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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五省党报联动推出大型报道

□文/摄 本报记者 张磊

眼下，因旅游的日益火爆而着实忙了
一个大年的漠河市北极村，却没有像往年
一样稍作休息。民宿、饭店、游艇协会、马
拉爬犁协会、村民们都在为 2024 年自家
的发展琢磨着、计划着：扩大经营、增加项
目、整饬客房、线上宣推……一件件、一桩
桩准备着的和已经付诸行动的发展大计，
如同春天一样，“呼”地一下就走进了渐暖
的阳光里。

经营雪人木屋民宿的史瑞娟早想着要
扩建一下自家的小民宿，“七八间客房，旺
季时天天客满”，她家的小院一向整洁，但
规模有限。“北极村的旅游越来越热，慕名

而来的游客也多，市里镇里据说要出台新
的规划，村里今年肯定会有大动作，可要抓
住这个好机会。”史瑞娟这样打算。

许睿锋是去年一头扎回村里的“村二
代”，在大城市的电商领域耕耘多年，视野
开阔，对北极村的发展极为看好。去年 10
月，自家长辈经营多年的“俄罗斯人家”民
宿在他手上已经全面焕新、提档升级，并增
加了餐饮服务，还建了个媲美一线标准的
咖啡厅。

相对于村民们各自的谋划，北极村开
年的第一个大动作——“我在北极有块田”
的认购在春节时就已经上线。“按亩认领、
在线认购，农作物种植地点就在北极村。”
漠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宏泽介绍，北

极村的农田面积有限，黑龙江水加上国家
5A级景区全无污染的高寒黑土，出产的豆
角、西瓜等有机蔬菜水果向来质量上乘，口
感浓郁味道香美。这个自去年 10 月开始
启动的乡村振兴项目，全程都有现代农业
科技的加持：认领后全国用户可通过手机
端实时查看田间情况，随时了解区域农田
基本信息，以及指定的农产品种植生长情
况，育种、田间管理、收获等全程都由专业
人士提供种植技术支持，“种收储运”全链
条品质保证。

正如村民们所关切的，北极村现在正
忙着核对确认家家户户的信息，“要为后续
北极村整体规划升级提供最准确的基础数
据。”村党支部书记刘存生信心十足地说，

“全村上下都铆足了干劲，我们的日子会越
来越好！”

全国人大代表陈雨佳：去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的漠河市北极
村等地考察，强调要扬长补短，把资源优
势、生态优势、科研优势、产业优势、区位
优势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建好建强
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重型装备生产
制造基地、重要能源及原材料基地、北方
生态安全屏障、向北开放新高地。总书记
的嘱托言犹在耳，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作为新农人，我个人的逐梦路与乡村振兴
路完美重合，立志在我热爱的黑土地上深
耕梦想。

尹栋 本报记者 王晓丹整理

□安徽日报记者 罗宝

枝头梅花绽放，草间新绿渐成。随着天气逐渐转暖，
“大包干”发源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热火朝天动了起
来：小岗“外环”等几条道路加快建设、研学基地开始采购
设备、小岗健康食品研究院对接合作项目、凯盛浩丰设施
农业产业园二期平整土地、小岗村宿完善配套建设……

近年来，小岗村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在改善农业
基础设施的同时，以小岗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为载体，抢抓
长三角绿色食品加工业（小岗）大会契机，发挥小岗品牌
优势，招商引资、园区建设齐头并进，盼盼食品、安徽蒸谷
米、凯盛农业等陆续落地投产，小岗大米、葡萄、甲鱼、草
莓、蓝莓等特色农产品畅销大江南北，“粮头食尾”“农头
工尾”绿色食品加工产业链初现雏形。

2023年，小岗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420万元，同比增长
9.2%，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4900元，同比增长5.8%。

