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舒兰市上营镇马鞍岭村二

合屯位于 S204 省道旁，距上营镇南 18

公里、舒兰市城区 60 公里、珲乌高速新

站高速口约 15公里，交通十分便利。二

合屯地理位置与黑龙江的雪乡处于同

一纬度，只是海拔高度略有不同，每年

降雪量是舒兰的 3 倍，冬季积雪厚度可

达 2米深，雪质优良，雪量丰富。

虽然二合屯的区位优势和生态资源

突出，但却不为人所知。近年来，舒兰市

认真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按

照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大力发展白色

经济，加快推进白雪换白银”的战略部

署，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融

合、错位发展”，充分挖掘冰雪资源优势

和传统农耕文化特色，集中力量优化旅

游环境，提升服务水平，打造了“吉林雪

乡·舒兰二合”旅游品牌，初步实现了产

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互促共赢。

“如何让‘冷’资源‘热’起来？舒兰

市积极利用不可复制的冰雪资源，大力

发展冰雪旅游产业，采用‘公司+农户’

的模式，引导全体村民参与建设管理，

并注册成立了舒兰市二合雪乡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该公司由 113户村民入股

组成，农户参与管理，积极打造‘吉林雪

乡·舒兰二合’项目。对二合屯内道路

桥涵拓宽和沥青路铺设；室内厕所实现

全屯覆盖，地埋式微动力生物污水处理

设备厂投入使用，宽带、监控等各类线

路全部实现地埋；新建生态停车场、游

客服务中心、公共卫生间、雪松栈道、观

景台、文化广场等，安装路灯，景区绿

化、亮化、美化相继落实。在保留原始

乡村风味的基础上，二合屯已初步建成

了‘地下现代化、地上生态化’的村屯。”

舒兰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林

忠祥说。

“我们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大

力挖掘二合文化内涵，保留了苞米楼

子、木栅栏等原始乡村特色，突显关东

文化。目前，超级大玉米、威虎山寨、玉

米黄金屋、烟具博物馆、相机博物馆等

民俗景点投入使用。年猪宴、小笨鸡等

关东特色美食，豆腐坊、煎饼铺、老酒坊

等关东店铺作坊相继推出。”马鞍岭村

党支部书记、马鞍岭村旅游公司总经理

卢才书说。

产业有发展，农民鼓腰包。乡村振

兴归根结底要发展经济，要想让经济稳

步发展首先要让农民富起来，那么就需

要有好的产业。作为农业大县的舒兰

市超常规出牌，合理规划，科学设计，积

极发展冰雪旅游，不仅做大了产业，富

了农民，乡村环境也显著提升，更做成

了乡村振兴的“二合样板”。

在 2019 年，“吉林雪乡·舒兰二合”

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4万余人次，旅

游收入达 1700多万元，“二合雪乡”名片

靓丽袭人，舒兰市冰雪旅游收获满满。

品牌叫得响，引得活水来，特色项

目 形 成 矩 阵 ，聚 是 一 把 火 ，散 是 满 天

星。出了名的二合屯引来众多能量汇

入，《大国重器黄大年》《猛虫过江》众多

剧组组团来拍摄；吉林省摄影家协会主

席赵春江第六摄影工作室、公主岭市摄

影家协会摄影基地等工作室相继落成；

皇族猎苑、二合滑雪场、雪乡小剧场投

入运营，二合屯成为聚集能量的宝地。

“为进一步提升景区承载能力，完

善景区功能，我们还引入了蓝精灵雪堡

印记、冰雪梦幻世界、探秘雪谷穿越、酒

吧、咖啡厅等多个特色旅游项目。”舒兰

市旅投公司董事长白云飞说。

因二合雪乡的打造，二合屯被评为

全国第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如今的

“吉林雪乡·舒兰二合”旅游景区已成为

国内家喻户晓的旅游景点，更成为助农

增收的有效路径。在这里白雪真的变

成了白银，“冷”资源发挥了“热”效应，

做出了冰雪产业发展的“舒兰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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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何静媛 陶李）2020 年 上

虞 曹 娥 江 文 化 旅 游 节·谢 塘“ 虞 生 优

梨”开摘系列活动日前启动。市民游

客与当地梨农相聚梨园，品尝清甜翠

冠梨，游玩梨园新八景。

人 称“ 六 月 雪 ”的 翠 冠 梨 是 绍 兴

市 上 虞 区 谢 塘 镇 的 一 张“ 金 名 片 ”。

近年来，谢塘镇通过打造“虞生优梨”

