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炎夏日，在沙漠绿洲小村农家院葡
萄架下，一边享用油亮飘香的抓饭和热腾
腾的烤肉，再来一杯凉爽的卡瓦斯（新疆
本地特色饮料），实在惬意！近年来，新疆
和田地区一些县市积极打造具有浓厚地
域特色的“网红村”，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和
田，助力当地走上实现乡村振兴的新路。

在和田县罕艾日克镇稻香村、和田市
古江巴格乡托万特根拉村，道路四通八
达，村道两旁家家户户把围墙拆掉或矮
化，修葺一新的和田传统“阿依旺”风格民
居、葡萄架、菜地、果园尽收眼底，村民们
利用自家房屋操办起特色餐饮、农家乐、
乐器店、绣坊、民宿等旅游项目。

和田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艾尼瓦
尔·阿迪力告诉记者，2019年全县脱贫摘
帽后，对于如何推进乡村振兴，县委提出
先试点，再以点带面，稻香村就是乡村“开
放式”旅游的试点村。这个村种植水稻上
万亩，颇有“水乡”风貌，315国道穿村而
过，交通优势明显，最关键的是基层干部
通过细致入微的工作，激发起群众积极支
持和参与旅游兴村的热情。

村民艾合买提托合提·依合力木
2021年8月在自家庭院开起了抓饭店。
他说：“去年7月，村委会提出搞‘开放式’
旅游，家家户户要拆掉围墙，1万多元修
的围墙说拆就拆了？种了一辈子地，搞旅
游，能有前途吗？正犹豫呢，县长、乡长、
村干部就来给大家开会做工作。县长还
在我家住了一晚上，聊了一晚上。村委会
安排35个村民代表到喀什古城景区考察
了3天，我们才知道在家里搞旅游真能把
钱挣了。回来后在村民大会上，我们就自
己当宣传员说服大家。”

托万特根拉村第一书记阿卜杜如斯

力·图尔荪介绍，实现脱贫后，现在村里
水、电、路、气、通信、安居房甚至下水管网
一应俱全，搞乡村旅游的硬件条件都具备
了。2020年村里只有7家商户，去年村里
开始发展旅游后，服装店、餐馆、美容店、
农家乐、采摘园等已有52家商户，30%还
是吸引外地人来开的。

去年8月，村民吐尔逊妮莎·吐尔逊
响应村委会号召，拆掉自家围墙，白天忙
着种大棚，晚上在庭院经营烧烤摊。尽管
受疫情影响，游客较少，但每天晚上她也
能挣100多元补贴家用。

“开放式”旅游让稻香村、托万特根拉
村在当地迅速成为“网红村”，两个村的两
委班子还积极引进具备实力的旅游经营
企业参与运营，推动村集体经济效益实现
提升。

稻香村引进昆仑绿源旅游开发公司，
按照“统一运营、分类经营、品牌为主、农
户参与、收益共享”的模式运作。在对旧
村改造的过程中，充分尊重村民意愿，按

照“一户一案一规划、一房一院一特色、一
家一策一业态”，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
保护有机结合，保留农户原有的馕坑、禽
舍、庭院等农家元素不变，保留原有居住
风格不变，最大限度留存“烟火气”。

昆仑绿源旅游开发公司稻香村项目
负责人张献忠说，按照村民意愿，全村
219户中，66户同意由公司改造民居，并
将房屋租给公司经营，居民搬到由公司免
费提供的和田县新城区廉租房，并由公司
安置每户1人就业，月工资不低于2000
元；其他153户村民愿意自己改造，自己
经营，同时自愿加盟公司统一运营指挥或
与公司进行股份制合作，公司只收取加盟
管理费用或股份分红。

在托万特根拉村，和田航宏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以每户每年2万元的租金，租下
村民闲置的房屋和庭院，改建成徽派仿古
农家乐，成为和田市区群众度假的好去
处。目前，农家乐吸纳全村28人就业，每
人月工资2000元以上。 据新华社

|大 |美 |边 |疆 |

|伟 |大 |变 |革 |

致富新业，山区制造：

秦巴山区
培育新社区工厂
家住陕西省白河县城关镇

安坪社区的方佳芝，在家门口的
新社区工厂已工作四年，“全家
人搬进社区，孩子就近读书上
学，我也辞去了外面建筑工地上
的工作。工厂一个月有4000元
的收入，家里的老人娃娃也有时
间照顾，什么都不耽误。”

秦巴山区，曾是我国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之一。由于找不到
挣钱的生计，当地一些群众很长
时间只能外出打工。

易地扶贫搬迁为秦巴山区
带来新的契机。仅在陕西省安
康市，近年来就有近100万群众
搬出深山。劳动力的聚集同时
带来发展机遇，通过承接由东部
转移而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安
康市在各个社区布局了超过
1000家新社区工厂，实现了产
业发展和群众增收双赢。

在织袜行业打拼了30年的
浙江商人顾芝红，已陆续在安康
多个县区投资建设新社区工
厂。“搞服装外贸，稳定的劳动力
最重要。东部地区工人流动性
大、成本高，而陕南的搬迁社区
不但有大量熟练工人回流，用工
成本较低，企业还不用担心人员
流失。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同行
选择到秦巴山区投资建厂。”顾
芝红说。

