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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看台

“五个一”推进机制
带动新发展

谈到广西全州县近几年的发展变化，

尤其是项目建设，全州老乡群的老乡们竞

相点赞，一片叫好。走进全州县，耳闻目

睹，记者深受震撼:在乡村，“农家乐”里游

客如织，在城镇，各类工程项目纷纷上马，

昼夜不歇，尽显“风流”……

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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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凤双 管建涛 王建

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鱼

满舱……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乌苏

里船歌，让人们熟知了生活在边境地

区的赫哲族。

兴边富民行动走过二十载，从

“北极”漠河到“东极”抚远，从黑龙

江、乌苏里江边到兴凯湖畔，黑龙江

省绵延约3000公里的边境线上，以

赫哲族村寨为代表的一个个特色乡

村，不断焕发生机活力。历史性变革

中悄然转身的新型农民，正在乡村振

兴战略指引下，以奋斗姿态唱响新时

代的乌苏里船歌。

“抓得准”特色
鼓起百姓腰包

凌晨两点半，很多人还在睡梦

中，63岁赫哲族老人尤士柱，已伴着

第一缕晨光准时开船，撒网捕鱼，开

启新一天生活。

这个习惯，尤士柱坚持了几十

年，只是内涵早已不同。

“以前打鱼是养家糊口，不得不打；

现在打鱼是休闲，是享受，是精神寄

托。”尤士柱一边把船，一边眺望远方。

赫哲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

一，以渔猎为主。尤士柱居住的同江

市街津口赫哲族乡，是赫哲人主要聚

居区。

上世纪90年代，当地政府引导

赫哲群众转产。乡亲们逐步涉足种

植业、养殖业、民族特色旅游业等多

元产业。

2011年~2013年，尤士柱先后

买下两条游艇，成为乡里做游艇生意

第一人。如今，尤士柱的渔船、游船

都更新了三代；他还创办了水上客运

公司；在江边开办的“赫哲人家”餐

馆，年收入也有十多万元。

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依托

界江风光和特色资源，很多边境乡村

的产业由一产向二产、三产转型。

传统的餐桌菜品也“变身”便利

的休闲食品。在东宁北域良人山珍

食品有限公司，一些黑木耳被加工成

小食品，麻、辣、咸、香等各种口味都

有，价值翻了三四倍。

东宁已成全国重要的黑木耳生

产、加工和集散基地。利用边境优势

出口木耳到俄罗斯等地，当地农民人

均收入居黑龙江县（市）第一位。

在“中国最北村落”北极村，靠伐

木而生的林区人，停伐之后谋转型，

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火了“找北游”。

“可同时接待20人的民宿，一年

能赚近20万元。”北极村村民李希江

说，全村700多户，有171户开民宿。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边

境乡村狠抓特色，积极发展现代农

业、食品加工业、旅游、对俄合作等产

业，边民的腰包一步步鼓起来。

2017年底，黑龙江省18个边境

县市区地区生产总值比2010年增长

近70％，少数民族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比2010年增长近一倍，其中赫

哲族是增长最快的少数民族之一。

“请得回”能人
开拓振兴新路

农村人才外流曾是普遍现象，东

北边境地区更加明显。一位边境县

干部说：“过去考出去100个大学生，

能回来2个就不错。”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

