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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杂谈

重点推荐

让劳动成为学生必修课

在新时期，中小学劳动教育课要不

要上？怎么上？上什么？成为摆在广大

教育工作者面前一道难舍难弃的难题。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迎难而上，针对学校

教育淡化劳动课程的现象，创新实践符合

当下实际的劳动教育课程，让劳动成为学

生必修课，既让家长放心满意，又让学生

受益匪浅，探索构建起一整套符合新时期

中小学生成长需求的劳动育人“金牛样

本”，有力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6版

乡村游
别搞成“一季游”
□ 王 浩

寒冬时节，一些乡村旅游景区进入

“冬眠”。西南某县盛产茶叶，每到采茶

时节，漫山茶香弥漫，风光秀丽，慕名前

来的游客络绎不绝，赏茶摘茶品茶。但

到了冬天，景区游人稀少，这可急坏了农

家乐的老板们，景区里的饭店、民宿都接

不到客人，一些甚至关门歇业。

乡村游旺季时路上堵满车，淡季里

景区不见人，这样的情景并不少见。因

节假日、自然风光季节变化、景区定位等

因素影响，旅游有淡旺季是普遍现象。

乡村旅游有特殊之处，一方面，它的重要

内核是乡村自然风光，季节变迁对景点

影响较大，比如主打赏花踏青类的景点，

旺季仅有几个月。另一方面，农业生产、

农事活动的时节性特征明显，冬季不少

地区进入农闲，缺乏游客可参与的体验

活动，景点吸引力大幅下降。多重因素

叠加，导致乡村旅游淡旺季客流差异大，

影响产业可持续发展，“一年只赚几个

月”成了行业尴尬。

淡季太淡，旅游资源和设施利用率

不高，大大增加经营者的成本，影响市场

主体积极性。而游客旺季集中出行，景

区承载能力有限，游客体验差，导致留不

住、难再来。对于吃“旅游饭”农民来说，

影响了其稳定增收的能力。与此同时，

乡村旅游正处于成长阶段，市场主体实

力相对较弱，经营能力不强，创意不够，

导致在解决淡旺季问题上的办法不多。

乡村旅游是农村成长起来的新业

态。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共接待16亿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4200亿元，同比增长15%。乡村游对于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农民

收入、满足居民休闲消费有重要作用。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17 部门印发《关

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

见》，提出各地各部门要把乡村旅游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举措。如何让乡村游淡季不淡，

成为一个发展课题。

坚持科学规划。如果缺乏引导，一

哄而上，经营者容易恶性竞争，甚至陷入

“旺季赚短钱”的误区，出现宰客现象。

经过多年发展，成熟的景区探索了不少

方法平衡客流。各地可立足区域特色，

合理确定产业规模，科学设定旅游线路，

通过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组合，突破季

节限制，并与周边地区错位竞争。同时，

农村欠账较多，交通、食宿、网络通信、污

水处理、卫生服务等方面水平亟待提升，

需要补齐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短板，提升

景区承载力，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

创新新型旅游产品。乡村旅游产品

单一，同质化严重，是造成淡旺季客流差

距的问题之一。比如当前多以观赏类、采

摘类为主，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可细看细

品的不多。要鼓励市场主体深度挖掘农

业本身附带的观光、康养、科普、文化体验

等功能，开发新型乡村旅游产品，增强景

区的吸引力。同时，政府通过人才引进，

教育培训等方式，充实规划、经营类人才

队伍，满足行业快速发展的需求。

深度发掘乡村四季不同的美，让乡村

游时时有美，处处可玩，成为推动农业发展

的持续动力，成为农民增收的稳定来源。

□ 丁锡国 张玉洁 高文成

苗鼓铿锵敲起来，山歌嘹亮唱起

来，舞蹈欢快跳起来……

不久前，地处湘西花垣县深山的

苗族村寨十八洞，用一场热闹的歌舞

晚会，送走一个难忘的日子。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这个贫困村落，看望乡亲，同

大家商量脱贫致富奔小康之策，首次

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如今5年过

去了，十八洞成功摘掉贫困村帽子，

成为小康示范村寨。人均纯收入

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去年底

的10,180元。

高山回荡的歌谣，传唱着十八洞

人的新生活。

“通水通电又通路，户户
过上新生活”

