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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银行在山上，大树小树都是钱！”
——小山村里看“绿色发展”

让陕西山区农业拥抱“蓝海”
从陕西安康汉滨区城区出发，

汽车在秦巴山区蜿蜒前行两个小时

后，一片山青水绿的世外桃源出现

在笔者眼前。

汉滨区坝河镇伍家湾村村民高

世美在这里种了大半辈子庄稼，种

出的作物却只能用来糊口。“红薯

种多没用，地方偏拉不走，镇上也

没人要，一毛一斤照样烂在地里，

换不来钱。”

转机出现在 2018 年。镇上做红

薯粉条的合作社开始大量收购原

料，高世美便种满自家将近 0.47 公

顷 坡 地 的 红 薯 ，到 秋 天 卖 出 了

12000 元。算上合作社入股分红、帮

忙烘粉条的工钱共 6000多元，高世

美一家当年脱贫，日常生活还有了

“零花钱”。

合作社负责人崔世满介绍说，

去年加工的 10多万公斤粉条，带动

了镇上 5 个村约 100 万公斤红薯的

种植规模。“只要量上来了，就能摊

薄发往城里的运输成本。但敢做这

么多，还是要感谢汉滨区互联网产

业办的牵线搭桥，5家区上的电商企

业替我在网上销售掉 11万斤粉条，

坚定了我搞产业的信心。”他说。

汉滨区地处秦巴山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长期是陕西省唯一一个贫

困人口超 10万人的县区，脱贫任务

艰巨。区互联网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副组长马安武说，经过长期实践，当

地党委政府认为还是要设法发展农

业产业，才能改变大山里贫困农民

的命运。

“最开始，区里各部门都扑下去

扶贫，帮助镇村发展各类种植养殖

业，结果农产品‘样样开花’，销路却

‘难寻下家’。”马安武说，“一番摸索

后，区上从 2017 年开始把重心放在

发展电商产业上，扶持电商企业，培

育电商人才，以此带动扶贫。”

来自安徽的网络创业培训师项

清，最近正为汉滨区45个深度贫困

村的第一书记和有创业意愿的村民

授课。“既教互联网知识，也教思维。

比如我问，电商创业的第一步是什

么？有基础的学员会回答‘去做市场

调研’，但我会告诉他们，首先是如

何从电商的角度进行自我评估，量

力而行。”项清说。

2018 年以来，汉滨区人社局先

后组织 12期电商人才培训班，培训

学员 636 人，帮助他们厘清创业思

路，学会创业步骤，掌握专业技能。

学员中已有近 300人开办电商企业

或网店，销售本地农特产品。

去年夏天，身患痉挛性脑瘫的

学员孙阳开设的网店“火”了。在政

府的帮助和电商企业的推广下，这

家网店销售掉 7.5 万余公斤汉滨区

瀛湖镇的枇杷，使种植户户均增收

万余元。

随着汉滨区电商产业持续推

进，22 家镇级电商服务站、83 个村

级电商服务点相继开业运营。除了

为企业、合作社代收农特产品外，服

务站点也为农民提供网购服务，丰

富了农村的商品市场。

一座“小而精”的互联网产业园

也在汉滨区逐步发展成熟，15家驻

园企业成为牵引全区农特产品销售

的新引擎。据介绍，在享受优惠政策

的同时，园区企业也要面对优胜劣

汰，年销售额低于500万元，企业就

要“腾位子”，确保园区的拉动效果。

“正是有了电商的加持，一批农

村合作社才很快发展成食品企业，

如咚咚锵牛肉酱、冯大姐辣椒酱、坝

河镇粉条厂等。区上一边扶持其做

大网上销售，一边引导他们完善生

产经营的标准和手续，像三品一标、

SC认证等，使村镇小作坊成长为正

规企业有了可靠路径。”马安武说。

2018 年，汉滨区完成电子商务

交易额 5.05 亿元，同比增长 31.5%。

汉滨区委书记王孝成说：“电商产业

是山区农业的一片蓝海，它为群众

的脱贫致富产业提供了广阔的成长

空间。我们通过大力发展电商产业

带动扶贫，让互联网和市场的力量

更多地引导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升

级，减少了管理者不必要的介入和

干预。”

