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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7 月 16 日电(记者杜刚、
张啸诚)晚风吹拂，农民马忠良的小院薰衣草花
香四溢。招呼完游客就餐后，他和湖南来的民宿
设计师刘风聊起今后的经营。听到“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这个新闻中出现的词时，他频频点
头：“我们村应该就是——— 地里的小麦成薰衣草
了，外地人来做生意了，房子成了‘宾馆’，做梦都
想不到这样的好事。”

马忠良的家在新疆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宫
村，距离哈萨克斯坦几十公里。村子所处的伊犁
河谷，是继法国普罗旺斯、日本富良野之后的世
界第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被命名为“中国薰衣
草之乡”。

20世纪 60 年代，霍城县引进薰衣草，目前
全县有近 6 万亩的种植规模。芦草沟镇党委书
记李增杰说，薰衣草给村民带来的收益比传统
作物高 3-4 倍，越来越多村民选择种植薰衣
草、投入“芳香产业链”中。

仅靠种植薰衣草很难提高村民收入。2017
年以来，新疆接待旅游人次增速连续两年超过
30% ，旅游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四宫村看到了
旅游经济的潜能。去年底，李增杰到浙江、江苏
几个知名村庄学习，萌生出发展民宿的想法，进
而和投资者商讨了四宫村开发的可能性。

今年春天，“85 后”为主的投资者和设计者
来了，刘风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合作伙伴选择了

一个废弃的民宅，用约 50 万元将房屋加固
改造，成为村里第一个民宿，6 月 8 号开始营

业，6 间房屋的预定现已排到 9 月。
32 岁的茹志强是来自北京的设计师，承

担整个四宫村的民宿设计。同当地村民及干
部深入交流后，他将薰衣草色的外墙、错落有
致的篱笆、有抽水马桶等设施的民宿付诸实
践，一下让“土味”农村拥有了年轻的现代风
格。

目前，村里有 8 所民宿投入运营，村民以
房屋入股形式获得收益。半个月前，村里开了
分红大会，参与村民每人获得 1000 元左右的
首批分红，还有的农户像马忠良一样经营餐
饮生意。

几年前，四宫村的年轻人大多去往城市
寻求机会。而现在，除了年轻的外地投资者，

本村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地回到家乡。马忠
良的女儿马媛从城市的商场辞职后，来到刘
风的民宿帮忙，第一个月工资就有 4000 多
元，抽空还可以帮父亲招待游客。两名在 700
多公里外的乌鲁木齐打工的年轻小伙儿，也
回村开了饭馆。

马忠良喜欢和年轻人聊天。“因为他们，
老村子好像又年轻了……”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逐步富裕的四
宫村，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一个
缩影。如今，新疆越来越多的乡村，搭载旅游
业发展的顺风车，农业正在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农牧区逐渐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农
民正变成有吸引力的职业。

麦子地种上薰衣草，农家院喜迎四海客
“中国薰衣草之乡”：地处新疆边陲，借花“返老还童”

▲新疆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宫村农民在收割薰衣草（7 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杜刚摄

“直播真能挣钱。”半个月前，当 43 岁的河南
省西华县果农和合胜通过直播，接到价值 4000
元的水蜜桃订单后，他惊喜得得晚上睡不好觉。

经营 140 多亩果园的和合胜是西华县黄桥
乡有名的种植能手，两个月前，他在直播平台上
首次直播。“在桃园里拍拍桃，拍拍我，讲一下水
蜜桃的产地、品质、成熟时间。”一米八五大高个
的和合胜对着手机屏幕直播时稍显胆怯和笨
拙，说话打磕巴。

第一次直播，他是在朋友的“怂恿”下试一
试。“隔着屏幕，谁也不认识谁，别人咋会信任
你，能买你的桃？”和合胜想不通其中的“门道”，
他甚至觉得身边“念念叨叨搞直播”的朋友“很
奇怪，很烦人”。

