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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太行山传统古村落焕发生机
新华社记者 齐雷杰

果园上了“双保险”群众吃下“定心丸”
通讯员 王华 拓丽丽 记者 杜音樵

安塞区龙石头村积极探索开发乡村旅游——

乡村美如画 致富心劲大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张志林

进行时乡村振兴

初秋时节，安卧在群山怀抱中的芝麻峪村，林木
葱郁，红石墙房屋依山就势，错落有致。通向每座小
院的石砌台阶层层叠叠，弯弯绕绕。村前小溪里清波
荡漾，流水潺潺。静谧的小山村里，不时有游客前来
游玩、拍照。

芝麻峪村是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西部山区一个
小山村。早些年，这里却是另外一副模样。

“第一次到村里，我被连片的石头房屋吸引。可
踩着石阶一路走进去，心里凉了大半截。”2011年，大
学毕业的杜延青嫁到芝麻峪村时，村里到处可见荒
草、杂物，有的农房院墙坍塌，脏乱不堪。

结婚后，杜延青和丈夫到外地打工谋生，老人、孩
子在村里生活。仅有 280多人的芝麻峪村，外出打工
村民有100多人。部分村民搬进了市区楼房。一座又
一座古旧石屋，闲置荒废了。

“我们是‘守着金饭碗，过着苦日子’。”芝麻峪村
党支部书记宋书增说，村里连片的红石墙房屋特色鲜
明，周边有天河山等旅游景区，发展乡村旅游优势独
特。但长期以来，村民们大多靠种植板栗和外出打工
糊口。

近年来，芝麻峪村改造提升村庄环境，清理垃圾、
杂草，拆除牲畜圈，铺设污水管网，平整道路，种植花
卉树木，安装太阳能路灯……小山村，一点一滴发生
着变化。

远离城市的繁华与喧嚣，体验古朴悠闲的田园生
活，享受大自然的静谧美好，一些城市游客被村里特
色石屋和优美生态环境吸引，前来游玩。芝麻峪村，
也赢得外地客商青睐。2020年，外地客商与村里签订
协议，租用闲置农房打造精品民宿，带动乡村旅游。

经过维修改造，芝麻峪村荒废多年的石头老院焕
发生机。

“项目一期改建闲置房屋 40间，其中包括风格各
异的客房28套。房屋外观上有浓郁的乡风乡味，客房
内电热水器、空调、家具等现代化配套设施一应俱
全。”民宿项目负责人甄业青说。

在这里经常能看到云海景观，民宿因此得名“云
阶客栈”。一些院落、客房，也用富有诗意的“得月”、

“入画”、“云歌”等命名。
乡村旅游逐步红火起来。村民们不光能挣房屋租

金、守着家门口挣工资，山货还能作为旅游商品出售。
去年，杜延青返乡，成为“云阶客栈”餐饮部负责

人，工作、顾家两不误。每当有客人到来，杜延青都热
情推荐特色菜品：“山上采的野菜，本地养的笨鸡，还
有活水养的鲟鱼、鳟鱼，这些都是咱的特色……”

暮色降临，凉风习习，远山如黛。芝麻峪村亮起
景观灯，灯光勾勒出小山村的轮廓，如梦似幻。

“最多时，餐厅一天接待上千人用餐。客房也经
常满客，周末来体验民宿要提前一周预定。”甄业青
说。如今，项目二期提上日程，计划再改建一批老房
子，提升接待能力。

一处处别具特色的古村落，像珍珠一样散落在太
行山深处。近几年，河北一些地方因地制宜推进美丽
乡村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在保护古村落的基础上，
利用闲置农房打造特色民宿和农家乐，展示民俗民风
民情，吸引游客游美丽乡村、住农家房屋、品特色美
食、购地方特产。一处处闲置农家院焕发新活力，让
农村“沉睡的资产”变成“增收的活水”。

邢台市信都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曲艺军
说，当地打造了小戈廖村象外客栈、芝麻峪村云阶客
栈、大营村西塘时光客栈等17家特色民宿，可接待1000
多人住宿、5000多人吃饭，带动了周边一批群众增收。

