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一步，吉林省抚松县
将支持锦江木屋村继
续挖掘长白山放山、狩
猎和高跷秧歌等习俗，
让更多民俗和文化遗
产在这里“活”起来，吸
引游客参观的同时，也
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
创业，参与保护和发展
木屋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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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经贸合作
内容丰富领域广阔

去年，中俄联合研制远程宽体客机

项目的合资公司正式组建，中石油和丝

路基金参股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一期顺

利投产。与此同时，能源、核能、航天、基

础设施等领域的战略性大项目合作也取

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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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相关新闻

德国鲁尔区经济转型
是“渐进超长期过程”

这样一个渐进的转型过程有助于维

护鲁尔区社会稳定，也为新经济、新行业

的发展赢得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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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版破 木 屋 摇 身 变 成“ 黄 金 屋 ”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一度人去楼空、日渐衰败的长白山“最后的木屋村落”

再度热闹起来，重获新生

□ 王明浩 邹声文 段 续

木墙、木瓦、木烟囱、木栅栏、木

柴垛……在我国吉林省抚松县漫江

镇，长白山密林深处，有一座远近闻

名的木屋村，被誉为长白山“最后的

木屋村落”。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座

一度人去楼空、日渐衰败的古老村

落，再度热闹起来，重获新生。

长白山“最后的木屋村落”

