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

责编 版式 杨海燕

大
同
日
报
抖
音

08 特稿
2023年 9月 26日 星期二

承印：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0352-2429838

溪流潺潺、鸟鸣啁啾，白雾萦绕着
山间村寨，时而如玉带飘舞，时而如青
烟袅袅，山脚下田地里的劳动身影随
处可见。

这里是华溪村，重庆市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的中益乡一座土家村寨，武
陵山区一个曾经世代贫穷的小山村。

2019 年 4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
乘飞机、转火车、换汽车来到华溪村考
察，了解该村通过种植中药材黄精等
特色经济作物带动村民脱贫的情况和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情况，鼓
励乡亲们要一起奋斗，努力向前奔跑。

四年多来，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一
直 引 领 当 地 干 部 群 众 不 停“ 奔 跑 ”，
2019 年底华溪村全村实现脱贫，村寨
一年一小变，四年大变样。近日，新华
社记者来到这里蹲点调研，走近一个
个“奔跑”者，感受村寨的精彩变迁。

“产业选准了”黄精地里生“黄金”

村民马培清家院子旁，有一小片
2018 年底种下的黄精，杆茎上细长的
绿叶，在微风中舒展摇曳。

“我们村第一批种的黄精还有 200
多亩，那场面才美呢。”华溪村党支部
书记王祥生笑着说。

黄精是一种中药材，当地老百姓的
读音很像“黄金”。黄精从种苗到采收
的生长周期一般为 5 年，如今到了收获
的季节，大家都盼望着黄精变“黄金”。

“黄精能不能变成黄金我不敢说，
但我确实离不开它了。”马培清的儿子
陈朋笑着说。

陈朋过去在浙江打工，孩子读小
学时举家回到老家华溪村。华溪村当
时没有像样的产业，土地多为零碎的
坡耕地，人均可耕地不足一亩，种地没
多少收益。村里也曾发展过辣椒、菊
花、竹笋、前胡等产业，但都收效一般。

陈朋刚开始偶尔打零工，赚了钱
就去喝酒，“每天喝得‘二麻二麻’的”，
终于把自己喝成了酒精肝，住院 20 多
天，从此变成了贫困户。

“种黄精吧。”王祥生劝道。
当地山林里生长着野生黄精，有

的村民会挖回家零散种植。后来经专

家论证，华溪村有着适合黄精等中药
材生长的绝佳环境。

2018年底开始，村里尝试以村集体
为主体集中连片发展黄精产业，种苗、农
资等成本由村集体投入，村民出土地、出
劳力，参与日常管护。这既盘活了土地
资源，还通过发放管护费、劳务费、利润
分红实现集体与个人的利益联结。

在王祥生的动员下，陈朋把自家 6
亩地流转给村集体种黄精，并负责黄
精基地除草、剪枝等日常管护。

“一般搞农业很难致富，你为什么
喜欢种黄精呢？”记者有些疑惑。

“刚开始确实觉得种地没意思，可
后来就离不开了。”陈朋笑着说。

他给记者算了笔账：黄精采收前，
土地流转费、管护费、务工费等加起
来，这几年已有 3 万多元入账，今年黄
精收获时预计还能分红 3.6万元。

在华溪村，和陈朋一样“痴迷”黄精
的大有人在。30 岁的驻村工作队队员
晏雨露是土木工程专业的硕士，却对农
业科技孜孜以求。通过查资料、反复试
验，他终于找到让黄精苗生长周期缩短
3个月的窍门，有了空前的成就感。

再过两三个月，总书记考察过的
200多亩黄精就要收获了。

王祥生说：“总书记来村里考察时
关心黄精产业发展，询问产业是否选
准了，当时我回答‘产业选准了’。现
在更有信心了，如今村里的黄精种植
面积已经有 730亩了。”

在 2022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土特产”文
章。如今，华溪村正在发展黄精、黄
连 、蜜 蜂“ 两 黄 一 蜂 ”等 特 色 产 业 。
2022 年，全村脱贫人口年人均收入达
19415 元，比 2014 年翻了近两番。