水蜜桃销售旺季到来后，短短一个多月，和
合胜直播卖掉两万多块钱的水蜜桃。此前，果园

产出的水蜜桃几乎全卖给批发商和超市，和
合胜觉得线上销售太难，没空学，弄不懂，学
不会。现在，和合胜每天定时直播，他说：“直
播真厉害。”

直播，改变了和合胜对线上销售的看法，
也缓解了他的畏难情绪。“都是客户先微信转
账，我再发货，大家对我很信任。”和合胜感受
到了网络销售的“厉害”，和周边果农一样，他
总是挑优质的水蜜桃发给客户，“要不然下次
谁还买你的东西。”

品质是基础，信任是纽带，直播是渠道，
这个道理果农们嘴上不说，心里都懂。

和合胜所在的西华县裴庄村 30 余年前
就开始种桃树，如今已是有约 3000 亩果园的
种桃专业村。54 岁的裴庄村村支书吴东亮还
记得村里刚种果树时的销售场景，先是拉着

木板车走街串巷，一斤桃换一斤麦，桃的产量
比小麦高，赚个差价。后来用汽车拉到周边省
市卖，手写的联系方式塞在果箱里，慢慢打开
销售渠道，逐渐把商贩引到村子里。

近两年，销售方式又变了。销售旺季，裴
庄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回家帮父母卖
桃。“多数是通过直播、微信朋友圈销售，销往
全国各地，比起卖给商贩，一斤能多卖 1 块
钱。”吴东亮说。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43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3 .97 亿。庞大的用户规模为农民直播销售提
供了基础。

有 110 万亩耕地的农业大县西华看好直
播这一销售渠道的潜力。近两个月，西华县品

牌办已组织三场农产品直播推销活动，邀请
种植大户、农产品企业负责人上台，面向全国
消费者推销西华的优质农副产品。

6 月底，在裴庄村进行的近两个小时的
直播活动，累计有 24 . 5 万余名网友观看，咨
询及下订单近万个，交易额达 200 余万元。

“西华有很多优质农产品，但仅靠线下销
售走不远。”西华县品牌办副主任胡永庆说，“我
们想借助现代化媒介手段，把西华的农产品快
速推向消费者，打响品牌，畅通销售渠道。”

不过，对西华县刚刚起步的直播销售来
说，善于直播的农户是稀缺资源。西华县计划
在未来半年内对 500 名种植大户、农产品企
业家进行直播培训，争取培养 100 名“网红”，
将西华的农副产品推得更远。

(记者韩朝阳)新华社郑州电

从拉着板车卖一街到手机直播卖全国
河南西华：田野直播让农民找到销货新渠道 为改变“村庄改造大拆大建，村庄规划千篇一律，村庄

建设千村一面”的现状，河南省 15 日召开全省“乡村规划千
村试点”工作启动仪式，宣布按照“试点先行、典型引路、全
面推开”的原则，遴选确定 1188 个试点村庄和 1517 名优秀
规划设计师，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

目前，河南近 4 . 58 万个村庄中仅有 43% 的村庄编制
过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规划，这些村庄规划中有不少规划
存在不协调、不衔接、不科学、不实用的问题。

根据工作方案，河南将完成试点村庄规划编制，指导制
定村域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方案，指导村庄特色风貌
塑造和农房设计改造，指导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通过
“乡村规划千村试点”工作，编制一批符合村庄发展实际、农
民发展意愿和乡村振兴要求的实用性村庄规划。

为保障工作取得实效，河南要求规划设计师实地调研
时间一次连续不低于 10 天，总体驻村服务时间不得少于 30
天。通过采取志愿者、派驻乡村、技术帮扶、市场化服务等方
式开展规划服务工作，原则一名或多名规划设计师对口服
务一个村庄，其所在规划单位的技术团队做好技术支撑。

(记者孙清清)新华社郑州电

“乡村规划千村试点”

助 力 河 南 乡 村 振 兴

新华社成都 7 月 17 日电(记者
张海磊)川中丘陵农村以往因发展
传统养殖，村民环保意识薄弱，导致
环境脏乱差。近日，记者走访发现，
经过实施垃圾治理、污水处理、粪污
利用等行动，同样的乡村如今呈现
出另一番景象：路面整洁了，乡村变
美了，产业也得到了发展。