保险条款解读，这个之前可能只有
专业人士才能讲清楚的问题，如今在黄
龙县三岔镇三岔村，村干部和村民却随
口都能说出个门道来。

“以前没买保险，遇到自然灾害都要
自己承担。自从买了保险，去年遇到冰雹
灾害，保险公司给我赔了 4.86万元。”日
前，正忙着给自家果园锄草的三岔村杨家
峁组村民尚炳亚说，他家的18亩果园连续
几年都购买了苹果保险，虽然去年果园因
恶劣天气的影响减产明显，但及时享受到
了保险理赔，极大地减少了经济损失。

“今年我又给苹果买了保险，这样心

里踏实。再说自己只交一小部分，国家
给补贴一大部分，我肯定买。”享受到苹
果保险红利的尚炳亚说。

苹果产业是三岔村的支柱产业。截
至目前，全村共投保苹果保险660多亩。

“风险的分散能为果农解决后顾之
忧，看到大家都争先恐后地给苹果买保
险，规避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强，我感到很
欣慰。我们每年都鼓励果农购买政策性
苹果保险，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提高了
广大果农发展苹果产业的积极性。”三岔
村党支部书记马连正说。

如今走进三岔村，便会被枝繁叶茂、

郁郁葱葱的苹果树吸引，一个个套完袋
的苹果形似风铃缀满枝头。最近，村民
冯小高的防雹网也搭建好了。

“去年遇到冰雹灾害苹果减产，今年
我下定决心搭建防雹网。这种屋脊式防
雹网政府还给补贴 2000元，这样的好政
策，我们现在都能享受。今年我家12亩果
园有了‘保险＋防雹网’的‘双保险’，苹果
丰收的信心也就更足了。”冯小高说。

防雹网搭建成本高、技术要求严，为
了鼓励村民积极搭建，三岔镇政府出台
搭建防雹网奖补政策，平式防雹网补助
1500元、屋脊式防雹网补助2000元，大力

支持果农搭建防雹网，全面增加果园的
防灾抗灾能力。

目前，三岔村共搭建防雹网60多亩，
还有300亩防雹网正在搭建中，“保险+防
雹网”给苹果上了“双保险”，让村民收入
有保障，日子越来越红火。

“搭建防雹网是一件利好之事，我们
将进一步通过现场观摩、政策讲解等方
式向果农宣传，增强果农的防灾意识，以
点带面，争取实现果园防雹网全覆盖，让
果农不再畏惧从天而降的灾害，让防雹
网成为果农的‘丰收网’，实现全村苹果
产业又好又快发展。”马连正说。

驱车沿着杏子河西行，走进安塞区
招安镇龙石头村，记者的目光就不由得
被美丽的村庄景致吸引。

干净整洁的柏油路两旁，丛丛簇簇
的鲜花盛放如火。左侧一座座新型日光
温室大棚里，种植户们正在辛勤忙碌。
右侧的一排排农家院落树隐花映，如诗
如画。

“老乡，咱们村子真漂亮。”记者对刚

走出院落的村民刘平安竖起大拇指。
“那是，我们龙石头村的美有名着

呢。家家院子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户户
房前屋后不是树就是花。”刘平安乐呵呵
地说，住在这样美丽的村子里，每天心情
都舒坦。

近年来，龙石头村以“整洁美丽、和
谐宜居”为目标，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持续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宜居乡
村成效显著。

龙石头村党支部书记任玉艳说，刚
开始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时，好多村民对
打扫卫生都全力支持，但是对院落周边、
道路两旁种花种草就有些不理解，不少
人还认为种点瓜菜更实惠。

“后来大家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村
庄干净、整洁、美丽带来的生活幸福感
时，观念就完全改变了。”任玉艳说，人居
环境整治，治的是村庄的外在环境，美的
却是村民的内在心灵，不仅让群众的生
活幸福指数提高了，更激发了大家发展
产业、增收致富的积极性。

