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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5 月 23 日电(记者王振宏、于
力、洪可润)长得好好的 67 亩板栗树，毫不犹
豫全部砍掉，换种上了只有 30 厘米高的红松
苗。陈希金在 12 年前的这一举动，被全村的
人都认为是“疯”了。可 12 年后的今天，看
着苍翠挺拔的红松林和出产的光亮饱满的松
子，加上一年 6 万多元的收入，乡亲们不得不
佩服老陈算明白了 67 亩山林账。

而在陈希金的心里，算的不仅仅是经济
账，更是一笔生态账、长远账。

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石柱子村山多地少，
种板栗有 40 多年光景，是远近闻名的“板栗
之乡”，全村最多的时候种植了 13000 亩板
栗。板栗虽然种得多，可村民们并不富裕。

2004 年，陈希金当选了村委会主任，让
乡亲们早日脱贫致富是他最大的心愿。陈希金
知道，村里种的板栗受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制
约，上市晚、价格低，村民忙了一年，一亩板
栗也就收入二三百元，只赚个工钱。

让陈希金更忧心的是，板栗树对当地水土
造成严重的破坏。每到夏天，“下一场大雨去

掉一层皮”，黑土层越来越薄，“不仅板栗
的产量和质量逐年下降，到最后满山光秃秃
的，就剩下沙子和岩石，农民说这叫‘种地
种下坡了’。”回忆当时的情景，陈希金下
了决心，这样的事决不能再干了。

听说辽宁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正在研究
红松嫁接，陈希金马上带领村干部去考
察，得知嫁接后的红松比当地野生的提前
10 年结果，松子的单位面积产量增加 3
倍以上，他和村干部眼前一亮。 2005 年
春天，陈希金从专家那里拿回 30 棵接穗
和当地野生红松树苗进行嫁接实验，当年
秋天，看到有 28 棵树苗茁壮成长起来，
陈希金的眼睛湿润了。

陈希金认准了这些不起眼的小树苗，能
够给全村铺成一条长远的致富路。可真要干
起来，村里的百姓还是拿捏不准，谁也不愿
意先冒这个险。有的说：“我年纪大了，等
见到钱那一天，我也完了。”还有的说：
“板栗虽然挣钱少，毕竟是个来钱道，种了
几十年了，不舍得砍掉。”

为了消除村民的疑虑，陈希金和 4 个
村委会干部利用冬闲时间，带着小黑板，
骑着摩托车，顶风冒雪为村民讲课。一次
因为路滑连人带黑板从摩托车上摔出了老
远，粉笔摔得粉碎。而当讲课时听到村民
发自内心的掌声，陈希金感到自己的苦没
有白吃。

要给村民们打个样，陈希金决定砍掉自
家全部 67 亩板栗树，第一个种上了红松
苗。砍树遭到了老伴儿唐振芬的强烈反对：
“你一下子全砍了，让全家人怎么活？”他
理解妻子的心情，也理解村民的苦衷，他更
懂得栽种红松能够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效
益长远，如果自己都砍不下去，石柱子村将
来就会失去青山绿水，脱贫致富也遥遥无
期。

考虑到大部分村民不愿意砍掉板栗树
的实际，也考虑到红松苗生长期间村民们
的收入来源，陈希金又想出了“逐步取代
法”，先在板栗树间种红松苗，等红松长
成见到了果实，再把板栗树砍掉。 2006 年

春天，在陈希金的带领下， 8000 亩的红松
苗栽种到了板栗树间，也种下了石柱子村
的希望。

12 年后，石柱子村换了一番景象。唐
振芬看到 67 亩红松已成一片绿色的林海，
高兴地说：“去年就收入 6 万多元，今年
赶上果实结得多，挣上 10 万元没问题。”
很多早期栽种红松的村民也尝到了“甜
头”， 69 岁的村民沙德州逢人便说：“我
小时候听说过摇钱树，现在是开眼界了，
红松树就是摇钱树呀。”第 3 村民小组组
长张祥在陈希金的劝说下，砍掉自己 80 多
亩的板栗树，全部种了红松，现在他几乎
天天上山看树，算计着每棵树能结多少松
子。