品牌，带动当地优质梨产业不断做大

做强。经过多年发展，谢塘镇还探索

出 一 条 从 卖 水 果 到 卖 风 景 的 农 旅 融

合发展之路。

柳 色 黄 金 嫩 ，梨 花 白 雪 香 。 每 到

初春时节，谢塘镇的优质梨基地便热

闹起来，游客慕名前来。“这里的梨花

大片大片的，是难得的一景。”上虞区

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谷嘉说，从天空俯

视，梨花如雪，蔚为壮观。到了 7 月，随

着“虞生优梨”开摘，游客们结伴涌入

梨园，开启采摘之旅。

晋 生 村 是 著 名 导 演 谢 晋 的 故 乡 ，

全村优质梨种植面积超过 1000 亩，是

谢塘镇优质梨种植面积最大的村庄。

如 今 ，晋 生 村 正 在 下 一 盘 大 棋—— 以

“醉美梨园”及弘扬谢晋影视文化为主

线，打造“农业+文化+旅游+商业”多

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抓住美丽乡村建

设契机，该镇投入近 1500 万元实施晋

生村“一村一品”和精品示范村项目，

围 绕 千 亩 梨 园 ，推 进 梨 园 基 础 设 施 、

“梨园八景”、美丽河道及大棚基地等

建设。

“我们为游客准备了春赏花、夏摘

果及休闲观光立体旅游体验，欢迎大家

来游玩。”晋生村党总支书记章溢锋说，

“一村一品”和精品示范村项目进一步

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让村民的生活更

富诗意。打造“醉美梨园”产业创新综

合体和农业观光园，以农助旅、以旅兴

农成为当地村民致富的新引擎。

编草成时尚 非遗助脱贫

红色资源活起来 乡村旅游热起来

浙江上虞“醉美梨园”谱新篇
□ 本报记者 肖相波

“ 不 点 火 ，不 冒 烟 ，看 着 电 视 做 草

编 ；不 出 门 ，不 出 院 ，轻 轻 松 松 把 钱

赚 。”在 山 东 省 平 度 市 新 河 镇 ，常 常 可

见村民席地而坐，一边拉家常、一边做

草编的情景。

作为中国华侨之乡、中国草编工艺

品之乡，近年来，新河镇党委、政府积极

引导，让这一特色产业在精准扶贫工作

中 发 挥 作 用 ，全 镇 424 户 贫 困 户 中 ，依

托 草 编 工 艺 品 加 工 脱 贫 致 富 的 有 220

余户。新河镇成为山东省“非遗助力脱

贫、推动乡村振兴”的典型乡镇。

夏 日 午 后 ，行 走 在 青 岛 平 度 新 河

镇 的 街 头 ，白 墙 黛 瓦 间 草 编 元 素 无 处

不在，草编广场、草编墙画述说着新河

的草编历史，就连道路两侧的路灯、灯

笼，店铺招牌的样式、色彩也体现着草

编文化元素。

走进 74 岁的非遗传承人林红香家

中，屋里摆满了玉米皮、麦秆草、针线布

头等材料。“我从 5 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学

编草编，现在上了年纪也闲不住，还能补

贴点家用。”她一边灵巧地编织一边跟记

者搭话。在林红香的影响下，今年，40 多

岁的小女儿也到家门口的加工点上班，

一个月收入两三千元不在话下。上初中

的孙女放学后也爱摆弄几下。

2019 年 ，新 河 镇 推 出 了“ 公 司 +加

工 点 + 农 户 ”的 草 编“ 就 业 工 坊 ”新 模

式，发动龙头企业与较为困难的家庭结

成对子，通过优先安排困难家庭成员到

公司打工，或将加工活送到村民家中等

方式，全力打造“草编就业工坊”。企业

能人带领技术人员进村到户传授编织

技艺，提高了村民复杂工艺产品的加工

能力。通过“就业工坊”，农户不仅可以

赚 到 加 工 费 ，还 能 获 得 利 润 分 成 ，220

余户贫困户因此得以脱贫。

“草编加工不分地点、不分时间、不

分男女老少，为就业渠道有限的困难家

庭提供了就业机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通 过 这 一‘ 炕 头 经 济 ’实 现 了 就 地 转