“在这么美的村子里生活，谁还好意
思好吃懒做。”任玉艳说，龙石头村在积
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同时，围绕创建
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的大好机遇，因地
制宜，因村施策，以蔬菜花卉、经济林果、
特色养殖业等为主，积极谋划编制“一村
一品”乡村振兴规划，力争将龙石头村打
造成为“有业态、有颜值、有活力、有保
障”的美丽宜居新乡村。

龙石头村大棚花卉种植户宋占军是
美名远扬的产业大户。他种植的鲜花从
安塞一路卖到延安，甚至更远的地方，种
植规模也从刚开始的 1棚拓展到了现在
的8棚。随着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宋占军
家的收入也越来越高。

“我打小就爱花，但那时候生活条件

不太好，种花就是个念想。2015年，在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开始种大棚时就直
接选择了种植花卉。”回忆过往，宋占军
说，他中间也吃过不少技术跟不上、管理
不到位的亏，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和
坚持，现在他的大棚花卉产业已经发展
得比较稳当，目前 8个棚里种的都是菊
花，主要供往延安各大花店。

“种植大棚花卉让我的生活过得越
来越好，比我种的花儿都美。”宋占军没
有透露他种植大棚花卉的具体年收入，
但他说：“一年能收入个几十万块钱吧。”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农
民增收的基础。在龙石头村通过种大
棚增收致富的村民，不止一户两户，曾
在外打工多年的村民刘改名就在其
中。他说，以前打工，一年到头挣不了
多少钱，家里的老人、娃娃还照顾不
好，所以他就回村踏踏实实地种起了
大棚黄瓜。

“种了1座棚，活计也不重，勤快些一
年收入八九万块钱不成问题。”刘改名
说，种大棚比揽工强得多，只要下了苦，
土地就不会亏待人。

龙石头村确立的“长抓苹果、大棚，
中抓樱桃、弓棚，短抓养殖、就业”的产业
发展格局，让村上各项农业产业蓬勃发
展。目前，该村已建成日光温室大棚128
座，建设山地果园1200亩，发展规模养殖
6户，全村人均纯收入达16500元。

8月底的鼓乡安塞秋高气爽。在镰
刀湾镇段先则村设施农业建设点，记者
见到了正忙着查看大棚建设工程进度的
张贵宝。

张贵宝是段先则村第一书记兼驻村
工作队队长。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
施乡村振兴时期第一批选派到村任职的
第一书记，张贵宝从驻村那天起，就把如
何协助村“两委”班子把村子建强、建好，
全面实现乡村振兴作为自己的驻村要求
和目标。截至目前，段先则村9个村民小
组，537户1584人，无一人返贫。

乡村要振兴，产业须先行。段先则村
山大坡陡，沟壑纵横，群众发展农业产业
的困难多、出路少、步子慢，产业相对薄
弱。张贵宝到村后，第一件事就是协调相
关部门，以村集体的名义新建20座温室大
棚，让段先则村发展致富产业。

温室大棚从6月份开始建设以来，张
贵宝几乎每天都在村上，为的就是确保
工程按期按质量完成，让村民能够按时
种植。张贵宝告诉记者，这项产业建成
后，全村的150户村民将会达到户户有大
棚的目标，村集体经济预计将多收入 20
余万元。

在补齐产业短板的同时，张贵宝还
时刻关注着全村的粮食生产状况。今年
春天，在得知脱贫户高海荣想套种500多
亩玉米、大豆后，张贵宝主动上门，为他
协调了3万余元的农资。

“玉米、大豆套种收成好了，我估计
能有五六万元的收入，供我的3个娃娃上
学估计不存在啥问题了。”高海荣算了算

账高兴地说。
张贵宝说，虽然段先则村已整体脱

贫，但政府对村子的帮扶措施和政策依
旧不变。在确保村民脱贫不返贫的基础
上，他和村干部会进一步帮助村民增加
收入，增强他们致富的信心。

今年以来，张贵宝还先后协调资金
百万余元，对段先则村的9个自然村民小
组的入户道路进行了硬化，对通村道路
两侧进行了绿化，对移民搬迁点进行了
靓化，使全村的人居环境得到进一步提
升和改善，张贵宝也成了村民口中的“好
后生”。