十八洞地处特困山区武陵山腹

地，水秀洞奇，山水相连，有“小张家

界”之称。但因群山阻隔，交通滞碍，

民生维艰。

“苗家住在高山坡，坡上芭茅石

头多。不通公路水和电，手捧金碗莫

奈何。”

村民杨正邦对家乡的记忆，是闭

塞、贫穷。十几年前，车辆还开不进

村子。因为交通极不方便，十八洞徒

有满眼好风景，十八洞人空有一身壮

力气。

据新华社报道，今年才40岁的

杨正邦，到沈阳、宁波打工16年，直

到2014年初，才回到家乡。

此后的日子，十八洞天天在变：

路通了，电有了，水通了，危房改造了，

地面铺平了，垃圾站建起来了……

杨正邦特别感慨的是，通村道路从

羊肠小道变成土坯路、车辆单行道，

现在又拓宽为双向通行的大道。

深山连通世界，十八洞的“穷根”

拔掉了。

来村子参观、游玩的客人越来越

多。小村热闹了，村子里的活计随之

多起来。指挥交通、打扫卫生，杨正邦

从早到晚在街上忙活。今年国庆节，

他开办了全村第11家农家乐。11月3

日十八洞举行文艺晚会，杨正邦的农

家乐一天接待客人就有100多人。

当年的贫困户杨正邦，买了电冰

箱、平板大彩电，去年又买了私家

车。现在，他经常开上私家车，出山

进货。道路虽在群山中起伏弯曲，但

路面平整、宽敞，再无行路难。

十八洞传唱的山歌从此欢快起

来：“苗家住在金银窝，境内自然资

源多。通水通电又通路，户户过上

新生活。”

“精准扶贫来领航，户户
脱贫奔小康”

“三沟两岔穷旮旯，红薯土豆苞

谷粑，要想吃餐大米饭，除非生病有

娃娃。”

十八洞人均耕地只有8分多。

一块块巴掌大的土地，分散在山顶、

山腰和山谷里。

十八洞人祖祖辈辈就靠这点地

生活。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十八洞

脱贫致富，仍然紧紧抓住这个根本，

不同的是，土地上的“文章”和从前不

太一样了。

去年底，十八洞每名贫困人口从

猕猴桃基地分得1000元收益。这笔

钱，不是他们用汗珠子换来的，而是

他们的股金“生”出来的。

因为土地状况不适合搞规模产

业，2014年，十八洞将政策扶持资金

集中起来作为股金，与一家农业龙头

企业合作，在20多公里外的地方流

转1000多亩土地，建立了猕猴桃种

植基地。去年，猕猴桃挂果，当年开

始分红。今年产量大增，效益更好，

分红有望翻番。他们的目标是，进入

盛果期后，年人均分红5000元。

1000多亩“飞地”，比十八洞现

有的土地面积还大，收益也高出许

多。村里那些零零星星的地块，又被

改造提升，变成乡村旅游新卖点。

全村200多农户用承包地入股

农旅专业合作社，按发展旅游的标

准，统一设计规划。山坡上种桃子，

稻田里养鱼。桃子采摘权、稻花鱼捕

捞权，向游客转让。一块土地，收益

从一笔变成了三笔：土地有保底收

入；社员为合作社打工有收入；合作

社经营得好，还会有分红。

十八洞的致富门路越来越广。

一家企业投资办起山泉水厂，村民进

厂当了工人，村集体也有了至少50

万元的年收入。40多名妇女在家绣

苗绣，去年一年就收入26万元。老

人在家门前摆个小摊卖山货，收入也

不错。

十八洞人的笑声发自内心，歌声

也洋溢着幸福：“苗家住在高山坡，境

内自然资源多，精准扶贫来领航，户

户脱贫奔小康。”