（新华社 邵瑞）

时至季春，草木勃发，漫山遍

野的核桃树枝繁叶茂，华山松苍

翠欲滴，树头菜吐露嫩芽……守着

眼前的郁郁青山，大平地村彝族

老汉梅荣光无比自豪：“我家银行

在山上，大树小树都是钱！”

大平地村是云南省大理白族

自治州漾濞彝族自治县太平乡太

平村委会的一个自然村，距离漾

濞县城 23 公里，平均海拔 2100

米，森林覆盖率达 90.4%，是典型

的高寒山区。

梅荣光今年 64 岁，大半辈子

都生活在大山里，现任大平地村

民小组组长。他说：“以前太平乡

交通闭塞，物资匮乏，村民在山上

种庄稼收成不好，大家一年苦到

头依然挣扎在温饱线上。”

上世纪 90 年代末，梅荣光把

家里的约 8 公顷的山地全部新栽

种上了核桃树和华山松，核桃树

下再套种玉米、大麦和树头菜。

2014年，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梅

荣光自学技术，养殖了50窝蜜蜂、

50只羊、9头黄牛，全家12口人的

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下春季正是树头菜上市的

好时节，梅荣光忙得不可开交。白

天上山割树头菜，晚上扎捆打包。

碰上赶集日，他凌晨 3 点就要起

床，坐 1 个小时的车到 10 公里外

的太平乡集市上卖，早上不到5点

钟就能卖完。

树头菜是主产于我国云南、广

西等山区的一种刺藤乔木野生

菜，伞状嫩尖似香椿，多长在树

头、树梢。因清香鲜嫩，清热解毒，

深受人们喜爱。

“好的树头菜价格可以卖到每

公斤50元，大家都抢着买。”梅荣光

说，开春以来，他家的树头菜长了一

茬又一茬，已经收入4万多元。

树头菜只是梅荣光家的一个

小产业。“靠山吃山，保护好山林，

每年都有稳定的收入。”梅荣光告

诉笔者，春季摘树头菜，夏季拣菌

子，秋季收核桃和松子，冬季卖牛

羊肉，天天在忙碌，月月有进账。

梅荣光给笔者算了一笔账：家

里每年卖树头菜收入5万元、核桃

收入5万元、松子收入4万元、蜂蜜

收入4万元、牛羊肉收入3万元、野

生菌收入3万元，不愁吃不愁穿。

在梅荣光的带动下，大平地村

几乎家家户户都种上了树头菜，这

已成为村里的“摇钱树”。“树头菜

不愁种，有雨水就长得快，平时稍

微修剪打理就能长得好，维护成本

低，带来的收益却很高。”梅荣光

说，通过种植经济林，大平地村57

户236人都已经过上了好日子。

梅荣光家的小康生活是太平

乡发展巨变的缩影。“脱贫攻坚启

动以来，太平乡综合贫困发生率

从2014年的 35.6%降至2018年的

0.89%。”太平乡副乡长孙代军说，

产业扶贫是关键一招。目前太平

乡已种植了约 130 多公顷的树头

菜，产值达到 500 万元，种植核桃

约 9533 公顷，总产量达 4500 多

吨，很多农户还发展滇黄精、滇橄

榄、魔芋等种植业。

“如果我再年轻十岁，我一定

会种更多的树。”虽已满头白发，

梅荣光依然斗志昂扬。

（新华社 字强）

已是暮春时节，青海高原的春

天才悄然而至。散步在西宁居民

小区的青石板路上，一旁的树枝

已吐出新芽，草地上刚泛出一层

嫩绿。一阵微风吹来，漫天花瓣飘

落在身上，散发着怡人的香气。

姗姗来迟的“礼物”，或许更容

易给人以惊喜。尽管这已不是笔者

在高原第一次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但它的再次到来，依然令人兴奋。

4月21日，经过前两日的雨水

洗礼，气候干燥的西宁市变得清

新而湿润。恰逢周末，人们纷纷走

出家门，去接纳大自然赐予的这

份春天问候。

在西宁市人民公园，各色各样

的花争奇斗艳，尤其是那惹人眼

的榆叶梅，或一枝独秀或花团锦

簇，或妖艳妩媚或含苞待放，引来

大量市民拍照留念。

公园里的湖面上，小船儿在轻

轻地摇，小鱼儿不时跳出水面，枝

条快接近水面的柳树也穿上了绿

装，随风摆动。天空是那么的蓝，

天映水，水映天，感觉连空气都