整治人居环境有“妙招”

15 日上午，四川省资阳市安岳
县文化镇燕桥村村民付常芳把院坝
前打扫干净后，又把家里的垃圾按
照可回收垃圾、易腐垃圾、不可回收
垃圾进行分装，“现在方便了，垃圾桶
就在家门口，我们按要求投放后，村
里有保洁员定时来收。”

因占全国柠檬产量的 80%，安
岳县被誉为“柠檬之乡”，这里部分
乡镇正在以柠檬文化旅游小镇为依
托，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整治的过程可不是一帆风顺。
“在村容村貌改造中，每户面临的问
题各不相同，我们根据实际情况采
取不同的整治方案。”文化镇党委书
记刘建国告诉记者。

镇上不少年轻人外出务工，家
里老旧房屋常年失修、闲置。针对在
老家没有盖新房，只有闲置老房子
的，镇里引导村民拆除老房子的同
时保留宅基地；对已有新房，尚未拆
除旧房的村民，引导其尽快拆除旧
房；对无规划、乱规划的新建房，由
镇上统一进行村容村貌改造。付常
芳家柠檬黄的外墙、门前的分类垃
圾桶、院坝前的栅栏等都是统一整
修的。

长期以来，农村群众环境卫生
意识较差，一下子扭转过来还有难
度。文化镇隆恩村就用上了大喇叭、

标语、微信群、夜校等各种传播方
式，给村民普及垃圾分类的相关知
识。此外，村里还成立了“党员志愿
者服务队”发挥带头示范作用。

由“村民看”变“村民干”

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最怕的就是政府干、村民看，但在乐至
县孔雀乡孔雀寺村，村民们坚持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非常高。

2018 年 4 月 2 日，孔雀寺村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十分热
闹。原来，在村原有运行经费的基础上，村两委通过村规民
约的方式约定对每人每月收取 2 元垃圾处理费。当天是村
里第一次召集村民开会。

“村里近 2000 人，一次性把全年的都交了，这个钱用来
做什么？”

“不是我们不想交，交了谁来管？怎么让我们放心？”
……
村民们把一个个关心的问题抛给会上的乡、村干部。
乡纪委书记杨波作出回应：作为垃圾处理费，村里会明

文规定专款专用，并推行“五议三公开两监督”机制……
一番解说后，79 岁的贫困户刘定光站起来：“我第一个

交，村里环境好了，我们住着也舒服。”第一天，村里就收到
了 180 人缴费。杨波介绍，看到环境治理的效果后，村民的
积极性更高了。当收取 2019 年的垃圾处理费时，村里共收
到 1791 人的 42984 元。“虽然费用不多，但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经费保障的问题，也能提升村民的参与感。”

村子美了，产业来了

乐至县高寺镇清水村的文化广场，曾经是村里最脏最
臭的地方，土地荒废，杂草丛生，周围房屋破旧。改变发生在
2014 年，当时村民自愿出资整改土地，并且引进了第一个
业主。随后几年，村里又陆续开展污水治理，农房风貌塑造，
庭院美化等行动。

如今，广场被绿水青山环绕着，一片片别致的楼房有序排
列。不远处，是村里 2015年建成的资阳市首个农村湿地公园。

随着环境变好，之前在外工作的村民开始回乡发展产
业。已经在成都工作的大学生黄朝阳，2015 年回乡养殖台
湾大泥鳅，如今他已有 30 亩的养殖规模。

据村党支部书记吴平介绍，全村共 1300 多亩地，已流转
出去 1100 多亩，引进 13 个业主，零零散散的土地已变成大大
小小的果园。清水村逐渐成了高寺镇现代产业园区的核心村。

