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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依旧 桑梓气象新
——博鳌小镇以“田园风”走出“国际范”

那朵美丽的小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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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1版）
曾经的三青沟

村没有农业产业，要
想脱贫，就必须要引
进产业，为此，陈建
清没少奔走。2013
年，陈建清得知乡友
周世莲有回乡创业
的意愿后，多次登门
拜访，邀请其回乡投
资。最终，周世莲夫
妇决定回村成立专
合社，养殖黑山羊。
没曾想，在引进第一
批种羊时遇到了难
题，运输种羊的车辆
在进村的当天遇上
了大雨，当时道路还
没有硬化，临进村口
时，车轮陷进了泥泞
的土路。眼看夜色越
来越深，不知所措的
周世莲只好向陈建
清求助，没多久，陈
建清带着村民赶了
过来，大家打着电
筒，将这一批平均40
多斤重的种羊一一
抱进了羊场。

被陈建清敢拼
敢干的精神所打动，
越来越多人选择到
三青沟村创业，陆续
带动整个村的产业
发展。2016 年底，三
青沟村 40 户 124 名
贫困群众全部脱贫，
整村退出贫困村序
列，全村人均纯收入超万元。2018年，
陈建清以全票当选三青沟村党支部
书记。

致富奔康 走好乡村振兴路

治安巡逻袖章、巩固脱贫成果排
查表、若干常备药品……这些便是陈
建清工作包里的物件。每天，她都会带
着工作包在村里走访。

“我们有现在的好日子，都要感谢
陈书记”，三青沟村脱贫户邓小兵告诉
记者，几年前，身患癌症的他经济困
难，生活毫无奔头，是陈建清给予他精
神鼓励，并积极帮助他引进项目，指导
他养羊、养鱼，“现在我不仅顺利脱了
贫，还把上大学的女儿供出来了，感谢
党和国家为我们培养了这么好的基层
干部！”邓小兵激动地说。

2019年，三青沟村的便民路修到
了村民的家门口。2020年，村里引进
企业新建养殖 5000 头种猪、年出栏
12.5万头仔猪的繁育场，村民年均增
收万余元；全村持续开展房屋“五改三
建”，推进厕所革命，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今年年初，趁着农闲时间，陈建清
带着党员干部把村里的荒坡荒地逐一
做了统计，准备结合村里规划统一管
理。陈建清告诉记者，三青沟村目前正
在实施百亩鱼塘、千亩有机稻、万头猪
牛羊的“百千万”工程，“一定要有效利
用资源，把这些产业做大做强，做出品
牌，力争走出四川、面向全国，不断壮
大村集体经济，迈步乡村振兴新征
程。”陈建清说。

如今的三青沟村，处处呈现出一
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乡亲们的生活充
满了欢声笑语。但陈建清没有就此满
足，她认为每一步都是一个新的起点，

“脱贫不是重点，我要做的，是让乡亲
们的生活更幸福，日子更红火，共同奔
赴更美好的明天。”对于三青沟村的未
来发展，陈建清充满了信心。

（上接A1版）
一次次协商会议的召开，一份份合

作协议的签订，推动着川渝协同环境监
管体系日渐完善。

与此同时，广安市与重庆各地区还
健全环境硬约束机制，坚持一张负面清
单管两地，建立起区域环境准入协商机
制，加强环境影响评价会商。与重庆市、
渝北区、合川区、长寿区生态环境局和水
务局签订了《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
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合作协议，联合申
报了“十四五”拟实施重大项目22个。

共同支持新区建设

去年2月3日，川渝高竹新区筹委会
与重庆水务集团正式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双方将围绕川渝高竹新区规划发
展需求，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厂网一
体化、污泥处置、水环境综合治理等领域
展开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

据悉，双方将专门建立工作领导小
组，通力推进相关合作，有效改善川渝高
竹新区水资源状况，为当地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提供高品质的城市供水，构建高
效环保的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体系，打
造现代化城市生态环境宜居之地，进而
助推国家创新型产业协作配套区和重庆
市新型卫星城建设，示范引领川渝毗邻
地区一体化发展。

川渝高竹新区是目前全国唯一跨省
域共建新区，是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重要平台。如何在前期探索基
础上，进一步用好用足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战略机遇、经济区与行政区适
度分离改革的政策利好，以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值得深入研究。为
此，四川省环境政策研究与规划院与广
安市生态环境局共同组成课题组，赴川
渝高竹新区开展座谈、实地调研，提出川
渝高竹新区发展目标：推动川渝高竹新
区形成跨省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样板。