移。”平度市新河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如 今 ，作 为 江 北 地 区 最 大 的 草 编

工 艺 品 加 工 出 口 基 地 ，草 制 工 艺 品 产

业 已 经 成 为 新 河 镇 的 主 导 产 业 之 一 ，

产 品 已 有 120 多 个 系 列 4000 多 个 品

种。全镇从事草编工艺品的企业有 90

余 家 ，103 个 村 庄 中 有 80 个 村 建 立 了

草 编 工 艺 品 加 工 点 ，现 有 加 工 户 6000

多 户 ，从 业 人 员 2 万 余 人 ，产 品 远 销 日

韩、美国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草编产业一头连着国际大市场，一

头 连 着 千 家 万 户 ，形 成 了 一 道 独 特 的

“产业链风景”。如今的新河镇已成为

草编工艺的世界工厂。“我们的草编产

品 全 部 出 口 ，从 几 美 元 到 上 百 美 元 不

等，很受国外潮流人士的追捧。”青岛鹏

程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綦家鹏说，草

编 工 艺 得 到 了 爱 马 仕 、LV 等 国 际 大 牌

的青睐，农民制作的草编包、草帽等作

品还登上了国际时装周的舞台。

“ 原 来 草 编 产 品 以 出 口 为 主 ，几 乎

不在国内销售，利润低、受国际市场影

响波动大。”平度市新河镇党委书记于

锴说，2018 年，新河镇为草编产品注册

了“ 指 间 大 象 ”商 标 ，开 始 拓 展 国 内 市

场 ，“ 通 过 打 造 这 一 高 端 品 牌 ，丰 富 了

产品形式，增强了核心竞争力，抵御风

险的能力也随之提高。”

眼下，新河镇正在建设“指间大象”