长白山木屋源自金代时期女真

人创造并居住的一种木质结构房屋，

名叫“木榼楞”。20世纪80年代起，

专家们在长白山区发现了多处木屋

村落遗存，其中锦江木屋村保存最为

完好，被誉为长白山区“最后的木屋

村落”。

尽管专家认为具有远古遗风

的长白山木屋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宝贵的旅游资源，可与北京四合

院、山西大院、云南竹楼、草原毡房

等媲美，但木屋村落几乎都在深山

密林，多数面临日渐衰败甚至废弃

的命运。

与其他木屋村一样，锦江木屋村

的村民自古“靠山吃山”，主要以伐

木、挖参、渔猎等谋生。随着当地生

态保护加强，长白山林区开始停伐禁

猎，再加上交通不便，村民们谋生日

渐艰难。

改革开放以来，锦江木屋村大多

数村民尤其是年轻人纷纷走出大山，

进城务工。全村70多户人家，只剩

下15户居民，且多为留守老人。绝

大多数木屋无人居住，年久失修，个

别甚至出现坍塌现象。

村民于艳霞家里就有一栋老木

屋，儿子和儿媳外出打工，木屋长年

无人居住。她想着村子早晚得成为

“空心村”，不如换点钱合算，就3万

元贱卖给了村里的人家。

就是这一笔买卖，后来让她一直

后悔不已。

住宿餐饮购物一条龙服务

看见锦江木屋村这一珍贵的文

化遗存渐渐衰败，当地政府伸出援助

之手。漫江镇镇长马宏宇说，为保

护和盘活这一处宝贵的文化遗产，

当地政府投入资金对村里的古屋进

行修缮，将整村列为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并依托长白山旅游区的

游客溢出效应，大力宣传其独特的

文化旅游价值。

2013年，锦江木屋村作为全国

保存最为完整的满族古木屋建筑群，

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木屋村

声名渐起，各地游客口口相传，慕名

而来。

走近木屋村，但见原始森林掩

映之下，全村近60栋房屋，全由纯

原木建造：以粗细长短相同的树干

卯榫相扣为墙，外敷黄泥，挡风御

寒；房顶铺就一片片木瓦，防水隔

雪；厨房烟囱，选用空心老树做成，

其他盆、勺、桌、椅等生活用品，也皆

用木打造……

独有的森林木屋民居，浓浓的关

东民俗风情，而且春有百花、夏有绿

荫、秋赏彩林、冬玩冰雪……锦江木

屋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观光

之余，也产生了巨大的住宿、餐饮、购

物需求。

曾经离开的村民从中看到了商

机，不少人重返家园，搞起了乡村旅

游。于艳霞办起山村家庭旅馆，忙不

过来，在城里上班的儿子也回来一起

帮着打理，儿媳也在村里展示传统满

族剪纸，生意十分红火。

“游客住宿，平时一位五六十元，

旺季时七八十元。”于艳霞说。

没多久，于艳霞的山村家庭旅馆

床位不够，想着向村里人买回一栋同

样大小的木屋，“几年前只卖3万元，

现在买回来居然花了40多万元，多

花了10多倍的钱”。

一卖一买，于艳霞既懊恼又高

兴。懊恼的是，自己多花了冤枉钱；

高兴的是，这说明木屋村的日子越来

越金贵……

于艳霞虽出身农民，但也颇有经

营意识。在当地政府指导下，她牵头

成立木屋旅游专业合作社。村民们

或喂养农家猪，或提供柴鸡柴蛋，或

专门做豆腐，或开办木屋旅馆……各

家分工不同，利益共享，明码标价，规

范经营。

让民俗文化遗产“活”起来

极富特色的木屋村，名气越传越

远，游客越来越多。仅2017年，这个

小小的村子就接待了5万游客，许多

摄影爱好者和影视剧组也慕名前来

采风、取景。

游客多了，人气旺了，木屋就变

成了“黄金屋”。“去年，参加木屋旅游

专业合作社的农户人均收入三四万

元。没回村的村民把木房租给合作

社一年租金也有2万元。长期没有

进账的村集体去年也收入了10万

元。”于艳霞说。

木屋村豆腐坊的女主人孟凡荣

一边做豆腐，一边细心地给外国游客

讲解制作工艺。“本来以为木屋村一

天不如一天，没想到现在真的能起死

回生！我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现在

是最好的时候！”孟凡荣说。

抚松县旅游局局长宋赫介绍，下

一步，县里将支持锦江木屋村继续挖

掘长白山放山、狩猎和高跷秧歌等习

俗，让更多民俗和文化遗产在这里

“活”起来，在吸引游客参观的同时，

也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参与保

护和发展木屋村落。

历经百年沧桑、埋没密林深处、

终得完整保存的古老木屋村落，赢得

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正开启自己全新

的明天。

□ 任卫东 屠国玺 成 欣

“忙碌完这一两个月，我们这一

年大部分的收入就有了。”正值5月

底，水蒿坪村党支部书记高清明每天

都在茶叶合作社里忙活。

“茶叶要摊薄一点，脱水效果才

好。”高清明拿起一簸箕摊晾过的新

鲜茶叶倒入炒茶机。炒茶机隆隆作

响，炒制好的新茶香气四溢，他眼中

满是丰收的期盼。

水蒿坪村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文

县碧口镇，是西北少见的茶村。据

史料记载，碧口镇种茶的历史最早

可以追溯到唐代，这里海拔高、植被

好，是我国西北地区优质茶叶培植

区。在水蒿坪村里，还能看到数株

历经岁月沧桑的野生茶树和大山丛

中的“北茶马古道”通路遗迹。

但过去茶在深山不为人知。陇

南地处秦巴山区深处，交通不便、道

路难行、物产难出山，让这里的人守

着包括茶叶在内的丰裕物产，却难逃

“富饶的贫困”。

从上世纪 60年代开始试种至

今，现在村里133户人，家家有茶树，

村上的2410亩地已全成为茶园。茶

叶不仅成为水蒿坪村的绿色产业，还

撑起了村民的脱贫致富梦。村里的

茶叶合作社已经有76户群众参加，

合作社组织专家培训农户茶叶采摘、

除草、修剪、施肥等方面的知识，统一

收购、统一加工、统一销售。

高清明说，“龙井43号”是村里

的主打产品。“清明节前价格最高的

时候，新茶每斤能卖到2400元。”村

里出产的茶叶每年都不够销，每户的

茶叶净收入能超过2万元。通过茶

产业，水蒿坪村的大部分贫困户告别

了贫困。

穿越水蒿坪村一层层墨绿的茶

垄，不远处是村民忙碌采茶的身影。

沿着山路蜿蜒而上，不到10分钟，就

来到紧邻的马家山村，这里的村民个

个也是种茶的好手。

马家山村掩映在青山茶园中，

10年前汶川地震中受灾严重。当时

村里有人提出把茶树砍掉腾出地方

重建新房，但经过一番讨论后，村里

还是决定把茶园保住，采取了更费时

费力的原址重建。

马家山村委会主任马明说：“当

时我们就觉得不能破坏茶园，不只

是因为茶叶能带来收入，也是我们

不忍心破坏绿色的环境。”现如今，

村里的茶产业被做大做强，不仅茶

叶收入年年增加，绿色茶园的好环

境还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被村民

保留下来的茶园成了他们脱贫增收

的“宝贝”。

49岁的马家山村村民靳学富笑

称全家现在“吃喝不愁”，而以前种庄

稼的时候，一年都不够吃。靳学富一

家15年前开始种茶，现在家里一共

有14亩茶园，去年一年种茶收入就

有6万元。此外他还加工别的农户

的茶叶，每年家里的总收入过了10

万元。

“去年马家山村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突破了8000元，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期，我们一定不拉后腿。”站