蓝了。

湖边的亭子里，几位老人正在

合力演奏一曲《我爱你中国》。69岁

的马玉香坐在一旁，听得很是入

神。她说：“在这样美丽的环境下，

听着这样的曲子，感觉真美好！”

来自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

刚察县的才仁卓玛身着藏服漫步

在公园。她说，她的家乡在海拔

3300多米，春天要来得更晚一些，

“这两天来西宁，既可以到塔尔寺

拜拜佛，也顺便踏个春赏赏花，挺

好的。”

临近中午，高原的太阳光像银

剑一样直射下来，又亮又烫，街上

的人们有的撑起了遮阳伞，有的

则直往阴凉的地方挤。

而在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内，

游客依然不少。山杏花、山桃花、

梨花等竞相开放，将整个山坡装

点得格外美丽。在美景的诱惑下，

动物们似乎也不觉得晒了，纷纷

出来和游客们互动着。

树荫下，七八位绿化工人正在

歇息，他们喝着水，聊得很是欢快

热闹。42 岁的齐顺莲的家在西宁

市湟中县西堡镇包家沟村，就在

动物园的山后面，她在这里打工，

一天也能挣上百块钱。

“我们这个地方过去生态很差

的，一吹风就是沙，一下雨就是

泥，种庄稼收成也很低，这些年政

府大力搞绿化造林，现在环境变

好了，我们也有收入了。”齐顺

莲说。

此时，市民王尚军一家人从一

旁走过。笔者走过去问他对于赏

春的感受，他满脸疑惑地说：“这

个有啥好说的，看看这漫山遍野

的花，多漂亮。这个季节，我们这

里处处是春天的味道，已经不是

啥新鲜事了！”

（新华社 邓万里）

高原赏春“不新鲜”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近日，

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快闪活动在

古蜀文明发源地四川省广汉市震

撼上演。

活动现场，伴随着清脆的童

声朗诵，一名小女孩缓缓地走向

广场中心；随后，一名女士带来了

小提琴演奏，过往市民被这悠扬

的琴声吸引，纷纷驻足拍照。伴着

琴声，一个又一个表演者从人群

中走出，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

会》、歌伴舞《中国话》、小合唱《我

爱祖国的蓝天》等节目，瞬间点燃

了全场的激情。

经典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将快闪活动推向高潮。一面巨大的

五星红旗出现在人群之中。“祖国

您好，我是广汉”，广汉儿女集体向

祖国表白。在激情昂扬的歌声感染

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快闪队伍

中，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为祖国加

油喝彩。

“我感受到了广汉这几十年

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我

们拥有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

而感到骄傲，在这里，祝愿我们祖

国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现场

观众郎天瑶激动地说。图为活动

现场。

蓬溪
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助力养老服务质量提升

本报讯（李林晅）为提升养老服

务质量，大力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试点工作，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日