才瓶颈。一些既有乡村生活背景，又

有市场开拓能力的人，为乡村振兴带

来了新理念。

密山市白鱼湾镇地处兴凯湖

畔。这里偏远，交通不便，种植一般

的大米缺乏竞争力。而对于有丰富

营销经验的“80后”曹志晶来说，这

里生态条件好、潜力大，拥有发展三

产融合的良好基础。

2017年，曹志晶注册成立了黑

龙江湖润湾田农业有限公司，当年就

引导农民种植优质中高端水稻，面积

达3000亩。

“单产虽然低些，但价格比普通

水稻每斤高1毛5。”曹志晶告诉新华

社记者，不少农民认识到，不靠产量

靠质量，一样可以增收致富。

除企业家外，一些大学毕业生也

成为返乡建设发展的重要支撑。在

绥滨县忠仁镇长发村，回到村里的刘

启新，成了木耳产业的带头人。

在忠仁镇建边村，大学毕业的何

继伟，成为村里的电商操盘手，去年

帮村里卖了近70万元的农产品。

“留得下”民俗
传承乡村文明

黑龙江省沿边境线的18个县市

区中，少数民族聚居村156个，少数民

族30个。带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习俗，

成为不少乡村活跃经济的新引擎。

赶上周末，来自北京市的10多

名师生来到黑河市爱辉区民族文化

传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鄂伦春传统

文化习俗。

这个教育基地位于爱辉区新生

鄂伦春族乡新生村。风格鲜明的特

色村寨、民俗表演，是这里文化传承

的重要载体。

走进新生村，热情好客的鄂伦春

人唱起了民族歌谣。在一个鄂伦春

族的迎亲活动中，游客和热情的表演

人员一起互动。

今年是鄂伦春族下山定居65周

年。72岁的葛长云小时候在山上跟着

大人逐猎而生，一直住着“撮罗子”，7

岁下山后才住进国家给盖的新房子。

聊到新近的变化，老人不由自主

地哼起了鄂伦春族歌曲，脸上露出陶

醉的神情。

“传承文化，是鄂伦春族乡村振

兴的魂。”塔河县鄂伦春族研究人员

关小云说。

哈尼卡是达斡尔族民间儿童玩

具。哈尼卡传承人朱月华和几个徒

弟围坐在圆桌前，一边唠家常，一边

裁剪衣袍、坎肩、马褂。不多时，几个

活灵活现的哈尼卡就完成了。

朱月华是达斡尔族，常年居住在

黑河市坤河达斡尔族满族乡坤河

村。她生活中的很多乐趣，都和达斡

尔族的传统活动有关。

“这儿每年都举办少数民族运动

会和库木勒节，中间还有美食节，吸

引不少游人。”朱月华说。

“守得住”青山
推动绿色发展

几天前，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

交汇处的抚远迎来一位“重量级客

人”，几名渔民捕获了一条重达1028

斤的鳇鱼。

“能打到这么大的鱼，说明生态

环境越来越好。”当地一位老渔民说。

这条鳇鱼并未成为“盘中餐”，而

是被水产部门“特护”起来，继续人工

繁育，既保障了渔民收益，又保护了

这条“水中活化石”。

从抚远沿着乌苏里江逆流而上，

直接进入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保护区面积达11365平方

公里，超过饶河县全域。

保护区自然条件好，黑蜂产业也

出名。小黑蜂成为饶河县饶河镇蜂

农李宝山的“摇钱蜂”，改变了全家四

口人的生活。

沿江继续南下，坚持绿色发展

“变现”的故事越来越多。通过调减

化肥、农药，虎林市绿色有机水稻发

展30万亩，一些优质大米卖到每斤

数十元。

密山市地处乌苏里江上游。去

年开始，密山市胜利村党支部书记

段君义有了新头衔——“河长”，也有

了个新工作——清淤。

“以前半年清淤一次，现在每月

清一次。”他说，责任明确了，保护生

态意识更强了。

为了解决秸秆处理难题、防止大

气污染，一个预算投资245万元、将

秸秆压块处理的扶贫项目，已经落到

胜利村。

唱 响 新 时 代 的 乌 苏 里 船 歌

河北沙河河北沙河：：
企业企业屋顶屋顶““生金生金””
近年来，全国重要玻璃生产集散

地——河北省沙河市大力推广工业清洁

能源替代，利用工业区厂房屋顶架设光

伏发电设备，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

