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河南新县老

区旅游综合收入、游

客接待量年均增长

20%以上，旅游及相

关行业对全县 GDP

贡献率达30%，从业

人员 5 万余人，带动

22个贫困村、7683名

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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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晓阳 庞明广 杨 静

独龙族的山，曾经让他们

与世隔绝，陷于封闭和贫穷。

公路通，产业兴，贫困人

口清零。在我国独龙族主要

的聚居地——云南贡山独龙

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独龙

族人民在保护生态的同时，利

用山地优势发展草果、蜜蜂等

产业，让满目青山变成“绿色

银行”，走出了一条绿色脱贫

之路。

摆脱大山之困
贫困人口清零

横断山区，山连着山，山望

着山。

大山曾经阻挡了独龙族走

向世界的步伐。全国总人口仅

约7000人的独龙族，有4200

多人生活在独龙江乡。这里地

形为“两山夹一江”，高黎贡山

和担当力卡山并肩高耸，独龙

族群众就聚居在独龙江河谷

地带。

新中国成立之初，独龙族

尚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

平低下，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

体。前几年，独龙江乡还处于

深度贫困中。

“在党中央关心和各部委

支持下，云南省采取‘整乡推

进、整族帮扶’的超常规措施，

推动独龙族跨越式发展。”独龙

江乡乡长孔玉才说。去年底，

迪政当村最后一批15户51人

脱贫出列，独龙江乡贫困人口

清零。

新华社记者走访各个村

寨，领略着独龙江乡的沧桑

巨变——

告别大雪封山，独龙江乡

实现全年通车。以前，独龙人

出行遇崖搭天梯、过江靠溜索，

直到1964年才有人马驿道，

1999年才通简易公路。2015

年，独龙江乡公路升级改造完

成，全乡告别每年有半年与世

隔绝的历史。

搬出篾笆房、木楞房，家家

住上安居房。马库村29岁的

唐小聪，童年最大的愿望是有

个温暖的家，但以前住的篾笆

房总免不了透风漏雨。2014

年，他家搬进了温暖舒适的安

居房。目前，全乡1100多户都

住上了安居房。

民生不断改善，人人都有

社会保障。独龙江乡九年制

学校、卫生院、养老院等民生

项目相继建成，所有人都参

加了医保，中小学生入学率

100%。苦了大半辈子的“文面

女”李文仕说：“我的晚年生活

比蜂蜜还要甜。”

独龙人的“银行”
就在满目青山上

多年以前，独龙族没有自

己的产业，几乎也没有商品

观念。

现在，独龙族有了现代生

态产业，走出了一条“不砍树也

能致富”的绿色脱贫之路。

孔玉才介绍，独龙江乡依托生

态优势，注重“长短结合”，发展

草果、重楼等药材种植和独龙

牛、独龙鸡、独龙蜂等养殖业，

已经初具规模。

草果是独龙江乡最大的产

业。这种作物种植在林下，产

品可以用作药材和调味香料。

目前，独龙江乡种植草果达6.8

万亩，人均接近16亩，其中一

半左右已经挂果。2018年，草

果给独龙江乡群众带来人均收

入1800余元。

旅游是独龙江乡的潜力

产业。因公路升级和景区建

设而暂停开放两年后，独龙江

乡今年10月1日将重新开放

接待游客，很多人跃跃欲试，

准备从旅游业中“淘金”。迪

政当村的村民白忠平最近在

忙着盖客栈，马库村、巴坡村

则打算把村民组织起来发展

民宿和餐饮等。

□ 宛诗平

近日，贵州省黔南州通报

了三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

型案例，其中一起是都匀市平

浪镇实施扶贫工程辣椒种植

项目作秀造势问题。2018年，

都匀市平浪镇在实施扶贫工

程辣椒种植项目过程中，只在

公路沿线可视范围内设置种

植点，并在沿途插满标语、挂

满横幅，制造轰轰烈烈搞产

业的表象，在群众中造成了

不良影响。2018年5月18日，

都匀市委原副书记胡荣忠、副

市长郭永昌，都匀市农工局原

局长顾静生，平浪镇党委书记

王燕隆、镇长刘流等分别受到

相应处理。

如期在2020年告别贫困，

是一个硬目标、硬指标，来不

得半点弄虚作假。同时，越是

任务紧，越要防范形形色色的

假象。重“面子工程”、轻惠民

实效，挑领导容易看得见的

地方扶贫，把资金集中投到

少数几个点上……在部分贫

困地区，还存在着这样的想

法和做法，被人戏称为“造盆

景”“垒大户”。这种“路边花

式扶贫”，中看不中用，掩盖

真相，遮挡真贫，产生了扶贫

泡沫不说，还苦了百姓、伤了

民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

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过程都

要精准，有的需要下一番‘绣

花’功夫”……近年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

述振聋发聩。脱贫攻坚要取得

实效、见到真章，必须用“绣花”