广安市、重庆市渝北区两地抢抓国
家战略机遇，深入推进省委和重庆市委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要战略布
局，主动找准优势，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战略部署中找平台、抓先机，
积极对接交流，两地联合印发了《关于
川渝高竹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的
情况说明》，签订了《区域生态共建环境
共保合作协议》，共同支持川渝高竹新
区积极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
改革、产城景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共建
渝广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共同打造
区域协作样板在进城入圈中走出生态

“新路”。
如今，在川渝两地的共同努力下，绿

色低碳的双城经济圈正实现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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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花大作为

对大同黄花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安一平来说，少年时难忘的记忆就
是在盛夏趁着星夜采黄花：衣袖上、裤
腿上，都被露珠沾湿也全然不顾，手指
翻动，啪啪啪啪……犹如弹钢琴一般，
一朵朵可爱的小黄花被摘下来，放进
筐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云州孩
子都是靠着这份种植黄花的收入来交
学费、补贴家用。但因为农村水浇地
少，黄花种植总面积并不大。

迈入新世纪，农村水利设施逐渐
进步，可是因采摘黄花极耗费人力，村
民大多选择种玉米，黄花种植面积越
来越少。

不幸的是，种玉米和小杂粮带来
的收入也微薄，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人
们只能另想办法摆脱贫困。

在云州区西坪镇唐家堡村，因为
不想再穷下去，安一平同乡中的“传奇
人物”安春霞和丈夫张顺宝，也接连

“折腾”了二十多年。
“反复尝试怎么能在地里刨出

钱。”安春霞说，他们养了6年牛、4年
羊和 2年鸡，还在地里种过糖菜、西
瓜、大棚菜。

“能养的全养了，能种的全种了，
就是没有挣来多少钱。”安春霞说。

位于大同东边的云州区，在2014
年时，十多万人口中，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超过4万。

“全国都要奔小康，云州不能再穷

下去了！”在安春霞夫妻反复试错时，
当地政府也在努力寻找帮助百姓脱贫
致富的路子。

随着脱贫攻坚号角吹响，一直作
为“土特产”的小黄花要承担起更大的
使命。

扫除产业“拦路虎”

云州区的火山群下，遍处是朵朵
五瓣七蕊的“珍宝”。可就在几年前，种
黄花这事还让当地百姓又爱又怕。

怕的原因有五：一怕种植前两年
没收入，黄花的成熟周期长达3年；二
怕采摘熬人，采摘黄花摘的是花蕾，必
须凌晨采摘，而且采摘期长，达1个多
月；三怕摘回来没处晾晒，需要大量空
闲场地；四怕旱地不能浇水，种植黄花
必须要有水浇地；五怕产多了难卖。

云州区下决心把黄花产业变成脱
贫攻坚的主导产业。

为了打掉致富路上“拦路虎”，扶
持政策接连而来：每亩黄花补贴500

元、黄花种到哪里水电路配套到哪里、
政府出面从全国招聘采摘工、全区中
小学操场和有硬化场地的单位暑期为
黄花晾晒腾地方、给黄花上自然灾害
和价格“双保险”。

有了好政策，云州区的一些村民
开始跃跃欲试。安春霞、张顺宝夫妻流
转了村里300多亩土地，拿出30多万
元种上了黄花。“第三年黄花有了收
入，一下卖了60多万元。”安春霞说。
到了第四年，种黄花的收入上了100
万元，张顺宝夫妻竟成了云州区历史
上第一个种地种出来的“百万富翁”。

在扫除“拦路虎”过程中，当地也
积累出发展特色产业的经验：特色产
业必须因地制宜，选准产品；小宗作物
做成大产业，必须有规模，有规模才有
标准，才有质量的把控；特色产业发展
成大产业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扭
转老百姓的观念还需要靠党员干部带
头、能人示范……

事实证明，安春霞夫妻的成功可
以复制。到2018年，云州区全区黄花
种植面积从不足1.6万亩发展到17万

亩，产值达7亿元，带动全区农民人均
增收3600多元。

就在这一年，云州人终于摘掉“贫
困帽”，走上“小黄花、大产业”的富
民路。

绽放振兴乡村的力量

黄花，可食药两用。云州火山区盛
产的黄花还富硒，但知道这事的消费
者不多，根本原因是产业发展不够完
善，难以形成品牌知名度。

2020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
西考察调研，首站来到大同。他叮嘱当
地干部，一定要保护好、发展好黄花这
个产业，让它成为乡亲们致富的一个
好门路，变成群众的“致富花”。