汽车行驶在高寺镇，水果甘蔗种植区、巨峰葡萄种植
区、白凤水蜜桃种植区、金秋砂糖橘种植区等成片产业林不
断映入眼帘。“目前产业区已引入近 200 个业主，园区的核
心区辐射 10 个村，2018 年，园区实现年产值 1 . 5 亿元，园
区内农民通过土地流转、务工等实现年人均收入 1 . 9 万
元。”高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平南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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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采摘的罗马生菜、羽
衣甘蓝被立即预冷，在冷库中
装箱待发。经过冷链货车运输
到达西安咸阳机场后，这些来
自陕西太白县一家农业合作社
的高山蔬菜，将乘坐次日清晨
第一班航班飞抵香港。

“这些精细菜主要被西餐
厅用来做沙拉，其地头价就比
市场贵一倍。”太白县绿蕾农业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艾科平介绍
说，“因为品质好受青睐，我们
的供港蔬菜基地从最初 50 多
亩发展到 1000 多亩。”

价高源于质优，除了科学
管理，蔬菜品质与生长环境密
切相关。太白县位于秦岭主峰
太白山脚下，平均海拔超过
1000 米，是陕西省海拔最高的
县。这里年均气温 7 . 8℃，森林
覆盖率 91 . 9% ，是天然的高山
反季节蔬菜适生区。

艾科平说，温度低，病虫
害就少，蔬菜就可以少打或不
打农药，更长的生长周期造就
了更佳的品质。“这里的蔬菜
大都长在高山和森林的环抱
中，大量地‘吸’负氧离子，‘喝’
冰雪融水，长出的是‘小时候的
味道’。”

太白县有 30 多年的蔬菜
种植历史，近些年来，采取错位
发展、特色取胜的思路，多措并
举促进高山反季节蔬菜这一主
导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发展，带
动群众脱贫增收。

机翻深松、测土配方施肥、无菌壮苗、全
膜覆盖、错期播种……通过不断积极探索，太
白县总结出“蔬菜标准化十大生产技术”，每
年组织实用技术百日万人大培训等活动进行
推广。

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反季节种植，使蔬菜
卖上了好价钱。目前，太白县的高山蔬菜产业
已从最初的两三个大类，扩大为 28 个大类、
389 个品种，部分品种取得国家有机认证、农产
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形成了大路菜与精细
菜、露地菜与大棚菜互补的生产格局。

据介绍，2018 年，太白县高山蔬菜种植面
积达 10 .26 万亩(含复种)，总产值 4 .8 亿元，带
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0438 元。

(记者邵瑞、张斌)新华社西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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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村上
酒舍”民宿的老
石窗外的山村风
景（ 7 月 1 6 日
摄）。

泰安村对坞
开展异地扶贫搬
迁后，留下了不
少 空 置 的 老 房
子。余家富和唐
陈飞夫妇租下三
幢老屋进行了修
葺。2017 年，他
们的民宿“村上
酒舍”开张 ，目
前，他们正在进
行餐厅和另一栋
客房的整修，村
里也请他们重新
设计了老酒坊和
油坊。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浙江省常山县小伙余家富，从中国美
院毕业后在杭州工作了 7 年，并遇到了日
后的妻子唐陈飞。2016 年，两人回到余家富
的老家新昌乡泰安村办婚礼，却意外被这
个小山村所吸引。于是，两人结完婚立马辞
去了工作，回老家“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泰安村对坞是一个有 300 多户人家的
自然村，2015 年前后村民开始搬迁下山脱
贫，留下了不少空置的老房子。余家富和唐
陈飞夫妇租下三幢老屋进行了修葺。2017
年，他们的民宿“村上酒舍”开张，让客人舒
舒服服地住进了明清时代的老建筑里。

“留住老村也是留住乡愁，”余家富说，
“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够，希望有更多人进
来，将这里做成民宿群落。”透过老房子的
石花窗，他看了眼窗外的青青稻田和远山。

▲ 7 月 16 日，余家富（右）和唐
陈飞夫妇在民宿的台阶上合影。

▲ 7 月 16 日，一名儿童在一套由猪
圈和柴房改成的客房内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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