的功夫，一丝不苟。而把扶贫

当成“作秀”，花拳绣腿、光说不

练，搞形式主义，就会影响扶贫

工作进程，损害党和政府在群

众心中的形象。

脱 贫 攻 坚 要“ 绣 ”不 要

“秀”。“绣花”讲究一针一线细

致入微、一孔一眼缜密灵巧。

当下，脱贫攻坚进入最后冲

刺阶段，对扶贫单位和部门提

出了更高要求。各单位和部

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心思

放正，老老实实，咬定青山不

放松，发扬钉钉子精神，下足

“绣花”功夫，大干、苦干、实

干，扎扎实实地做好扶贫工

作，做到扶贫对象精准、扶贫

方式精准、扶贫成效精准，确

保脱真贫、真脱贫、不返贫。

惟其如此，才能打赢脱贫攻坚

这场硬仗。

□ 李钧德 李 鹏

继去年成为大别山区首

个脱贫县后，不久前，河南新

县又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通

过了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

区验收。2018年，36万人的

新县吸引游客超过 630 万。

以旅游激活乡村，用绿色改变

贫困，河南新县老区“游”出一

条“绿中掘金”新路。

从“靠山吃山”到
“敬山如父”

河南新县地处大别山腹

地。上世纪一段时期，群众

“靠山吃山”，眼盯着几亩山

场，过度砍伐，结果山上树少

了，群众还是没有富起来。

生态恶化让新县痛定思

痛。“‘靠山’不能仅仅‘吃山’，

还要‘养山’‘护山’。”新县县

委书记吕旅说，“新县没有别

的资源，只有把经济发展和生

态保护统一起来，把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才能真正实现

绿色、协调发展。”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乱

挖乱建乱伐滥采等生态“四

乱”，新县近年来划定县域生

态保护红线，先后开展规范土

地和建设市场、严格矿产资源

开发、打击破坏森林资源、河

道采砂治理等综合整治行动。

在治乱基础上，新县又提

出“视山如父、视水如母、视林

如子”理念，对山场、河流登记

建档，对古树名木挂牌保护，

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气水土

“三净合一”的污染防治攻坚

机制，落实“河长制”，探索“山

长制”“林长制”，用最严格制

度保护生态环境。

如今，新县森林覆盖率恢

复到76%以上，植被覆盖率超

过95%。2018年12月，经生

态环境部验收，新县成为河南

仅有的两个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县之一，全县17个

乡镇全部创建成为国家级生

态乡镇。

以旅游激活乡村
加快脱贫攻坚

经过大力整治，到处挖山

毁林的风气得到了遏止，生态

得到恢复。但如何从绿水青

山中掘出金山银山，还是个

难题。

结合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新县提出，大力发展全域

旅游和健康产业，把生态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2014年开

始，新县提出以旅游激活乡

村，加快脱贫攻坚，用“美丽”

改变贫困。全县不仅高标准

编制了涵盖“九镇十八湾”的

全域旅游规划，而且建立起

“县有旅游委、乡有旅游办、村

有管委会”的三级旅游管理体

系，以“每年6个1000万元”财

政投入机制带动社会资本注

入，驱动实施“美丽乡村生态

新县”5年行动计划。

短短5年，乡村旅游兴起

让许多传统村落焕发生机。

周河乡西河湾村2013年只剩

下39名留守老人。2014年，

致富带头人张思恩从北京返

乡成立西河农耕园种养殖合

作社，将全村土地流转到合作

社发展乡村旅游，并以古村原

貌保护和慢生活创意为特色，

不仅帮助村子脱了贫，而且吸

引近400名村民回归。

张孝祥以前在广东打工，

儿子在韩国打工，儿媳带着孙

子在县城上学，一家人分居三

地。作为全村首户农家乐，如

今张孝祥的农家小院每年收

入一二十万元，儿子也从韩国

归来，一家人重新“团聚”。他

说，“这些变化就像做梦一样。”