“从 2017 年度的 350 元，到 2023 年度股民每人分红
700元，7年实现分红翻一番，这是改革发展带来的红利，
小岗村产业越来越旺，村集体经济越来越强，咱们村民的
腰包也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今年 2月 1日，小岗
村举行 2023 年度分红大会，领到分红，“大包干”带头人
严金昌喜滋滋地对记者说。如今，81岁的严金昌儿孙满
堂，有的在村里开办餐馆、超市，有的在小岗的公司上班，
有的在外地上大学。而严金昌本人，还经常给游客讲小
岗的故事、大包干精神。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将继续弘扬小
岗精神，奋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小岗样板。”小岗
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对记者说。

全国人大代表刘茜：农业要发展、乡村要振兴，
需要懂技术的人才来带领。因此，对一些愿意在农村发
展的能人、土专家，需要在项目扶持、资金支持、教育培
训、福利待遇、精神荣誉等方面给予倾斜，让“新农人”愿
意回、干得好、留得下，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安徽日报记者 罗宝整理

安徽小岗村：
再迎农业发展新春天

□陕西日报记者 陈嘉

惊蛰前后，陕南的茶农们就要为茶季作准备了，陈尚福
早早开始张罗着农忙招工的事情。

陈尚福家住陕西省平利县蒋家坪村。这里地处秦巴山区，
村子便藏在这延绵的大山之中，村民们历来有种茶的传统。

陈尚福过去一家四口住在山上的土坯房里。“我们这家
家户户都爱种点茶，一方面是人们爱喝，一方面是为了卖个
好价钱补贴家用。不过，谁也没能因为茶叶致富。”他说。

那时，坐拥绿水青山的村民们却换不来金山银山。
2020 年初春，习近平总书记踏上了村里的凤凰茶山，

作出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重要论述。
要实现人与青山两不负，这一次，人们向脚下的茶山要

到了答案。
因茶兴业——蒋家坪村把零散的茶园整合起来，撂荒

的或流转，或承包，或让大户能人进行管理。很快，村里的
新型经营主体就达到了7家，标准化茶叶加工厂2个，不到
14平方公里的蒋家坪村茶园面积达到2750亩。

因茶致富——“党支部+企业+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
结机制让农民们得到了实惠。学技术、学管理、学经营，村
民们有样学样，基地成了新单位，茶园成了致富园，村民户
均增收达5000元以上。

随着茶产业链的建立，蒋家坪村也出了名，可新的问题
又接踵而至。

从山下到茶山的路太窄，山上停车位不够，公共卫生间
紧缺，农家乐的承载力低……

从 2020年到 2023年，蒋家坪村拓宽了景区公路，村委
会前修起了宽阔的停车场，农家小院干净整洁，文艺演出、
民俗活动精彩纷呈……茶旅融合的路子也越走越宽。

全国人大代表郭淑琴：要以产业兴旺为重点，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以生态宜居为目标，改善生态居住环境；以乡
风文明为主题，狠抓精神文明建设；以治理有效为保障，推进
农村综合治理；以生活富裕为根本，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以精
准施策、有力抓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农民就业
质量，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陕西日报记者 郑斐整理

陕西蒋家坪村：
茶旅融合之路越走越宽

□杨卫丽 浙江日报记者 李世超

星星闪烁，600 条彩鱼灯空中“接力”，化成百米“巨
龙”，吸引不少城里的游客慕名前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石碑前热闹依旧，游客一拨接一拨拍照留念……每一次
到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总能感受到这里超高的人气。

“20多年前，村里炸山开矿，粉尘漫天，造成‘山是秃头
光、水成酱油汤’。”余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说，2003 年起，
随着浙江“千万工程”的持续实施，村里关停矿山、水泥厂，
恢复生态，并发展休闲经济。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诞生地，多年来余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走出
了一条以生态高颜值带来经济“高价值”、用含绿量提升含
金量的发展道路。2023 年，该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2247 万
元，其中经营性收入1011万元。

