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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3日，湖南省江永县桃川镇社头村香姜种植基地，村民在剪姜叶。
眼下正是湖南省江永县香姜的收获季节。近年来，江永县采取“合作社+农户”模式，推广香姜标准化种植。

2018年，全县种植香姜 2万余亩，总产量 5万多吨。该县打造县、乡、村三级电商网络销售江永香姜等农副产品，促
进农户增收。 新华社记者 柳王敏 摄

8月 13日，游客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尕海镇尕秀村草原上骑
马。近年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围绕少数民族风情和独特的生态
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结合“全域无垃圾”创建行动提升甘南藏区
旅游品质，打造出尕秀、香告、扎尕那等上百个藏族文化特色浓郁的旅
游示范村，引导农牧民群众在参与乡村旅游等文旅产业的过程中实现
“绿色”致富。 新华社记者 赵丁 摄

“多亏了百誉智慧物流，短短 5天就把 2
万斤红桃销售一空。”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

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晒鼓坪村村民邹勇和

没想到，偶然间联系上的一个智慧物流网

络平台，解决了困扰自己几个月的大问题，

还把收购价由每公斤 2元提高到 5元。

武陵山深处的晒鼓坪村盛产优质红

桃，位置偏僻，物流成本高过红桃本身的价

格。邹勇和不信邪，带着几十户村民种了 1
万颗桃树，桃子喜获丰收，但由于要多次水

陆转运，迟迟找不到销路；有人愿意每公斤

2元收购，仅够种植成本。

山里有好货，却运不出、卖不了，这是

贫困山区的普遍“痛点”，也是长阳百誉“智

慧物流+电商交易”平台大显身手的“发力

点”。平台以物流为切入口，探索打通农产

品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让好货快速出

深山、卖好价、促增收。

货运不出去？宜昌百誉智慧物流公司

整合社会闲散资源，在长阳县 135个村设立

县乡村三级农村电商交通物流服务站，运

用大数据精准设置 12条“货运班线”，57台

货车每天定点定时运行；山货运到县城的

农村电商快递物流产业园后，通过入驻的

15家快递物流企业快速运往全国各地，3天

内就能进入城市居民的餐桌。

在大堰乡边家坪村，宜昌市清江肴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厂房顶上“您安心工作，好

吃的我帮您做”的红色大字映入眼帘。公

司创始人田江海 2016年从阿里巴巴辞职返

乡创业，建加工厂、做电商，他游刃有余，唯

独物流让他伤透脑筋。

起初，他每三天用车拉货到县城发出，

每月成本 5000余元不说，还费时费力；依托

百誉平台，每月运费降到 500 元，还提速近

一倍。田江海不断扩大规模，已带动 800余

名贫困户增收。

记者近日在长阳县走访，经常能碰到

一辆辆写有“百誉物流”字样的厢式货车走

村串户。一天傍晚，在清江边的乡村公路

上碰到了一辆装满腊肉、山胡椒、土豆等数

百件山货的货车。司机告诉记者，他早上

从县里运快递下乡时，车子还只装了七成，

“通过平台运出去的山货很多，有时上行的

农产品甚至超过了下行的工业品。”

长阳韵达快递总经理王传喜说，县域

内过去单独派车一件快递要 2元多，现在降

至 1 元左右，“物流业务这两年以 60%的增

幅上升，上行快递量在韵达湖北区域排名

前列。”

物流一边连着田间地头的卖方，一边

通过电商连着四面八方的买家。公司 135
个农村电商交通物流服务站，也是 135个货

物收发点，站长们把山里的“宝贝”收上来，

再由自己或平台上的 10 多家电商卖出去。

而今，山里的土货源源不断“飞”出大山，成

为农民脱贫奔小康的“金钥匙”。

“物流车直接开到家门口，我成了以快

递物流为媒，带动电商、批发的新农人，工

作、顾家、农活三不误，还带动贫困户增收。”

渔峡口镇龙池村百誉农村物流服务站站长

邓开月说，“去年通过我这个点，贫困户夏兵

的 5亩 柑卖出 980单，赚了近 8万元。”