“要想快脱贫，全村一条心”

“金鸡开了口，凤凰开了声，要想

快脱贫，全村一条心。”

十八洞是13年前才由飞虫、竹

子两个村庄合并而成的新村，村子合

了，人心难合。原飞虫村离国道近，

给原竹子村修路、架电，绕不开飞虫

的土地。建旅游设施，也不能不占用

土地。当时，村集体没有收入，一分

钱补偿也给不了。因此，群众没少出

难题。工程好不容易开了工，又被村

民阻拦，被迫停工的情况常有。

人穷，不能志短，得“软骨病”。

针对一些人巴不得政府把自己的衣

食住行全包下来的想法，花垣县委委

派的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不久，就

把破除村民“等靠要”思想，激发脱贫

致富内生动力，当成首要工作目标。

工作队有办法。举办篮球赛、苗

歌会、赶秋节、文艺晚会，把原来两个

村子四个寨子群众的心，往一块拢；

组织留守妇女，成立苗绣专业合作

社，组织青年成立民兵突击队，担当

急难险重任务，两支队伍成为工作队

开展工作的好帮手；每年一次对16

岁以上村民支持公益、遵纪守法、个

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情况量化打分，张榜公布，让排名

靠后的，“红红脸、出出汗”；借助村

“两委”换届，选优配强党支部、村委

会，给群众一个信得过的领导班子。

潜移默化中，十八洞人的脑袋

富了、干劲足了。近5年，村民自愿

投工投劳3000余个，建起许多公共

项目。

村民龙先兰是个孤儿，破罐子破

摔，喜欢喝酒、打架、闹事，四年前曾

闯进副省长主持的座谈会要饭吃。

扶贫工作队队长把他当成亲兄弟，温

暖他、帮助他、感化他，使他重新燃起

生活的希望，脱贫又“脱单”。如今，

龙先兰用自己和妻子的名字，为自己

生产的蜂蜜注册了商标，成立了养蜂

合作社，把118户养蜂户联系在一

起，规模扩大到1000多箱。龙先兰

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老板”。

新修订的十八洞村规民约，有了

这样的新开篇：“雨露阳光，润我家

乡，饮水思源，自立自强……”

浙江长兴浙江长兴：：湖羊产业湖羊产业
助力扶助力扶贫贫帮困帮困
从2018年开始，“湖羊之乡”

浙江省长兴县吕山乡开始推进

湖羊养殖产业扶贫。让养殖大

户与当地的低收入农户结对，为

低收入农户提供小羊、技术指导

及市场销售途径，用湖羊养殖业

来推进产业扶贫帮困，改善低收

入农户的生活。图为一名农户

在长兴德睿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的羊舍内给羊喂饲料。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穷山坡”变成“金银窝”十八洞飞出欢乐歌
地处湘西花垣县深山的苗族村寨十八洞，5年前，交通不便，非常贫困，而今，已经成功摘掉贫困村

帽子，成为小康示范村寨。人均纯收入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去年底的10,180元

□ 罗建华

湖南省永州市江华县是一个集

“老、少、边、穷、库”于一体的欠发达

县。近年来，江华县委、县政府积极

落实“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以优

化环境促进产业发展，引进和培育规

模企业93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18家，江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在全省139个省级以上园区综合评