村民的保障一年比一年好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华 溪 村 考 察 时
说：“看到大家不愁吃、不愁穿，教育、
医疗、住房安全越来越有保障，心里感
到很托底。”

村民李言碧家门前的水泥地面平
整干净，屋后一大片的脆桃林郁郁葱葱。

李言碧在外打工时因车祸导致腿

脚 不 便 ，只 能 带 着 10 多 岁 的 女 儿 回
乡。但老家的木屋因多年无人居住而
倒塌，只能租房住，不仅要支付年租金
8000 元，而且上下 4层楼很不方便。

“过去的贫困户盖不起新房，只能
在老房、危房里凑合，住房安全得不到
保障。”村干部介绍说。

“现在这房是去年新建的。没有
政府的支持，建房，想都不敢想。”李言
碧说，村里给他争取了危房改造补贴
2.5 万元和农厕改造补贴 1700 元，又从
村里的“两不愁三保障”基金中拿出
5000 元，加上他自筹的 1 万元，一座带
厨房的平房就建了起来，新建的厕所
就在平房旁边。

李言碧所说的“两不愁三保障”基
金，是华溪村为防止农户返贫而设立
的，是兜底救助的补充，也是保障农村
共同富裕的基础。

“这几年华溪村进一步完善了‘两
不愁三保障’机制，我们要让总书记感
到更托底。”王祥生说。

“两不愁三保障”基金的另一个功
能是救急。村里易返贫致贫群众近九
成都是得大病的，他们报销医疗费时
可能因一时资金周转难而影响生活。
去年，该基金帮扶了 20 多户这样的家
庭，每人资助 1000 元。

村 集 体 经 济 是“ 两 不 愁 三 保 障 ”
基金的源头活水。华溪村 2017 年成
立 了 石 柱 土 家 族 自 治 县 中 益 旅 游 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经营大米、蜂蜜、莼
菜、脆李、药用木瓜等农产品销售以
及旅游研学。

“公司将红利的 93.6%分给村集体
经济联合社，后者将所得 60%用于全
体村民分红、30%作为‘两不愁三保障’
基金、10%作为村集体公益金。”华溪村
驻村第一书记孙斌介绍。

眼看着黄精又要为村集体增加几
百万元收入，王祥生说，村民的保障一
定会一年比一年好。

“奔跑”成为村寨最热的词

在华溪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
对乡亲们说，要一起奋斗，努力向前奔
跑，争取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

“奔跑”，如今是华溪村最热的词。
采 访 中 的 一 天 上 午 ，大 雨 滂 沱 。

记者在村道上看到秦廷惠等村民穿着
雨衣雨靴匆忙往家赶。一问才知道，
早晨下小雨时，他们依然去地里干活
了，现在下大雨才回来。

在华溪村，冒雨干农活不是新鲜
事，因为大家都在努力向前“奔跑”。

47岁的村民刘益洪 18岁就到广东
等地打工，这几年回村后就一直在“奔
跑”。开起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养蜂、务
农，他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却乐在其中。

华溪村山峦起伏，野生草本、木本
蜜源植物丰富，是中华蜂的“天堂”，非
常适合发展养蜂产业。如今经过村里
组织的各种培训，养蜂已成为村民增
收的重要手段。

雨后的青山苍翠欲滴，刘益洪带着
记者上山看蜂桶。沿着一条水渠壁向
上走，穿过竹林和玉米地，在一处向外
凸起的巨石之下，记者看到了两只圆形
蜂桶，巨石为蜂桶提供了遮风挡雨的天
然庇护。“深山里不通车，蜂桶要一只只
背上山，深山中花多，蜂采百花蜜，酿的
蜜又多又有营养。”刘益洪说。

刘益洪养了 30 多桶蜂，这是离他
家最近的一处，其他都在深山中，他隔
几天就进山管护一次，还在山里蜂桶
边安上了摄像头，方便随时查看。

这段时间，刘益洪已经开始收获
蜂蜜。“今年天气好，预计蜂蜜收得肯
定比去年多。土蜂蜜不愁卖，去年 340
斤 就 留 了 一 斤 自 己 吃 ，其 余 全 卖 光
了。”刘益洪笑着说。