此外，秦巴山区也在提升新
社区工厂的生产规模，形成优势
产业的聚集效应。通过政策引
导和基础设施建设，秦巴山区还
在补齐短板，帮助相关产业迭代
升级。

“原本企业只是看中这里较
低的人力成本。但这几年，安康
市下大力气解决了物流运输难
题，让我们投资办厂更有信心。”
安康新伟泰玩具制品有限公司
负责人龙武说。

不同于东部省份具备通江
达海的贸易优势，秦巴山区物流
运输成本较高。为解决运输难
题，安康市多方协调，与铁路部
门和上海上港集团合作，打通了
铁海联运渠道，还开辟了“安西
欧”中欧货运班列，在当地建起
可以直接完成货物报关的无水
港，让山区的货物运输成本大幅
下降。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
安康市已建成新社区工厂1023
家，吸纳就业3.17万人，其中脱
贫人口8278人，实现年产值
56.68亿元。新社区工厂正在为
秦巴山区插上腾飞的翅膀。

“下一步，我们还计划积极统
筹解决用工、用房、物流、人才等
问题，更好满足群众就业需求。”
安康市市长王浩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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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网红村”
在“诗和远方”中铺就幸福路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夏日时节，横跨大兴安岭南麓的内蒙
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草木萌发，生机
勃勃。清晨，杜拉尔林场护林员白玉华发
动皮卡车，在大兴安岭茫茫林海中开始了
一天的巡护工作。春防火，夏营林，秋防
猎，冬管护，一年中白玉华有超过200天的
时间与世隔绝，在深山老林里守护大兴安
岭的一草一木。

2012年，阿尔山市迎来了“挂锯停
斧”的历史时刻，在内蒙古率先实现国有
林场全面停伐，曾经以伐木、砍绿为经济
支柱的阿尔山市，也开启休养生息，标志
着阿尔山林区从开发利用转入全面保护
发展的新阶段。

“这些年，阿尔山的生态一年比一年
好，林区里的小动物越来越多了，时不时
就能看到驯鹿、雪兔、野猪，近一两年更是
冒出来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新奇动物。”
在杜拉尔林场工作了32年，白玉华见证
了停伐后阿尔山市绿色发展点滴。

为了守护好这片茫茫林海，2014年
以来，在白玉华和成百上千名林业工人的
辛苦付出下，阿尔山市累计实施天保工程
1650万亩、封山育林120万亩、植树造林
40万亩、退耕还林还草25万亩。目前，全
市森林覆盖率达到81.2%，绿色植被覆盖
率达95%以上。

阿尔山市地处内蒙古东北部，冬季平

均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寒冷，是
这里冬天最显著的特征，对于棚户区里的
百姓来说，则更加铭心刻骨。

往两块木板中浇灌泥浆，凝固后就成
一堵墙，在“板夹泥”房子中生活了五六十
年，今年82岁的林业退休工人郭永财对
曾经的棚户区生活记忆犹新：夏天噼里啪
啦漏雨、冬天呼哧呼哧往里刮风。他回
忆，冬天得穿着大棉裤、裹着大棉被睡觉，
家里冷得说话都能看见哈气。

如今，老郭家的境况有了天壤之别。
走进阿尔山市的安置小区，推开老郭家的
门，屋内整洁明亮，老郭和老伴高兴地展
示家里的卧室、厨房、卫生间，满意地说：

“搬进楼房实在太方便了，上厕所也不用
冻屁股了。”

2014年以来，阿尔山市累计投入43
亿元，全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像老郭家一
样，全市的10400户棚户区房屋得以改
造。棚户区居民全部“出棚进楼”。据统
计，棚改惠及全市一半以上居民，超3万
人从“忧居”实现“优居”。

阿尔山市的棚户区林业工人周秀荣
2017年搬进楼房，迎来了“时髦生活”。
她和老伴手机连着无线网络，闲时刷视频
打发老年时光。家里的电视也连着互联
网，“一百多个频道随意看，再不是棚户区
时的满屏‘雪花’了”。她兴奋地说，“今年
小区里安了不少摄像头和分类垃圾桶，棚
改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得很实！”

过去几十年间，由于持续开采和利
用，阿尔山市因森林资源日益枯竭而直接
导致以林木资源为依托的主导产业萎缩，
加之2012年起国有林场全面停伐，曾经
从政府到群众以“伐木”为主要经济来源
的阿尔山市面临转型大考。

位于明水河镇的西口村，自然风光旖
旎。近些年，村里打造出“西口十八景”，
风风火火搞起乡村生态旅游，全国各地游
客立刻涌来。借势，村民周海英开了一家
农家乐。“刚开始一年只收入1万多元，这
两年游客越来越多，生意也跟着红火起
来，去年大约赚了30万元呢。”周海英说。

2014年开始，阿尔山市把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着力构建全域旅游格
局，明水河镇等各乡镇及街道全部链接进
旅游产业中。市里累计投入17亿元用于
景区、博物馆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2021
年全年接待游客224.23万人次，较2013
年增长71.2%，旅游收入32.54亿元，较
2013年增长107.3%。

热烘烘的火炕，贴满报纸的墙壁，泛
黄的老式衣柜，走进白狼镇林俗村的民
宿，仿佛穿越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从默
默无闻到成为北方知名旅游地，阿尔山市
吸引了辽宁的投资商韩忠勇前来掘金，他
投资整修了50间民宿，在国内外游客中
十分抢手。“阿尔山四季风光都很美，游客
出门见山开窗见水，是非常理想的旅游
地。”他满意地说。 据新华社

时至盛夏，地处陕西南部的
秦巴山区郁郁葱葱。点映在青山
绿水间的，是一座座移民搬迁社
区，而每一座大型社区里，都有与
之相配的新社区工厂。“楼上吃
饭，楼下上班”，这些原本用于帮
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的
新社区工厂，已逐渐成为秦巴山
区产业振兴发展的新沃土。

边塞小城阿尔山“休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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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游客在和田县罕艾日克镇稻香村小桥树荫下乘凉休闲。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