重要的沿线
城市，哈萨克族占当地总人口数的 45 . 7%，牧民一直以
来都有饲养骆驼的传统。骆驼曾是哈萨克牧民四季转
场的重要搬运工具，随着社会发展，平整宽阔的牧道让
机械转场成为可能，骆驼早已不再担负长途运输的使

命，其角色也已发生转变，实现了从运输到生产的变
革。

敞亮的院子里，东西和南北朝向的两排屋子相
连，摩托车、小汽车停在院外，屋里铺了地砖，现代化
电器也很齐全，屋前的玻璃廊道在夕阳余晖中泛着
橘红色的光……今天的这一切，对于阿曼·木哈买提
一家来说得来并非易事。

他的父亲木哈买提·夏提今年 64 岁，养了几十
年骆驼的他，从未想过驼奶加工后可卖到全国各地，
“很多人都不知道骆驼产奶，因为驼奶放不住，很容
易坏，放在桶里运输的话，一受热桶都会爆掉。”

木哈买提·夏提养过公社的骆驼，养过自家的骆
驼，用骆驼转场搬家，也试过出售驼奶，但是都没有
像现在一样，通过精心饲养近 100 峰骆驼实现脱贫
致富。“之前转场搬家的时候，家里的骆驼需要控制
在 4-5 峰，多了养不起。我的房子在路边，院里漂亮
的骆驼走来走去，过路的人看到了，就会进来问我们

要一点，还会给我们钱。2004 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用
摩托载着驼奶全县跑着卖。2006 年旺源的厂子来福
海，我知道驼奶能赚钱，就跟他们贷款买了母驼，一
年收入 30 万元左右，算是村子里第一批靠骆驼过上
好日子的人。”

每天 20 时左右是挤驼奶的时间。阿曼·木哈买
提的妻子从房子里拎出银色的铁桶和一兜毛巾，往
驼圈走去。阿曼·木哈买提帮着将产奶的母驼赶到一
起，“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厂里规定办了健康证才
能挤奶，挤一峰骆驼用一条毛巾，还有专门的房子放
这些东西，开始觉得麻烦，习惯就好了，吃的东西要
干净。”

新疆旺源生物科技集团自 2006 年成立至今，福
海县的骆驼从原来的 3000 峰增加到目前的 2 万余
峰，而集团的供奶户也达到 5000 户，遍布阿勒泰、塔
城、伊犁等地区，带动至少 2000 余名少数民族贫困
户成功脱贫。 (记者周晔)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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