前建设了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为城

市社区老年人提供居家和老年康复

服务。

据了解，该中心位于蓬溪县城南

社区，面积 280 平方米，已有社会组

织入驻，为社区老人提供“五助”居

家养老服务、举办文化活动。此外，

该中心整合了蓬溪县安科医院护理

康复医疗资源，重点为蓬溪县城区

600余名因脑溢血、脑梗塞造成的半

边瘫、上下肢行动不便以及因骨关节

炎严重影响行动的慢性病老人提供

护理康复服务。

宜宾市南溪区
召开学校德育工作
特色创建工作会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记者从四

川省宜宾市南溪区委宣传部获悉，该

区学校德育工作特色创建工作会于

近日在长兴中心校召开。会议旨在提

升该区德育管理者的认识水平，进一

步明确各学校创建德育工作特色努

力的方向。全县各中小学校分管德育

工作的副校长、政教主任、德育办主

任近9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宜宾市教科所德育研究专

家、理论室副主任徐卫以“如何创建

学校德育工作特色”为主题，向参会

人员作了专题讲座。他充分肯定了德

育工作的重要性，并将如何执行学校

处分制度和真实案例相结合，向参会

人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长兴中

心校相关负责人以“‘四香’芳满园，

润德细无声”为主题作了交流发言。

四川省防灾减灾教育馆
举办“社会安全在身边”
活动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4月 20日，

在雅安芦山地震 6周年之际，四川省

防灾减灾教育馆携手天廷救援队举

办了“4·20”紧急救护训练营之“社

会安全在身边”主题应急体验活动。

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全民安全能力，

传播应急安全文化，不断提高群众的

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100余名小朋

友及家长参加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采用了课堂讲

授、技能示范、实操体验、经验交流、

问答互动等形式，分为“溺水急救之

心肺复苏”“简易搬运”“黑暗（火灾）

逃生”“逃生安全绳结”“止血包扎”

“防踩踏”等环节，针对社会安全中较

为常见、多发的生活安全、生产安全

问题进行场景设置，让参与者进入多

个紧急逃生与自救互救学习训练营

体验应急救援，不仅让他们认识到了

应急救援的生命救助意义，还掌握到

了更多的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和技能。

成都举行环保跑活动
用脚步助力环保

本报讯（李林晅）4 月 20 日，近

1000 名跑步爱好者参与由四川省成

都市生态环境局、四川天府新区成都

管理委员会主办的兴隆湖环保跑活

动，用脚步助力环保，用汗水畅享

绿色。

本次活动以“畅享生态天府 律动

健康生活”为主题。参赛选手在领取

手套、垃圾袋等专属装备后，可在跑

步过程中沿路收集废弃品，以实际行

动为成都添一分绿色，共同营造美好

的生活环境。

据天府新区成都管理委员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的参赛物资

设计均结合了低碳、绿色的环保理

念，尤其是活动奖牌，以环保绿为主

旋律，正面以地球为设计原型，背面

以天府新区“生态之肾”兴隆湖轮廓

作为花纹，尽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特点。

据了解，近年来，成都市着力通

过全面塑造发展环境提升城市软实

力，打造“三城三都”城市名片。本次

活动以健康跑赛事为载体，融入环保

理念和天府文化内涵，在推动全民健

身的同时，让市民切身体验低碳生

活、共享绿色健康生活，助力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美丽宜居公园

城市。

第十一届穗港澳蓉
青年技能竞赛
2020年在成都举办

本报讯（李林晅）4 月 15 日至 17

日，“第十一届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竞

赛第一次行政会议暨专家会议”在四

川省成都市召开。会议确定了第十一

届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竞赛将于 2020

年下半年在成都举办，设电气装置、

网络安全、移动机器人、商品展示技

术、糖艺/西点五个竞赛项目，竞赛标

准、竞赛形式、评分细则及评分系统

将完全参照世界技能大赛相关要求。

会议回顾总结了第十届穗港澳

蓉青年技能竞赛情况，并就穗港澳蓉

四地技能人才区域合作相关事项进

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此外，会议

明确，穗港澳蓉四地下一步将进一步

加强职业培训院校互动、师资培养、

人才交流融通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为

技能人才培养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技能

人才支撑。

据悉，“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竞赛”

源自于 1999 年举办的“穗港青年技

能竞赛”，2002 年澳门加入后改为

“穗港澳青年技能竞赛”,2009年成都

加入后更名为“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竞

赛”。“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竞赛”每届

共五个赛项，每两年举办一次。成都

市共参加了 5届竞赛，均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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