在深入推进“千万工程”过程中，余村不仅留住了绿
水青山，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新村民。2022 年 7 月，余村
推出“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围绕研学教育、乡村旅游、
文化创意、农林产业、数字经济、绿色金融、零碳科技、健
康医疗等 8个类型，向全球发出一份共建未来乡村样本的

“英雄帖”。
85 后陈喆是“余村全球合伙人”之一，他在由水泥厂

改造而成的乡村图书馆里，开起国漫主题文创店，不仅卖
咖啡，还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 IP 引入余村；擅长视频
创作的阿鲍团队在余村后巷改造了一幢工作室，用镜头
记录乡村和青年的故事；村里来了机器人科教融汇实践
基地，把研学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稻田边“长”出了村里第
一家骑行俱乐部……一年多来，“余村全球合伙人”计划
已落地 50余个，大批年轻人纷纷往村里“跑”，在乡村找到
更多的可能性。

全国人大代表汪玉成：新时代乡村发展道路上，
需要年轻人回乡村，参与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创新，才
能让乡村越来越有活力。要坚持以创新思维去推动乡村振
兴，思考让“新赛道”吸引“新村民”、“新村民”催生“新业
态”、“新业态”锻造“新经济”。

浙江日报记者 李世超整理

浙江余村：
留住生态绿迎来新村民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黄馨怡

春意暖暖，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旅
游持续火热。游客们漫步其中，欣赏苗鼓表演、学习苗绣技艺、品
尝苗家酸菜鱼……欢声笑语不断。

10余年前，这里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怀着对民族地区贫困群众的

深切牵挂，风尘仆仆地到十八洞村考察。
交通闭塞，人均耕地少，群众生活长期徘徊在贫困线以下。当

时全村人均年纯收入只有 1668 元，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
一，全村一半以上都是贫困户。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首次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扛牢“首倡地”政治责任，
全力投入到“脱贫攻坚”大考——建立规范化机制，精准识别扶
贫对象；开设道德讲坛，制定村规民约，激发内生动力；修路通网
改厨改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2016 年，十八洞村在全省
率先脱贫出列。

从深度贫困村变为红色样板村，新的难题随之而来——4 个
寨子发展不均衡，游客一度只往梨子寨跑。围绕加快延展以红色
资源、苗族文化为依托的文旅产业链条，全村干部群众同心协力、
统筹布局、科学规划。

竹子寨推出蜡染制作、农耕体验，当戎寨打造集培训、住宿、餐
饮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飞虫寨修建文化广场、日间照料中心，多
元业态将 4个寨子串联，引导游客分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全村
协同发展、共同富裕。

2023年，十八洞村村民人均年收入 25456元，村集体经济 507
万元。全年累计接待游客8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2000万元，
带动周边3万余人就业。

全国人大代表石佳：想要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增收致富，仅凭单一产业远远不够。十八洞村逐渐形成了涵盖乡
村游、猕猴桃、苗绣、山泉水等在内的“旅游+”产业体系，农家乐业
主、农民讲解员、网络主播等新职业相继涌现，让更多人实现了在
家门口就业。 湖南日报记者 杨佳俊整理

湖南十八洞村：
深度贫困村蝶变扶贫样板村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本报联合安徽日报、湖南日报、浙江日报、陕西
日报，以“村与村的对话·乡村振兴，我们这样干”为主题，选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村庄为报道对象，讲述乡村振兴故事，推出融合报道。编者按

黑龙江北极村：冷资源变成热经济

小岗新貌。 陈华斌摄 十八洞村俨然一幅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石林荣摄

神州北极广场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神州北极广场是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凤阳县小岗村街景凤阳县小岗村街景。。
安徽日报资料片安徽日报资料片

由旧工厂改造而成的由旧工厂改造而成的
““余村印象余村印象””。。 殷兴华殷兴华摄摄

茶农采茶忙。
陕西日报资料片

十八洞村成为新时代十八洞村成为新时代
红色地标红色地标。。 石林荣石林荣摄摄

，村与村 的 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