产生的清洁电能企业自用或上网销售，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让屋顶“生金”。目

前，沙河市已建成企业屋顶分布式光伏

电站60余座，总装机容量30兆瓦，年均

发电量约3900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

准煤燃烧1.2万吨。图为工作人员在沙

河经济开发区德盛工业园屋顶分布式光

伏电站检修光伏板。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 本报记者 徐 军

秀洲光伏小镇位于浙江嘉兴市

秀洲区，为第二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

对象、首批省级高新技术特色小镇。

小镇以新一代光伏高效电子产品及

其装备开发与制造、分布式光伏应用

示范建设为切入点，以实现“处处有

光伏、家家用光伏、人人享光伏”为理

念，努力建设一个集光伏研、产、用、

学、游等功能为一体的环保小镇。

对于接触过光伏的人来说，提到

嘉兴秀洲，总会让人感到惊叹和称

奇，这是一片光伏产业的热土，一块

光伏行业内高端人才的集聚地，是中

国极具特色的光伏科普教育基地。

这小小的3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汇聚

了阿特斯、福莱特、瑞翌等光伏行业

龙头企业；集聚了20余位行业内的

国千、省千人才，一个光伏科技满满，

光伏人才济济的小镇。

从乍嘉苏高速出口往西驾车行

驶5分钟，就到了光伏小镇入口公园

处。整个公园植被茂密、绿树成荫，

让人流连忘返。“光伏小镇”四个大

字显示着让人期待的特色小镇就在

这里。

沿着光伏小镇的主干道一路行

驶，两边都是新落户项目正在紧张施

工。国际化标准的厂房、平整后的大

片待出让的土地，彰显着光伏小镇的

未来。小镇的建设者坚持产业“高与

新”结合，密切跟踪光伏发展动态，精

准绘制招商地图，积极引进总部型、

研发创新型、服务型企业，做大、做

实、做强光伏产业基地。

小镇的前世，曾是农田与荒地。

而如今，三年超计划的56亿元投资，

科技种子已生根发芽，现代化气息扑

面而来。

小镇产业亮点精彩纷呈。光伏

产品、生产装备制造覆盖到太阳能发

电运维等全领域的光伏产业链，已在

小镇基本形成。全球行业龙头企业

阿特斯集团、知名光伏组件、配件企

业汇聚小镇。数字化、智能化、透明

化的自动化流水线、数字车间、智能

工厂，众创空间、能源监控中心、光伏

科技孵化器镶嵌在小镇。亿元以上

工业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已实现为小

镇全服务，铜铟镓硒领域还创造了世

界第三的最高转换效率，微型逆变器

技术。

光伏应用渗入了小镇生活。光

伏树、光伏路灯、光伏车棚以及遍布

建筑物屋顶的分布式光伏电站，让一

大批民营光伏发电运维服务商顺势

孵化，光伏运维企业总部悄然而生。

光伏应用走向了全国，朗新新耀——

阿里巴巴光伏云平台为全国1900多

座分布式光伏电站、超3500根充电

桩、5500多辆新能源汽车提供运维

服务，光伏应用方面累计发电量已经

达到1.5亿度。

“点亮”光伏产业的同时，小镇也

在“扮美”，变得柔软。小镇的旅游窗

口——国内最具特色的光伏建筑光

一体化项目秀洲光伏科技馆有望今

年开馆。这个科技馆不仅建筑是光

伏应用的典范，还包含了游客集散服

务中心、产品体验中心和光伏科普教

育基地等多项功能，非常值得期待。

小镇内共享单车和新能源分时租赁

汽车遍布，秀湖实验学校、人才公寓、

便民服务中心、餐饮服务中心、便利

店等民生项目加快配套。只要来到

小镇，你就能体会它的温馨。

在烟雨江南，走过很多小镇，乌

镇的传统与历史，西塘的人文与时

尚。与传统的古建筑或时尚产业的

小镇不同，在光伏小镇，记者看到的

是科技与现实的碰撞，是光伏产业蓬

勃发展的汇聚。阳光改变生活，光伏

成就梦想，在光伏小镇这片热土，光

伏让科技的梦想照进现实。

阳 光 改 变 生 活 光 伏 成 就 梦 想
浙江嘉兴市秀洲光伏小镇实现“处处有光伏、家家用光伏、人人享光伏”