电商与物流的结合，让乡村创客如虎

添翼，带动一个个山村摆脱贫困。渔峡口

镇枝柘坪村盛产高山富硒冷水米，但始终

不成规模。百誉农村物流服务站站长姚振

华说，去年在百誉平台试了一把，效果很

好，“有了物流和平台的支撑，我们正打造

1000亩高标准富硒冷水米基地，带动 200余

户农民种植。”

长阳县物流局局长汤应权表示，通过

资源整合，百誉搭建起县乡村三级物流体

系，吸引农村电商创客加入，大幅降低物流

成本；百誉整合的电商平台，又为其物流体

系的基石——农村物流服务站站长和物流

车赋能，不断创造订单增加收益；进而增强

平台的集聚力和辐射力，将深山土货的价

值发掘出来，成为城里人需要的生态产品。

目前，百誉平台每天的上行货物已达

7000 余件，公司基本实现了盈亏平衡。去

年，长阳县农村电商网络交易额达 5.86 亿

元，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脱贫攻坚

的新利器。 新华社武汉 8月 11日电

“提前一周房间都预订完了，现在是一房难

求，想不到干农家宾馆真中！”正值旅游旺季，经

营农家宾馆的冯建新面对蜂拥而来的游客，既

欣喜又有些懊恼，“高兴的是客人多不愁挣钱，

后悔的是眼皮子太浅，旅游这碗饭吃得太晚。”

冯建新的家乡在河南省栾川县陶湾镇西沟

村，位于豫西伏牛山腹地的栾川森林覆盖率超

过 80%，15个乡镇中 13个有景区，旅游资源得天

独厚，20余年前，就有先行者吃上“旅游饭”。

但 3年前，当镇里、村里的干部找到冯建新，

鼓励他经营农家宾馆时，长期打工为生的冯建新

却一口回绝：“心里没底，不知道该咋干。”无奈之

下，镇里只能劝他先经营个小吃摊，卖凉粉。

陶湾镇党委书记段红伟说。经营小吃摊

期间，冯建新看到村里车来车往，游人不断，终

于下定决心建农家宾馆。筹集资金整修自家

的房舍后，冯建新的农家宾馆于 2018年 6月开

门营业。“生意很好，9 个房间，我们夫妻俩经

营，半年下来挣了 5万多元。”冯建新说，“今年

更不愁客源，有不少回头客，加上客人介绍的

客源，接待不过来。”

“旅游该咋干”并非冯建新一个人面临的

问题。与西沟村临近的 4个行政村一度都是贫

困村，1500 余户 6700 余人中近 1/5 是贫困户。

“提起搞旅游，这里的群众还是没自信，只知道

搞旅游是好事，但想不通咋干，需要有人领着

干、推着干。”段红伟说。

2015年起，当地政府在西沟村等 4个村子

修建自行车道、登山步道等设施，引导村民发

展乡村休闲游。不到 4 年，约 170 家农家宾馆

在山沟里开张。依托乡村旅游，300 余户贫困

户 1200余人脱贫，村民们没想到旅游真成了自

家的“金饭碗”。

实际上，在栾川发展旅游的 20余年间，“想

不通”“想不到”的事情还有很多。

22年前，当潭头镇原副镇长马海明提出在重

渡村发展旅游时，刚吃上几年饱饭的村民们都不

认可。“当时村里人住的是土屋瓦房，靠种地、养牲

口生活，说搞旅游，跟听神话一样。”重渡村党支部

原书记贾文献说，那时候别说群众，一些党员干部

也想不通啥是旅游？穷山沟跟旅游有啥关系？

摸着石头过河，重渡村迈出了发展旅游的

第一步。随着国内旅游市场逐渐火热，再引入

企业投资管理，如今，重渡沟已成为有 350余家

中高端农家宾馆和民宿、年接待游客约 90万人

次的热门度假区。

8年前，背靠 4A级景区多年的庙子镇庄子

村想吃口“旅游饭”，但村民只愿小打小闹，不

敢将旅游规划为村庄主导产业。“村里太穷了，

村民不知道搞旅游能不能挣钱，都怕担风险、

受损失。”村支书温天序只好筹集资金带领 80
余个村民到省内外的旅游村考察，“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坚定大家发展旅游的信心。”