放眼石柱子村周围群山，有的是红松林
带来大片大片的新绿，有的是板栗枯枝树下
呈现出的点点绿色。“现在村里还有 2000
亩板栗树，我们都在树下种上了红松树苗，
真希望‘板栗之乡’早日变成‘红松之
乡’。”陈希金说。

辽宁“板栗之乡”砍板栗的背后

据新华社哈尔滨 5 月 23 日电(记者李凤
双、管建涛、王建)鱼皮做手工艺品、鱼骨做挂件
挂扣、鱼松成热销食品、鱼刺作为佩饰、鱼鳞加
工成画、鱼头鱼肉招待游客……在赫哲族人王
海珠眼里，鱼的全身都是宝，昔日以渔猎为生的
赫哲人，如今打造“全鱼宴”，转向文化全产业
链，不仅增了收，还传承了赫哲传统渔猎文化。

有着五千余人的赫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
民族之一，主要聚居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鱼皮衣、鱼
皮画等民族文化。

为弘扬独具特色的赫哲民俗，黑龙江省同

江市八岔赫哲族乡新强村还开办了赫哲手工
艺品培训班，培训手工艺品能手 50 多人，研
发制作精品鱼皮画、鱼骨挂件等手工艺制品。

王海珠就是当地一名制作手工艺品的巧
姐。她一直在自己的手工作坊里制作鱼皮画、
鱼皮衣售卖。近两年，她从小手工作坊里走出
来，创办了海珠手工艺品合作社，把鱼全身的
价值都挖掘出来，做长鱼的产业链，带动更多
赫哲族人增收。

走进海珠手工艺品合作社，王海珠和她
的徒弟正在剪鱼皮，桌子上摆放着大小不等
的鱼皮、鱼骨、鱼刺等。墙上挂满了各类用鱼

皮做的手工艺品，包括赫哲族特有的鱼皮衣、
鱼皮靴、鱼皮画等。平时，王海珠还请了几位
赫哲族手工艺品老师，免费教学员，开网店卖
成品。

“你看这就是用鱼骨组成的挂件，价格不
贵，一串 20 元，很受游客欢迎。”王海珠说。

赫哲族人的美食离不开鱼，不尝鱼松就
不算到过赫哲族人家。王海珠还是个制作鱼
松的高手。在她家，一盆刚做好的鱼松还冒着
热气。据王海珠介绍，鱼松是增收的重要来
源，每 7 斤鱼肉能炒出 1 斤鱼松，而炒一锅鱼
松，至少需要 6 个小时，去年每斤鱼松 100

元，今年达到 150 元。
“鱼松最受游客欢迎。冷却后包装好，通

过网络卖到了广东、深圳等地。”王海珠说，去
年卖了 1000 多斤，收入 10 多万元，今年预计
会更多。

说话间，三名复旦大学的社会学研究生
来到海珠手工艺品合作社，他们正在做一个
赫哲族审美趣味研究的课题。课题组博士生
孙岩说，他来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已 10 多
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渔猎文化，对这
些文化的挖掘，将带动更多赫哲族人增收致
富。

赫哲巧姐痴心文化“全鱼宴”

据新华社成都 5 月 22 日电(记者张海磊)
五月下旬，大山深处，凉风阵阵。四川绵阳市平
武县关坝村的巡护队出发了，他们沿关坝沟前
行，安装、检查红外相机，查看流域内的林地、水
源和野生动物。

平武县是“5·12”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也是
全国贫困县，县内的关坝村地处长江上游水源
林地，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96 . 3%。
“近几年，金丝猴、野猪、羚羊、野生大熊猫都是
红外相机里的常客。”巡护员李芯锐说。

然而，2013 年以前的关坝沟很难见到野生

动物的踪迹，河里的冷水鱼也几乎绝迹。关坝
村的传统生计是打猎、挖药、电鱼，村民靠山
吃山，村里的生态环境每况愈下。

从 2011 年开始，包括李芯锐和乔良在内
的 7 个返乡关坝人一拍即合：要把家乡变回
原来的样子。

2013 年，他们接过了以前主要由老人参
与的山林巡护工作。“每月巡护一次，红外相机
不仅用来监测关坝村的生态，也监测那些盗
猎、捕鱼、挖药材的人。”李芯锐说，“村民自愿
报名参加巡护，一天 140 块钱。”巡护的同时，