□ 刘能静 张 钦

进入六月，暑气渐浓，当全国大部分

地区的芍药已“红消香残”时，甘肃省定

西市临洮县的芍药花却正值烂漫。时

下，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各大花市销

售的芍药，多来自临洮。

走入临洮县洮阳镇车刘家村的曹家

坪社，随处可见兜售芍药花的村民。有

些村民正忙着将剪下的芍药花骨朵捆成

一束一束的。临洮县兴望牡丹产业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人曹佰平介绍，芍药鲜切

花是当地农户的主要产业之一，村里几

乎有半数人力都在种牡丹和芍药，剩下

的则发展起了“农家乐”等由赏花带动的

“花样经济”。

曹佰平是曹家坪社的种花大户，目

前他已经在村里种上了300多亩牡丹和

芍药，在离曹家坪社30多公里的地方，

又开出了100亩左右的花田。“那里海拔

高、天气凉，花期也能推迟一些，这样就

能再填补一段外地市场芍药‘花荒’了。”

曹佰平告诉新华社记者。

古时，人们就常将牡丹与芍药相提

并论，元代诗人刘敏中有词云：“牡丹花

落。梦里东风恶。见说君家红芍药。尽

把春愁忘却。”曹佰平说，在广州等地的花

市里，芍药就是牡丹的“替身”。“因为牡丹

不能做鲜切花，剪下来当晚就败了。”

曹佰平做芍药鲜切花生意约有七八

年时间，但种花却是曹家的“祖传”爱

好。曹佰平的爷爷曹希望被村里人称为

“牡丹老人”。曹佰平记得，小时候自己

家的院子里就载满了牡丹和芍药，就连

地里都种着花。

今年83岁的曹希望从13岁就开始

种牡丹。“我的父亲那时候就种了几棵野

牡丹。”曹希望回忆，过去村子周围就是

森林，林子里长着许多野生牡丹，粉的、紫

的、白的，姹紫嫣红，煞是好看。但他也说

不上为什么喜欢牡丹。后来渐渐长大，对

牡丹和芍药便喜爱得无以复加。“牡丹是

富贵花，我就觉得牡丹、芍药最好。”

“那时候五藏沟牡丹很多，我就走路

去挖。”曹希望说，为得到一棵牡丹，他甚

至要走上十几里山路。“有时候看到别人

家有好看的牡丹花，我就跟人家要。人

家一看我这么小的娃娃这么爱牡丹，就

给我了。”

曹希望在家中的院子里种满了牡

丹，生活还比较困难的时候，别人家院子

里都种着菜，但曹希望却还是舍不得拔

掉这些牡丹。这些花就一直保留下来。

“包产到户后，家里有地了，孩子们就让

我把牡丹种到地里。”曹希望说。

起初是人养牡丹，但后来就成了牡

丹养人。1982年，曹希望将种的30多

株牡丹和十几株芍药卖给了兰州电力修

造厂，赚了900多元。这让曹希望看到

了牡丹和芍药的“钱景”。

现在，曹希望的“护花”接力棒已传

到了孙子曹佰平手中，曹家的“花样事

业”也越做越大，还带动了村里400多户

人走上牡丹和芍药铺就的“致富路”。过

去穷得无人问津的村子，现在却游人如

织，村民靠着“花经济”脱贫奔小康。

“护花使者”曹希望已经种了70年牡

丹和芍药，花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每天清晨，曹希望就会到自家牡丹

园里转一圈，“听人说园子里来了好品

种，我去看看。”“巡园”归来的曹希望说。

甘肃临洮：“护花使者”
催生花样经济

黑龙江省绵延约3000公里的边境线上，18个县市区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比2010年
增长近70％，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增长近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