村民高兆元说：“张书记到村后，对
每项工作都很认真负责，对我们村民也
非常热情，我们需要什么帮助，他就竭尽
全力地帮我们协调解决。能遇到这样的
好干部，我们非常满意，有他带着我们发
展产业，我们有信心增收致富。”

针对村上“无人管事、没钱办事”的
实际，张贵宝确立了“苹果大棚立长远，
家庭养殖增收入，就业务工挣现钱”的发
展思路，大力发展山地苹果、果蔬大棚等
长线产业，辅以养殖、杂粮等短期项目，
通过每个家庭掌握 1项技能、实现 1人就
业、弱劳力有 1个公益性岗位、外出务工
人员给予 1项补贴的“四个一”就业扶持
政策，帮助群众就近挣现钱。他还根据
全村产业发展人才需求，对接区级涉农
部门，积极推行“订单式”培训模式，采取
创业致富带头人“下单”，村党支部“接
单”，区级涉农部门“买单”的方式，重点
围绕种植、养殖等开展有针对性的培

训。半年时间里，张贵宝为村上建成了
龙石头湾万只养羊场、老庄畔百头养牛
场、闫家畔千头养猪场，群众参与产业建
设的动力得到极大提升，有效解决了村
集体无人管事、集体产业发展没钱办事
的难题。

张贵宝说：“如今，段先则村已经实
现了棚栽业、林果业和养殖业全覆盖，今
后村上将依托康河水库的水资源优势，

对新整理的300余亩土地，进行高标准农
田建设，将旱地改为水地，这样就能实现
土地产值翻倍，能进一步增加村民收
入。”他还计划着，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
建设、生态治理等方面再下功夫，扎实有
序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力争五年内
使全村的产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生态
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实现村庄美、农民
富的目标。

村里来了一个好后生
——记安塞区镰刀湾镇段先则村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张贵宝

记者 王静 王冬 通讯员 刘阳

“我是第三年来采摘水蜜桃了。这里的桃子非常
好吃，环境也好，我们来采摘时顺便转一转，也算体验
了一把农家乐趣。”在宝塔区万花山镇佛道坪村采摘
完水蜜桃后，市民高世江高兴地说。近日，佛道坪村
的水蜜桃全部成熟，汁水充盈、味道浓郁的水蜜桃吸
引了不少市民前去采摘。

近年来，佛道坪村打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主题窑
洞和民居院落，开发了民俗度假酒店、佛道岭森林养
生运动公园、毛家古寨等项目，实现了产业旺、农民
富、乡村美。依托红色旅游资源，佛道坪村带动周边
村镇形成集红色文化培训、绿色生态、民俗文化等为
一体的乡村旅游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2021年8月，佛道坪村入选“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名单”。

成熟的水蜜桃为村庄吸引来了更多的游客。走
进种植户王佃兵的水蜜桃园，香味扑鼻而来，一颗颗
粉红色的桃子挂满枝头，不少游客穿梭在桃林间，采
摘新鲜的水蜜桃。

王佃兵家种植的水蜜桃大棚超过 4亩，主要品种
是沙红，具有口感脆甜、水分多、个儿大、耐储存等特
点。今年因为温度高、光照足等原因，水蜜桃产量高。

除了游客主动上门采摘，佛道坪村的第一书记闫
盾也通过微信朋友圈转发为王佃兵拓宽销路。“通过
朋友圈转发，我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们两天时间就订出
去将近500公斤。”闫盾说。

“目前，我的水蜜桃已经卖了三分之一，收入 3万
多元。今年，我又引进了一些新品种，打算好好发展
水蜜桃这个产业，争取把这项产业做大做好。”王佃
兵说。

桃香扑鼻 幸福味浓
记者 叶四青 周欣 王秀 杨晓翔

● 俯瞰龙石头，乡村美如画

● 张贵宝（右）查看大棚周边水路疏通情况

他力量乡村振兴

看小康走进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