养蜂只是刘益洪的“副业”，农家乐
经营是他的主业。如今生意好时，每天
五六辆大巴的客人来用餐，宵夜也火
爆。刘益洪说：“虽然累，但很值。”

记者在华溪村调研发现，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奔跑”的队伍。这
两年回村的年轻人已接近 30 人，他们
用不同方式实现着人生价值。

25 岁 的 马 前 飞 家 在 华 溪 村 偏 岩
坝。三年前，为了照顾父母，他回到村
里，将自家改成了农家乐，今年他预期
收入能达七八万元。生意淡季时，他在
村里参与集体务工，树苗嫁接、打枝等
技术活主要都由他这样的年轻人干。

“奔跑”，是这座土家村寨的姿态，
也是华溪村干部群众的精神状态，大
家似乎都有使不完的劲儿。“因为党的
政策好，就必须努力向前‘奔跑’！”中
益乡党委书记刘登峰说。

新华社记者 李勇 王金涛 周文冲

奔跑吧，我的村寨
—重庆华溪村蹲点调研笔记

9 月 25 日，河北省卢龙县卢龙镇一家葡萄酒企业的工人在酿酒葡萄种植
基地采摘酿酒葡萄。

近日，河北省卢龙县卢龙镇的 4000 多亩酿酒葡萄进入成熟期，农民们开
始进行采收，向酿酒企业销售，田间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近年来，卢龙县
卢龙镇依托当地葡萄酒酿造企业优势，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展酿酒葡萄种植，
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在江苏南通，超过 15000 亩滨海盐
碱地正逐渐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其
中，约 7000亩已通过验收，正式成为“吨
粮田”，剩余地块正在改良中，即将验收。

走进南通市如东掘苴垦区，站在
海堤之上，记者看到一边是一望无际
的大海，潮水涌动；一边是排列规整的

“井字田”，稻浪翻滚。
“这里可能是距离大海最近的稻

田。”江苏省地质局海洋院总工程师胡
建说，“2017 年以前这里还是高盐度滨
海 盐 碱 地 ，经 过 改 良 现 已 成 为‘ 吨 粮
田’，可种植上百种作物。”

南通市通州湾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
原本也是一片白茫茫的盐滩。2014年以
来，经过土壤改良，这里已变成绿油油的
垦区。记者现场看到，稻田里成群的白
鹭或觅食或飞舞，草地上遍布牛羊犹如
草原牧场，试验田中各种作物长势喜人。

2010 年，江苏省地质局开展沿海
地质调查；2012 年开展滨海盐碱地土
壤特性和盐分迁移规律研究；2013 年
萌生并提出改造滨海盐碱地设想。十
年过去，设想变成现实。

“一般一年半，最快一年，我们就
能将这些初始盐度 20‰左右的滨海盐
碱地改良成盐度低于 3‰的耕地。”江

苏省地质局海洋院副院长姜夏烨说。
目前，在南通市通州湾和如东县，

经江苏省地质局海洋院改良的盐碱地
超过 15000 亩，其中约 7000 亩已通过验
收，正式成为“吨粮田”。

姜夏烨介绍，经测产，改良验收的
田地，种植海水稻，亩产最高可达 650
公斤；种植小麦，亩产近 550 公斤；种植
油菜，亩产超 200 公斤，而每亩改良成
本仅需 3.5万元。

“目前，改良后的田地，每年主要
种植一季小麦、一季水稻，是名副其实
的‘吨粮田’。”姜夏烨说，十年来，通过
持续的技术维护，改良后的盐碱地含
盐量稳定，没有出现大规模返盐现象。

种田本是农业部门主责，江苏另
辟蹊径，让曾经以找矿为主业的地质
部门主导滨海盐碱地改良，集成多种
技术，最终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胡建介绍，江苏滨海盐碱地改良
主要以地质技术为牵引，无论是前期
地质调查、中间土壤改良、后期田间管
理，地质监测技术始终贯穿其中，同时
集成 10 余种关键技术，实现“以地适
种”与“以种适地”的“双向奔赴”，进而
大幅提升改良速度。

新华社记者 朱国亮

江苏南通：滨海盐碱地变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