他们也开始在关坝沟里人工增殖放养冷水鱼。
“巡护不是把山林封起来不动，得让老百

姓从生态保护中脱贫。”竞选上村主任的乔良
开始考虑持续发展的问题。

2017 年关坝村制定了村规民约：不许在
关坝村打猎、挖药材、电鱼，违反者不能得到村
级合作社的分红。每个村民都在公告纸上签了
字。村里第一次分红，每人分得了 250元。村民
分红除了合作社的提成，还有一部分来自出售
冷水鱼的收益。“钱虽不多，但村民们看到了绿
水青山真的能变成真金白银。”乔良说。

目前，关坝村村民收益中，15% 来自生
态效益，关坝村共 137 户 394 人，去年人均收
入近 1 万元。

“我们的生态脱贫将迎来升级，老百姓从
生态保护中受益的速度将会更快。”据乔良介
绍，在互联网企业的支持下，网友不仅可以在
线支持巡护等生态保护行为，还能购买当地
的农产品，帮农民实现增收。近期，关坝村的
优质蜂蜜已经受到了网友的关注。

“同样是靠山吃山，钱包鼓了，家乡也变
回了绿水青山。”李芯锐说。

四川省平武县关坝村生态脱贫显成效

村民见证“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据新华社郑州 5 月 22 日电(闫磊、刘亚军)“种完麦子

俺没有再出去打工，在家上班这个月拿了 2600 元。”项城市
丁集镇田夏楼村村民郜留伟拿着工资卡美滋滋地说，“家门
口”工程让他这个贫困户有了新盼头。

“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赚钱，如何保证收入持续、稳
定？”“企业入驻乡村，‘招工难’怎么办？”河南项城推进“家门
口”工程，加速入驻企业发展，促进农民返乡创业，努力实现
贫困户在家门口脱贫。

项城市有 130 多万人口，每年有 30 多万人外出打工，
深受“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困扰。

为让更多人在家门口找到就业、创业“饭碗”，项城市以
招商引资办企业、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等方式，搭建用工平
台，通过厂房租赁、农业基础建设、村集体土地流转等方式，
建成 176 个“家门口”标准化厂房、车间，带动 8000 余名贫
困人口就业。

项城市在村里建起产业车间，让在外打拼多年的丁集
镇小李庄村村民王海燕，毅然回村创办服装加工企业。王海
燕说，自己懂技术，就想着带领附近村贫困户建厂，工资计
件结算，村民一个月也能挣一两千元钱。

据统计，项城市通过“家门口”等工程致富带动，2017
年已实现两个贫困村脱贫摘帽，实现 517 户 2029 贫困人口
脱贫。

“家门口”工程一头挑起农民盼富就业难，另一头担起
企业招工难。

项城市相关部门和企业联手，免费开展农村劳动力培
训、岗前培训、技能提升培训，实现本地培训全覆盖，对获得
技术证书的农民工，优先推荐优先用工。

该市还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办法，从 2017 年 1 月起，市
政府对各镇每年增加 20 万元的脱贫攻坚专项经费，为进入
产业集聚区工作的农村务工人员给予包括社会保障、子女
入学等在内的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加大对集聚区及周边生
活配套区等建设投入。

河南项城：

“家 门 口”工 程

让群众有新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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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鸟瞰瞰堰堰河河村村（（55 月月 1122 日日无无人人机机拍拍摄摄））。。

堰河村的五代民居
湖北省谷城县五山镇堰河村位于十堰市与襄阳市交界处的深山

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堰河村致力于发展
生态经济，靠种植无公害茶叶、发展山村旅游等项目致富。日子好过
了，村里也没忘了保护生态环境，村委会请来专家对村落进行精心设
计和规划，以生态环保、舒适宜居为基本理念指导农户建设新居。

在堰河村，村民按照时间顺序将村里的民居变化分成了
五代：分别为土坯房、砖木结构楼房、实心墙结构楼房、砖混结
构楼房以及新型仿古别墅。经过多年建设，一个风貌古朴、功
能现代、产业有机、文明复归的堰河村展现出来。