党员干部带头干，8年间，庄子村的农家宾

馆发展到 110余家，村民人均收入由 2010年的

2600元增加到 2018年的约 3万元。

想不通啥是旅游，想不通旅游挣不挣钱，

想不通怎么发展旅游，20余年来，栾川人把“想

不通”的旅游问题一一想通了，而想通后的结

果又让栾川人分外惊喜。2018年，栾川接待游

客近 150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87.4 亿元，带动

从业人员 16万余人，其中，1.2万余名贫困群众

借助旅游脱贫，旅游成为栾川人最实在的“金

饭碗”。 新华社郑州 8月 11日电

借助产业援疆的“春风雨露”，新疆喀什地区

疏勒县贫困女青年麦尔哈巴·乌拉伊木通过自学

国家通用语言、钻研纺织技术，从一名普通纺织工

成长为企业管理人员，在党的政策和援疆企业帮助

下，2018年底实现了全家脱贫。如今，自强不息的

麦尔哈巴已成为家乡年轻人争相学习的榜样。

23 岁的麦尔哈巴是疏勒县巴合齐乡巴合齐

村人。由于父亲长期重病，家庭贫困，2014 年高

中毕业的她放弃了高考，帮母亲务农。2015年父

亲去世后，为了全家生计，她和母亲只得在附近摘

棉花、打零工。

“那时候很多村民都在建设富民安居房，为给

父亲治病，我家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向亲戚借了 1
万多元，一家 4 口只能挤在土坯房里。”麦尔哈巴

回忆道。为了帮母亲照顾好弟弟妹妹，麦尔哈巴

到一家农资公司当销售员，月薪不到 2000元。

2017 年 4 月的一天，麦尔哈巴听说一家援疆

纺织企业招工，见习月薪 1800元，转正后 3100元，

缴五险还包吃住。她动心了，在母亲鼓励下报了

名。“我在农资公司干了一年多，维吾尔族老乡们

常来买农资，但大多数人的国家通用语言不熟练，

我帮他们翻译和写字据，没想到国家通用语言越

练越好，还帮我找到了好工作。”她说。

疏勒如意纺织有限公司运转厂长刘娟介绍：

“当时招工，面试的 70多人中不乏大学毕业生，但

能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较少，麦尔哈巴学历

不突出，但语言沟通能力很好，还热心帮其他面试

的人写材料，我们决定试用她。”

进入纺纱车间，麦尔哈巴才发现，工作最大的

困难还是语言。“领导、技工老师都是山东来的，不

但要跟他们交流，会说会写，还要迅速熟悉智能纺

纱机，掌握技术语言，跟上生产节奏，能发现生产

环节的问题。”为此，除了每天参加业务培训，麦尔

哈巴还坚持自学国家通用语言，买了字帖天天练

习。实习期满后，她如愿成为一名纺织工人。

从拿实习工资起，除了弟弟上高中的生活费

和到县城给自己买了套品牌衣服，麦尔哈巴把剩

余的钱都交给母亲还债。2017 年底，债还完了，

她开始为安居房攒钱。2018年底，在政府补贴和

疏勒如意纺织公司扶贫资金支持下，麦尔哈巴家

建起了 80平方米的安居房。与此同时，她家还成

功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我一直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但如

果没有产业援疆的好政策，我的梦想不知道什么

时候才能实现。”麦尔哈巴感慨地说。

麦尔哈巴并没有满足于眼前的生活。厂里夜校

组织的国家通用语言、技能等培训，她从不缺席；她

还富有团队精神，只要有员工请假，她就主动顶班，

轮休期间家里没事她也来加班。进厂 1年时间，她

就全部掌握了前纺、后纺、包装等各车间生产技能。

“由于表现优秀，去年 11月，麦尔哈巴被选派

到山东如意集团总部学习一个月。今年初，她被

提拔为前纺车间主任，管理的 60多人的车间各个环节没有出过任何差

错。”疏勒如意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狄秀华说。

在麦尔哈巴心中一直有个榜样——全国助人为乐模范热汗古丽·

依米尔。她说，热汗古丽初中毕业坚持打工创业，4年就改变了一家 9
口人贫穷的命运，还组织几百个南疆妇女外出务工共同脱贫，自己也

要像热汗古丽一样，帮助更多姐妹“站起来”。

在麦尔哈巴看来，南疆少数民族妇女脱贫第一关就是学习国家通

用语言。“产业援疆给了很多就业机会，只有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才能胜

任，才能提高技术和效率。”为此，凡是车间会议或学习活动，她坚持所

有人用国家通用语言交流、记录。回到家，她还辅导上小学一年级的

妹妹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狄秀华说：“我们企业援疆的目的就是为扶持南疆产业发展，把更