博物馆，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

的草编展馆。博物馆内还将设置 50 多

个直播间，面向草编传承人和时尚主播

开 放 ，通 过 线 上 直 播 讲 述 新 河 草 编 故

事 ，编 织 一 条 独 特 的“ 新 旧 交 融 ”风 景

线，展现“旧时光”里的“新时尚”。

未 来 ，新 河 镇 将 打 造 集 产 业 、文

化、旅游和社区四大功能为一体的“青

岛 百 年 编 艺 小 镇 ”。 整 合 原 有 草 编 工

艺 品 企 业 ，形 成 集 研 发 设 计 、生 产 加

工 、销 售 贸 易 于 一 体 的 山 东 半 岛 绿 色

时尚产业集群。同时将这一区域打造

成 农 民 创 新 创 业 产 业 园 ，提 升 当 地 村

民的幸福感和优越感。

“ 平 度 草 编 在 我 们 心 目 中 就 是 非

遗 时 尚 化 的 代 名 词 ，期 待 传 统 草 编 能

在 时 尚 之 路 上 走 得 更 远 、更 上 一 层

楼。”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非物质文化

遗产处处长胡耀江说。

□ 本报记者 吴健芳

近 3 年 来 ，在 福 建 省 纪 委 的 帮 扶

下 ，三 明 市 建 宁 县 水 尾 村 围 绕 红 色 资

源 主 线 ，不 断 完 善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挖

掘 文 化 内 涵 ，加 强 产 业 联 动 ，从 一 个

贫 困 村 蜕 变 成 为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扶 贫

示 范 村 。

水 尾 村 位 于 三 明 市 建 宁 县 客 坊 乡

西 南 部 ，是 当 年 红 军 后 方 根 据 地 和 建

宁苏维埃的大本营。作为建宁县重要

的 老 区 基 点 村 ，村 里 较 完 整 地 保 留 着

闽赣基干游击队司令部、红军医院、苏

区银行、闽赣苏区兵工厂等旧址群，被

称为“红色小井冈”。

“水 尾 村 属 于 偏 远 高 山 贫 困 村 ，距

建 宁 县 城 有 70 公 里 ，山 高 路 远 又 崎 岖

难行，虽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但基

础设施滞后，劳动力流失严重，经济基

础 薄 弱 。”水 尾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谢 文 雄

说，村中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人

口 约 200 人 ，主 要 为 老 年 人 ，建 档 立 卡

贫困户有 19 户 67 人。

如 何 让 资 源 优 势 转 化 为 经 济 优

势，助力当地农民脱贫致富？“2017 年，

福 建 省 纪 委 监 委 挂 钩 帮 扶 建 宁 县 后 ，

省 纪 委 干 部 多 次 深 入 水 尾 村 ，经 过 调

研后认为，偏僻山村要摆脱贫穷，就得

依 托 当 地 这 些 绿 色 和 红 色 旅 游 资 源 ，

做活红色旅游文章。”福建省纪委下派

水尾村驻村第一书记詹志勋说。

水 尾 村 邀 请 了 福 建 省 村 镇 建 设 发

展 中 心 对 村 子 进 行 规 划 ，提 出 了 把 水

尾 村 建 设 成 为“ 红 色 乡 村 、生 态 乡 村 、

宜居乡村”的总目标。同时，引进各级

帮 扶 资 金 近 3000 万 元 ，以 闽 赣 基 干 游

击队司令部、苏维埃政府、红军医院等

6 处红色旧址为文化核心，对红色旧址

群 进 行 修 缮 ，让 这 些 红 色 资 源“ 鲜 活 ”

起 来 。 与 此 同 时 ，以“ 红 军 驿 站 ”为 代

表 的 一 批 乡 村 民 宿 、农 家 乐 等 旅 游 配

套设施也相继建成。

为 了 讲 好 水 尾 村 的 红 色 故 事 、传

播红色能量，水尾村推出了“瞻仰一次

红色旧址、重走一次红军路、重温一次

入党誓词、听一场红军课、看一场红军

剧 、唱 一 首 红 军 歌 、读 一 本 红 军 书 、出

一次红军操、吃一顿红军饭、宿一次红

军 营 ”的“ 十 个 一 ”体 验 项 目 ，将“ 红 色

基因”融入“乡村血脉”。

近 年 来 ，水 尾 村 还 编 撰 了《苏 区 水

尾》《建宁红色故事》等历史书籍，创作

了《建 宁 山 水 情》《莲 乡 儿 女 感 恩 共 产

党》等红色歌曲，吸引影视剧组到此拍

摄 了 红 色 微 电 影《女 贞 子 树》、扶 贫 微

电 影《不 一 样 的 生 日》等 ，进 一 步 推 广

水尾村的红色旅游资源。为了丰富游

客 体 验 ，水 尾 村 还 编 排 了《水 尾 情 缘》

《军 民 鱼 水 一 家 亲》等 红 军 舞 台 剧 ，邀

请村民参与演出。

如 今 ，唱 红 军 歌 、住 红 军 屋 、走 红

军 路 、吃 红 军 饭 等 体 验 项 目 已 成 为 外

地 游 客 来 这 里 参 观 的“ 标 配 ”。“2019

年 ，水 尾 村 吸 引 了 省 内 外 游 客 5 万 余

人，打响了‘红土地·好客坊’品牌。”客

坊乡党委书记祝俊元说。

因 为 劳 动 力 大 量 流 失 ，水 尾 村 土

地 的 撂 荒 面 积 曾 经 高 达 360 多 亩 。 为

盘 活 荒 地 ，水 尾 村 引 进 了 艾 草 种 植 加

工 产 业 ，设 计 制 作 了 水 尾 村 独 有 的 艾

草 红 军 枕 、艾 草 红 军 茶 、红 军 文 化 衫 、

红 军 拼 图 ，开 办 以 艾 草 红 色 文 创 产 品

为 特 色 的 红 军 超 市 3 家 ，解 决 农 产 品

常 年 滞 销 、农 产 品 附 加 值 低 等 问 题 。

水 尾 村 村 民 谢 火 金 ，家 中 原 先 以 种 植

水 稻 、烟 叶 、莲 子 等 传 统 农 作 物 为 主 ，

后 来 跟 着 种 植 艾 草 ，通 过 向 艾 草 公 司

销 售 干 艾 草 、向 游 客 出 售 艾 草 饼 等 方

式，年增收近 2 万元。

水 尾 村 还 成 立 了 红 色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公 司 ，形 成 村 企 共 建 、公 司 化 经 营 、

村民享受分红（即村民以土地、房屋使

用费用为干股，年终公司进行分红）的

红 色 文 化 开 发 利 用 模 式 ，让 村 民 也 成

为“股东”。2019 年全村百姓享受旅游

产业分红 6.84 万元。

红军驿站农家饭店的主人谢桂英，

原先在家中种莲、养鱼，村里发展旅游

业以来，开办了农家乐，增加收入的同

时，还能把家中的生态食材推销出去。

“ 每 天 都 有 游 客 来 ，多 的 时 候 好 几 桌 。

小店一年纯收入可以有 5 万多元。”