在茶园里，马明话语间信心满满。

绿色发展带来了良性互动和循

环。文县茶叶主要分布在海拔600

米~1560米之间的自然保护区边缘

的山地之中，环境好、无污染。种茶

需要好环境，保护好青山绿水已经

成为村民们的共识，人人都成了护

林员。同时，这里茶园良好的生态

环境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以

良好生态为依托的乡村旅游也得到

大力发展。

碧口镇镇长肖辉介绍，碧口镇下

辖的12个村当中，9个村是宜茶区，

茶叶收入占到群众收入的七成以

上。茶村依靠自然资源发展乡村旅

游，农家客栈、乡村农家院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游客，收入也增加了不少。

“绿色的茶园经济，已经成为我们的

首位产业。”肖辉说。

陇 南 茶 村 绿 色 发 展 带 动 乡 村 振 兴
不仅茶叶收入年年增加，绿色茶园的好环境还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河北沙河荒山河北沙河荒山
蝶蝶变农业产业园变农业产业园

近年来，河北省沙河市积极引

导民间资本投资荒山开发，将昔日

杂草丛生的荒山变成一座座集蔬

菜果品种植、特色养殖、生态恢复

和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农业产业

园。目前，沙河市在山区和丘陵地

带建设1000亩以上规模现代农业

产业园54个，年产值超10亿元，带

动当地近 10 万山区农民实现增

收。图为红石沟生态农场一景。

新华社记者 牟 宇 摄

本报讯 甘肃省近期建立了针对扶

贫领域违纪违法问题的提级直查制度，

拓宽了案件查处渠道。据介绍，这是甘

肃为捍卫脱贫攻坚成果而采取的系列执

纪监督监察措施之一。

2017年以来，甘肃省持续推动各地改

进攻坚作风，对扶贫领域违纪违法问题加大

查处力度。据甘肃省纪委监委通报，2017

年，甘肃省查处扶贫领域问题1030件，处

理1992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94

人，组织处理513人，移送司法机关38人。

最近，甘肃省针对2017年度脱贫攻

坚实绩考核中暴露的突出问题，制定了

《问题整改方案》。该方案进一步要求，

各地纪委监委发挥“督战”作用，将一些

突出问题和典型案件直接上提，交由上

级纪委监委依纪依法查处。同时，甘肃

省纪委监委也加大了对各地查办扶贫领

域违纪违法案件的抽查核实力度，以倒

逼责任落实。

此外，甘肃省还着力查找不担当、不

作为、弄虚作假，以及侵害群众利益的

“四风”和腐败问题。 （张 钦）

甘肃扶贫领域违纪
问题可提级直查

本报讯 来自浙江省宁波市对口支

援工作领导小组的消息称，宁波将举全

市之力，助推对口帮扶地区16个县市加

快脱贫攻坚步伐，其中涉及贵州省黔西

南州7个国定贫困县、吉林省延边州4

个国定贫困县。

“精准实施项目，确保80%以上用

于与建档立卡贫困户紧密联系的项目。”

宁波市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介

绍，今年宁波将加大对口帮扶黔西南州

和延边州的资金援助力度，援助资金将

重点向国定贫困县倾斜，重点扶持发展

能促进贫困户就近就业和持续受益的特

色农业产业，适当支持深度贫困村基础

设施建设。

坚持扶志与扶智相结合。目前，宁

波已新增选派30多名党政干部、40多名

专业技术人才到黔西南州和延边州挂职，

并组建了帮扶工作队，组织开展多形式的

短期支医、支教、支农等活动，帮助当地提

升教育、卫生水平。根据帮扶地区需求，

宁波每年将培训对口帮扶地区党政干部、

基层扶贫干部、农村致富带头人各百名。

按照目标，到2020年宁波将确保对

口帮扶地区在现行国家扶贫标准下的农

村贫困人口如期实现脱贫，贫困村全部

“出列”，贫困县全部“摘帽”。

（裘立华）

浙江宁波加快
脱贫攻坚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