多劳动力培养成合格的产业工人，实现稳定就业促脱贫。我们需要麦

尔哈巴这样的优秀人才接过接力棒，进行传帮带。”

如今，麦尔哈巴自强不息的励志故事已在家乡传开了。据巴合齐村

村委会介绍，2018年全村 1000多名年轻人中，除了上学的，已实现 100%
就业，进纺织厂工作的就有 400多人。 新华社乌鲁木齐 8月 12日电

新华社贵阳 8月 13日电 （记者
李惊亚）“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在贵州省余庆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积善社区的“儿童快乐家园”，踏着

音乐节拍，40多个孩子跟随舞蹈老师

学跳爵士舞。

舞蹈教学结束后，很多孩子舍不

得走，围着舞蹈老师张丽七嘴八舌地

问：“您以后还来教我们跳舞吗？”

“当然了，有时间一定再来教你

们。”20 岁的余庆县巾帼志愿者张丽

肯定地回答道。

在积善社区“妇女之家”，社区妇

联的工作人员忙碌着：她们定期邀请

张丽这样的巾帼志愿者开展乒乓球、

绘画、跳舞、唱歌免费培训，丰富社区

儿童的暑期生活；“儿童快乐家园”里

的音响设备、乒乓球桌、电脑、电视、

画板等文体娱乐设施是她们争取资

金购置的……

今年“六一”儿童节，“妇女之家”

联系当地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来积善

社区免费放映儿童电影，还给参与活

动的 400名儿童发放了慰问礼品。

“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一直

在思考，如何以‘妇女之家’为纽带，

通过妇联充分调动社区内外的‘她’

力 量 ，把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安 置 点 建 设

好。”余庆县妇联主席杨玲说。

据统计，在积善社区人口中，妇女

人数占近一半，她们是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里一支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

余庆县妇联在积善社区实行网

格化管理，在各楼宇建立楼宇妇女小

组长，负责联系服务本楼宇的妇女，

做到妇女大事、小事有人管，妇女工

作全覆盖。

一些搬迁户刚刚脱离农村，对城

市生活不习惯，家里、家外的卫生比

较差。楼宇妇女小组长教住户做家

务，定期开展卫生评比检查。今年 7
月，“妇女之家”组织挨家挨户评比卫

生，评出“五星户”1个、“四星户”3个、

“三星户”5 个，现场给“星级卫生家

庭”挂牌和物质奖励。

“‘星级卫生家庭’的牌子就挂在

家门口，路过的人都能看到，我们全

家都感到光荣。”被评为“四星户”的

积善社区妇女唐顺说，“我们还要继

续努力，争当‘五星户’。”

为 培 养 妇 女 的 自 立 自 强 意 识 ，

“妇女之家”还举办家政、育婴师、美

容师培训班，组织供需见面会，帮助

妇女搭建就业平台。联系当地电子

厂免费为安置点妇女开展培训，不能

进厂务工的妇女可在家中操作计件，

帮助贫困家庭增加收入。

社区居民张忠先对现在的生活

很满意，她说：“妇联搞了很多活动，

孩子很喜欢，我参加培训后，做零工

贴补家用，小区越来越干净，邻里越

来越和谐，日子越过越好。”

“不光是在积善社区，在全县所有

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我们都健全

了妇联组织，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

的作用。”杨玲说，“下一步，我们将在

脱贫攻坚、弘扬好家风、家庭环境卫生

整治、产业发展等方面做足功夫，团结

动员安置点的妇女全部行动起来。”