价中排名第11位，全县主要经济指

标增幅连续5年排永州市第一，绩效

考核连续5年排永州市第一。

抓理念更新 促产业强县

江华是湖南的“尾巴”地区，不创

新永居人后，不开放死路一条。要迅

速改变落后面貌，就要摆脱路径依

赖、思维定势和工作惯性，激发干部

不甘落后、勤政务实、创先争优的责

任感、使命感；激发全县上下“为江华

的尊严和光荣而奋斗”的精气神；激

发“欠发达地区一样可以发展产业园

区，一样可以赶超崛起”的坚定信心；

激发“事在人为，别人能做到的江华

也能做到”的奋进决心。要实现跨越

发展，就要坚定“生态立县、开放兴

县、产业强县、民营活县”的发展思

路，树牢“以市场主体为中心”“项目

的成功就是江华的成功，企业的做大

做强就是江华的做大做强”的理念。

要上下齐心、尽锐出战，就要树立“实

干者实惠、吃苦者吃香、有为者有位”

的用人导向，让创新开放、等不起、慢

不得、埋头干、拼命干、辛苦着并快乐

着成为新时代全县上下的工作常态，

以干部的辛苦度换来经济发展的高

质量、高速度。

抓政策研学 促落地见效

产业发展离不开精准有效的政

策支持，江华的小成就得益于上级的

大政策。县委、县政府用好用活

“135”工程，3年建设标准厂房120

万平方米，为大部分招商企业从开工

到投产仅用半年奠定了基础，成就了

“江华速度”；用好用活IPO绿色通道

政策，出台了《鼓励和扶持企业挂牌

上市奖励优惠政策暂行办法》，筹集

5亿元产业引导基金，吸引了拟走绿

色通道主板上市的6家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到江华投资；用好用活《关于

积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的通知》，制

定了企业上市、土地供应、股权定增、

投资入股、代建厂房、物流、无尘车间

装修、用工培训、设备搬迁等一系列

优惠措施，招商引资形成了抱团式、

集群式落地的“江华现象”；用好用活

《关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产业扩大就

业的若干政策》，出台了《“四个三”产

业扶贫实施意见》，引导、支持、鼓励

小微企业进村办厂，形成了产业脱贫

的“江华模式”。

抓优势创造 促竞争力增强

发展产业，江华并没有优势。

没有优势，就创造优势；没有条件，

就创造条件。江华县委、县政府积

极创建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县”“国家园林县城”“全国文明县

城”“全国法治先进县”“全国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先进县”“湖南省金融安

全区”等一批金字招牌，让客商看到

江华是一个生机勃勃、是一个有品质

活力、是一个可以投资兴业的地方。

按照国家级开发区的标准，对

标珠三角地区镇的标准，江华规划

了28平方公里的高新区，开通了江

华至义乌、江华至深圳的物流专线，

成立了海关工作站，建立了融资担

保公司，设立了出口退税专项资金

池，力争让企业在转移过程中没有

落差。制定了招商中介奖励办法，

引进东莞天宇上市企业孵化园、深

圳渠成资本、东莞证券公司等打造

专业招商平台，发挥他们的信息、人

脉、专业等优势，让他们成为我们招

商的“红娘”。

抓审批加速 促服务升级

江华县要求各级各部门服从于

服务于高新区建设，对引进的企业

提供积极主动无私的“保姆式”服

务，实现了“企业投资有多快、服务

就有多快、办理审批就有多快”。创

新建立了“四心”服务留商机制。从

细微处着眼，帮助投资商解决生活

中遇到的小事、琐事，让其在情感上

感到暖心。每个项目明确一名县级

领导担任指挥长，实行一套人马、包

干到底。对投资商提出的任何问

题，都迅速研究，能办立马办好，不

能办耐心做好解释并及时反馈，让

其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对落地江华

的企业实行全程代办制；招商引资、

发展产业得到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

护，企业家成为江华最受欢迎和尊

重的人，让其在机制上感到顺心。

建立企业对县领导、各相关部门的

服务和廉洁进行不记名投票的测评

制度，督促党员干部既做亲商重商

护商的模范，又牢记党纪国法，清清

白白干事，建立了“亲”“清”政商关

系，让其在政商关系上感到公心。

（作者系湖南省永州市委常委、

江华瑶族自治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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