目 前 ，水 尾 村 19 户 贫 困 户 67 人 全

部 顺 利 脱 贫 。 该 村 获 得 了“ 全 国 乡 村

旅 游 扶 贫 示 范 村 ”“ 中 央 红 军 村 ”等 称

号 ，还 纳 入 了 福 建 省 级 红 色 旅 游 线

路。詹志勋表示，下一步，水尾村将不

断 开 发 红 色 旅 游 新 业 态 ，大 力 打 造 精

品红色旅游线路，丰富文化体验活动，

让 游 客 在 身 体 力 行 中 传 承 红 色 历 史 ，

用 特 色 增 加 游 客 停 留 时 间 ，切 实 带 动

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 兴 。

宁夏西海固：乡村变景区 农民当老板
新华社电（记者 马丽娟）“ 我 再

也 不 后 悔 嫁 到 这 个 穷 山 沟 了 。”宁 夏

固 原 市 西 吉 县 吉 强 镇 龙 王 坝 村 的 贫

困户杨慧琴，望着山上绿意盎然的梯

田说。

盛 夏 时 节 ，绿 树 掩 映 的 龙 王 坝 休

闲山庄里，一孔孔窑洞宾馆颇具西北

特色，农家餐饮中心、草莓采摘园、乡

村科技馆里游人如织。

现 在 的 杨 慧 琴 已 不 再 是 一 个 普

通的农民，她是龙王坝休闲山庄的收

银 员 ，还 是 经 营 着 3 间 客 房 的 民 宿 老

板娘，每年收入 3 万元以上。

西 吉 县 地 处“ 苦 瘠 甲 天 下 ”的 西

海固，这里山大沟深、干旱缺水，过去

百 姓 为 吃 饭 毁 林 垦 荒 ，却 越 垦 越 穷 。

20 世纪末，西吉县林业用地面积锐减

至 36 万亩，森林覆盖率只有 3.5%。

经 过 多 年 的 退 耕 还 林 等 生 态 建

设，一度被评价为“不适宜人类生存”

的 西 海 固 正 变 得 生 态 宜 居 、风 景 宜

人 。 当 地 群 众 也 停 下 了 挥 向 山 林 的

锄头，依靠乡村旅游等“绿色产业”实

现了脱贫致富。

龙 王 坝 村 2011 年 从 林 下 养 殖 起

步 ，逐 步 完 善 水 、电 、路 、房 等 基 础 设

施，发展乡村旅游。短短几年就变为

“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实现了脱贫摘

帽 ，人 气 也 越 来 越 旺 ，去 年 接 待 游 客

24 万人次，营业额达到 1800 多万元。

包 括 杨 慧 琴 在 内 ，龙 王 坝 村 120

多 个 村 民 都 在 山 庄 工 作 。“ 我 们 不 仅

要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还要让他们

成为创业者，获得更大的收益。”宁夏

瑞 信 龙 王 坝 生 态 文 化 旅 游 股 份 有 限

公司董事长焦建鹏说。

2017 年，杨慧琴依靠政府补贴和 5

万元小额扶贫贷款整修房屋，她家成

为龙王坝村第 15 号民宿。“从春到冬都

有人住，我最近在推浆水面、臊子面等

特色餐饮，还打算再扩建几间房。”谈

起民宿经营，杨慧琴心劲儿很足。

走进位于罗山脚下的吴忠市红寺

堡区柳泉乡永新村，记者看到每家民

宿门廊装修风格统一，游客的客房和

厨房独立于农户自家房屋，厨房里消

毒柜、燃气灶、电冰箱等一应俱全，收

拾得十分干净，卫生间也采用水冲式。

“ 乡 村 民 宿 既 要 彰 显 农 家 味 ，也

要体现酒店的高品质，这样才能提升

游 客 入 住 体 验 ，有 利 于 长 远 发 展 。”

柳泉乡乡长郑慧玲说。

游客在窑洞宾馆前观看社火表演。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在水尾村闽赣基干游击队司令部，讲解员在给游客讲红军故事。储志强 摄

——记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水尾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