告别新疆大学的讲堂，南下一

千多公里到贫困村担任驻村干部，

教师吴健强扎在南疆莎车县一年半

了。

脚上的皮鞋皱了，沾着泥，手指

着前面金灿灿的农田，黑瘦腼腆的

吴健强告诉记者，他们村的“经济转

型”成了。

吴健强说的“转型”，是指举全

村之力新种下了 2300 亩万寿菊。

眼下菊花盛开，整个依乃克帕塔村

都“浸润”在橘红色的海洋里。

但直到今年夏初，这 2300亩万

寿菊的生与长，还让吴健强和整个

驻村工作队如履薄冰。

2018 年初，新疆决定在当时已

实施 4年的干部大规模驻村工作基

础上，从区直机关、中央驻疆单位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给每个深度贫

困村再选派一名第一书记，同时从

自治区高校选派一名教师职工，加

强原有县派驻村工作队力量。

深度贫困的依乃克帕塔村，迎

来了自然资源厅干部邓东升与新疆

大学教师吴健强。

新疆土地辽阔，南北疆在自然、

风土和经济上迥异。长在北疆的吴

健强，对塔里木盆地边缘绿洲的情

况并不了解。

“贫困的情况出乎意料。”直到

“沉下来”，每日入户走访，与百姓交

心座谈，南疆乡村的真实图景才在

吴健强面前逐步清晰。“个别老乡还

过着粗放耕作、‘一碗茶一口馕’的

清贫日子。”

莎车是新疆人口最多的县，但

因为缺少产业，103.8万人的常住人

口无法有效转化为劳动力优势。大

多 数 还 是“ 土 里 刨 食 ”，但 收 益 很

低。2017 年底建档立卡贫困户再

度 复 核 后 ，莎 车 贫 困 发 生 率 高 达

20.4%。

依乃克帕塔村耕地 4100余亩，

人均不过 3亩，长期种植的小麦、棉

花亩均收益在触到 400 元-500 元、1200 元-1500 元的天

花板后，难再提升。

邓东升和吴健强到来后，力量大增的工作队启动深

入调研。经过工作队、村两委、村民大会三轮商议，一项

调整种植结构的重大决定诞生了：除了口粮地和林果地，

依乃克帕塔村要全部改种万寿菊以摆脱贫困。

原产自墨西哥的万寿菊，自明代传入中国，直到

2011 年才在莎车试种 300 亩。但今年已扩大到 13.8 万

亩，让莎车县成为世界最大万寿菊种植基地，拥有世界最

大的鲜菊花加工能力。

建合作社组织生产、补贴农民使用专用化肥、实施保

护价统一收购、从万寿菊提炼天然植物色素叶黄素，一套

从种到收、再到加工出口的完整产业链在莎车展开。

正是这条产业链，累计带动当地农民增收 6亿多元，

实现出口创汇 5000万美金，让 3万多贫困户 10万人摆脱

了贫困。而在其背后，是一家叫作晨光生物的行业冠军

在南疆的深耕。

第一次种植，“创业”的邓东升、吴健强忐忑不安。“虽

然有晨光公司手把手地教，我们还是很担心成活率的问

题，如果不足 90%，一切都泡汤了。”

成活的关键是栽种。栽一株万寿菊要四道工序，栽

种期短，集中在 4月底 5月初。要按时栽完，必须动员全

村之力，而只要一道工序不标准，成活就成问题。

好在现如今全疆各村都开办了农民夜校。从去年 8
月起，驻村工作队将夜校作为培训万寿菊种植的主战场，

反复示范讲解栽种要领。进入栽种季，工作队员、村干部

人人包户下地，亲手指导栽种。

“目前来看，成活率超过 97%，挺出乎意料的。”吴健

强说。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韩文杰告诉记者，他

们与种植户签订了保护价合同，以一公斤 1.05元价格现

金收购，“根据长势，今年亩产可达 2吨-3吨，除去成本一

亩可以获利 2000多元。”

莎车县副县长樊海涛说，因为农业产业化企业的入

驻，目前全县已有 6 万多户改种万寿菊，6%的耕地实现

了产业结构调整。

不仅在古丝路重镇莎车，沿着当年丝绸之路的南道，

于田、策勒、叶城、英吉沙……在这串缀在沙漠边缘的绿

洲上，都能看到橘红色的“花海”。万寿菊已成为脱贫“利

器”，在南疆的种植面积已超过 16万亩。

新华社乌鲁木齐 8月 13日电

好货这样出深山
——湖北长阳探索打通农产品进城全链条

□ 新华社记者 王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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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想不通”到“想不到”
——河南栾川端起“旅游饭”打造“金饭碗”

□ 新华社记者 韩朝阳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她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