乡村旅游也带动了农业

供给侧改革。羚锐集团是当

地一家知名的制药企业。

2014 年起，该集团通过“公

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模式，大力发展山茶油产

业，动员山区村民改造、优化

自家的野生山茶林，为企业提

供优质原料。

在企业的带动下，原来不

值几个钱的山茶籽，现在卖到

每斤12元，一亩油茶每年就

可以收入约6000元。当地百

姓高兴地说：“一亩油茶百斤

油，脱贫致富盖高楼”。

近年来，在乡村游的带动

下，新县建成旅游餐馆 155

家、农家饭庄400余家、民宿

体验场所200多个、集农业观

光和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生态

农业综合开发园区10余个，

发展生态茶园30万亩、油茶

22万亩、中药材3万余亩，一

幅“绿中掘金”的画卷在新县

徐徐展开。

以绿色传播红色
用特色擦亮底色

2018年8月1日，新县告

别绝对贫困，成为大别山地区

首个宣布脱贫的县。不久前，

新县以河南省第一名的成绩

通过了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

范区验收。近年来，新县老区

旅游综合收入、游客接待量年

均增长20%以上，旅游及相关

行业对全县 GDP 贡献率达

30%，从业人员5万余人，带动

22个贫困村、7683名贫困群

众稳定脱贫。

依托旅游带来的百万游

客，新县老区的“红色”文化也

传播得更远。吕旅说，新县散

布着300多处红色旧址，以大

别山干部学院为载体，近年

来，超过15万来自全国各地

的党员干部来此洗礼初心。

新县政协副主席吴克君

说，作为革命老区县，红色是

新县的底色，而绿色是全县的

特色，在发展乡村旅游中，以

绿色传播红色，用特色擦亮底

色，“四色”发展相得益彰。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

王承哲认为，作为资源匮乏和

区位不便的山区县，新县“绿

中掘金”，让群众从绿水青山

中增收致富，为推动乡村振兴

提供了有益借鉴。

以旅游激活乡村 用绿色改变贫困
河南新县老区“游”出“绿中掘金”新路

河北滦州河北滦州
荒山变身致荒山变身致富富生态园生态园

近年来，河北省滦州市九百户镇九百

户村引入社会资金进行荒山开垦发展生态

农业，取得良好效果。目前该村荒山生态

治理面积达8000亩，以种植特色蔬菜和瓜

果为主导产业，发展桃、杏、李子、核桃和部

分南方瓜果生产，走上生态农业科技致富

之路。图为游客在九百户村鸡冠山生态

农业产业园摘桃。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脱贫攻坚要“绣”不要“秀”

满目青山变成“绿色银行”

延伸阅读

□ 向定杰

夏日时节，行走在贵州省

遵义市田间地头，一片片青椒

长势喜人。在当地，辣椒种植

已有上百年历史，是全国知名

产区，素有“辣椒之都”美誉。

“以前山里湿气重，需要吃

辣椒，所以农户就自家种点。

到1998年，政府成立临时辣椒

办，开始作为一项产业来抓。”

遵义市播州区辣椒办副主任

彭诗云说。在去年，仅播州区就

完成辣椒基地建设45.66万亩，

种植农户达到12.44万户，实现

农民人均种椒收入3385元。

在20多年的产业探索过程

中，一道“考题”也始终萦绕在

彭诗云和同事们脑海中：“城镇

化加剧，农民老龄化问题日益

严重，谁来种地、怎么种地？”

“辣椒又是劳动密集型产

业，为了解决无人种椒、谁来种

椒的问题，市里提出了‘职业椒

农’培育计划。”彭诗云说。

据了解，遵义市针对传统

烟农、转产渔民以及返乡农民

工，围绕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化

肥地膜、土地流转费补助等形

式，加大培育种植5亩～30亩

的“椒农”。银行也推出“椒农E

贷”，提供3000元～10万元的

金融贷款服务。

“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

程中，我们也加大对贫困户的

辣椒种植技术培训，力争让他

们种上几亩，真正使辣椒成为

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的特色优势

主导产业。”彭诗云表示。

他介绍，播州区新民镇龙丰

村黄家湾村民组就是“职业椒农”

培育的典型。数据显示，此前该

组以种植烤烟为主，2018年组里

47户农户有38户种辣椒，种植面

积504亩，种椒农户户均种植辣

椒13亩多，户均收入5万多元。

今年，全组47户有45户种

植辣椒，种植面积扩大为550

亩，占到全部耕地面积的92%。

其中，贫困户杜启祥年年都种8

亩以上的辣椒，供养两个大学

生、一个职校生，全家人的生活

基本靠这一项收入。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将辣椒产

业作为全镇农业主导产业，大

力推进辣椒优良品种选育、‘职

业椒农’培育，努力把辣椒真正

做成富民增收的好产业。”播州

区新民镇镇长张莉说。

火红的辣椒映照着火红的

生活。按照计划，今年遵义市辣

椒种植面积要达到235万亩、实

施辣椒“换种工程”12万亩、培育

“职业椒农”3万户。到目前，仅

“职业椒农”一项就已落实45，245

户，提前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火 红 辣 椒 映 出 火 红 生 活
贵州遵义培育“职业椒农”，使辣椒成为贫困群众

持续增收的特色优势主导产业

云南贡山独龙江乡利用山地优势发展

草果、蜜蜂等产业，实现绿色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