新华社记者杜华举摄影报道

新华社南宁 5 月 23 日电(记者夏
军、何程)5 月，广西全州县龙水镇。一
片 800 亩稻田里，没有一株禾苗，满地
堆着残枯的油菜梗。

“这不是撂荒，是‘轮休’，6 月底会
种上有机富硒稻。”33 岁的陈鑫一遍
遍向农户们解释。在龙水镇，陈鑫通过
土地流转承包下 5000 多亩稻田，其中
800 亩专门种有机富硒稻。

全州有“鱼米之乡”之称，是全国
粮食生产基地县、全国基本农田保护
示范区，全县粮食播种面积达 100 多
万亩。

“相对种植果树，这几年种粮比较
收益不高，有的粮农甚至将稻田改种
葡萄、柑橘。”全州县粮食局一名干部
告诉记者，种双季稻，两季相加亩产约
1000 公斤，每公斤收购价 2 . 6 元左
右，扣除种子和化肥成本，每亩稻田纯
收入只有 400 至 600 元。

“但超市里优质粮价格却很高，且
销得很好。”全州县粮食局局长蒋富生
说，这说明大家对粮食的需求已发生
变化，不仅要吃得饱，更要吃得好，对
粮食需求的层次更高了。

蒋富生说，全州大力推进“优质粮
食工程”建设，增加优质大米的供给，
提升稻田产出的价值，也提高粮农种
粮积极性。

陈鑫承包的 800 亩稻田里的油菜
梗，是他故意留下的，这是“绿肥”。他
对这片稻田要求格外严格，一年两季
稻田改为一季，是为增加土壤肥力；不
喷农药、不施化肥，只用杀虫灯和生物
制剂杀虫。

“这种有机富硒稻亩产只有约
250 公斤，经过品牌包装后，市场价达
每公斤 26 元。”陈鑫说。

在咸水镇，种粮大户马玉荣也种
了 30 多亩有机富硒稻。“土壤经过检
测都是富硒，不打除草剂、只施有机
肥，大米口感好，农药检测零残留，在
市场上很受欢迎。”马玉荣说。

周围 30多户农户跟着她种有机富
硒大米。马玉荣定下严格的种植标准，
给他们发种子，再按每公斤 10 元价格
收购大米，由于省去了农药成本，人工
成本也大幅降低，农户们的收入比种普通水稻高出不少。

“除增加优质大米的供给外，全州县不断拓展大米产业
链，鼓励企业增加大米产品的供给，实现以工带农，增加粮
农积极性。”蒋富生说。

全国相当比例的米粉产自全州。“桂林米粉”“红油米
粉”是当地特色美食，一些前来桂林旅游的游客期盼将这些
米粉小吃带回去，但极不方便。

一些米粉加工厂开始尝试通过真空包装、加热等技术，
让这些地方美食从“现煮堂食”变成包装产品。记者在位于全
州的广西圣鑫食品有限公司看到，“桂林米粉”“红油米粉”等
被加工成盒装的速食产品，便于携带，加水后能自动加热。

“这在线上和线下都很受欢迎，远销至美国、马来西亚
等地，供不应求。”公司总经理李爱明说，米粉产品的热销，
有利于保持当地大米价格的稳定。

如今，全州粮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没有“停下脚
步”，一些种粮大户开始通过互联网发展“高端定制农业”。

“我们正推出‘共享农田’模式，今年拿出 200 亩稻田，供
社会各界人士‘定制’：客户租下稻田，每亩一年 1 . 2 万元，我
们帮客户高标准、生态环保耕种，土地上所有的粮食归客户
所有。客户可通过 APP，24 小时对定制土地进行监控。”陈
鑫说，客户还能带着孩子来到农庄体验种地全过程，进行亲
子教育。

陈鑫说，这种“共享农田”的模式，适合经济实力强的消
费群体，他们往往对生态环保农产品很关注，也很享受土地
的种植过程，目前，已有 30 多亩稻田被“定制”。

一
片
﹃
撂
荒
稻
田
﹄折
射
的
供
给
侧
改
革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