今年以来，47岁的安春霞除了参
加区里“巾帼领头雁”致富宣讲外，还
要顾着自家黄花酒厂的生产，忙得像
个陀螺。

大同黄花产业呈现欣欣向荣态
势。菜品、饮品、食品、功能产品、化妆

品，五大系列100余种黄花产品已经
走向市场。

大同市乡村振兴局局长谢志海
说，大同已建起了黄花国家现代产业
园，黄花产品开始全链条开发。

但安一平等基层干部认为，大同
黄花的价值还没有发挥到最大，仍需
要加大科技研发，充分挖掘其附加值；
在终端销售上，懂品牌、会营销的人还
是太少，培养和吸引人才势在必行。

“保品质、拓渠道、打品牌”成为当
地拓展黄花产业的发力点。

为了牵引产业链价值提升，大同
市委常委、副市长龚孟建说，一方面，
通过标准制定，发力提升产业质量；另
一方面，不断提档升级，延伸产业链
条；同时坚持市场导向，优化线上线下
销售布局。

目前大同市黄花种植面积26.5万
亩中，绿色食品认证达到9万亩。云州
区2021年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建成
4家黄花产品直销店，由13家黄花生
产企业组成联合公司统一供货，共同
开辟市场。除了日常黄花食品，在黄花
产业研究院，以黄花提纯的多糖、多
酚、皂苷等为原料，正在形成高附加值
新产品。

“食为佳肴”的文章越做越大，黄
花“观为名花”的旅游潜质也被挖掘。
在大同市投入近亿元打造的火山黄花
田园综合体，火山天路、忘忧大道、忘
忧农场等23个精品旅游点，带动旅游
收入超过2亿元。有600多年种植史的
小黄花，正日益成为让乡亲们致富的

“振兴花”。
（新华社赵东辉王菲菲孙亮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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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留客村，流马古渡口，蔡家
大宅前，宽阔的万泉河潺潺流过，木
棉的棉桃悄然绽放，雪白硕大的棉
朵蕴满了乡村质朴灿然的风光。

经过美丽乡村建设的打造，留
客美景清新呈现。“老宅还是一如往
昔的老宅，家乡还是儿时一般的家
乡，但似乎泉水更清了，夕阳更红
了，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政要来村
里开个茶叙会，我们也能接待了。”
说起留客村美丽乡村建设，它所在
的博鳌镇莫村村党支部书记钟可灿
脸上写着“满意”二字。

莫村沿河而建，村民沿河而居，
长达4.8公里的岸线就是他们祖居
之所。然而，美景以前并不值钱，很
多人冒险“下南洋”讨生活。“论坛设
立之前大乐大桥还没建，村民进出
村子都得坐船，现在小汽车能开到
家门口，回乡探亲的亲朋都夸村子
美了。”钟可灿说。

60多岁的博鳌镇朝烈村村民莫
泽海清晰地记得，“以前华侨亲戚回
国探亲，都是全村轰动，因为他们会

给大家带回生活补助和很多新鲜稀
奇的物品。自从博鳌亚洲论坛落户
后，村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他们
回来反倒羡慕我们的生活了。”

在博鳌，更多的时候老百姓都
将博鳌亚洲论坛简称为“亚论”，听
起来格外亲切，好像说起的就是自
家的亲朋、邻居。

“‘亚论’带给博鳌的东西那就
多了，交通畅通了；论坛和会议很
多，务工机会多了；法律意识、文明
程度也提高了很多。”钟可灿说，乡
村旅游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在
家门口就能赚钱致富。

镇上五星级酒店从无到有，星
级酒店10余家；新建道路、高铁、机
场，小镇拥有立体交通体系。质朴的

“渔家小镇”，变成举世闻名的外交
小镇、田园小镇。

在立体交通的支撑下，散落博
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周围的留客
村、沙美村、南强村……一个个长成
乡村旅游“新星”。

田园还是那方田园，屋舍也是

传统的民居，但无论是门前屋后的
布置，还是厅堂卧室里的摆设，现代
化与田园风均完美结合。

沙美村村民邓美芳将自家房屋
改成民宿“望海居”，青砖黑瓦的屋
舍并不高大宽敞，小院儿也很紧凑，
但她精心布置了两盆莲花，白墙上
挂着渔船船舵，厅堂的神龛里“供
奉”着一方鱼篓。

“民宿的设计和装潢保留了我
家的渔民风格，房屋面朝内海，我自
己都常常坐在院里吹风，晚上沿着
内海边散步，觉得好幸福。”邓美芳
开心地说，她的民宿节假日常常供
不应求，家庭多了一份稳定收入，这
一切都是政府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
变化。

据博鳌镇党委书记吕先亮介
绍，自2017年以来，为保持和展现
小镇田园风光特色，博鳌镇大力打
造美丽乡村集群，持续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2021年，博鳌镇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19505元，博鳌镇和
美雅村、沙美村、留客村还先后获得

“全国文明村镇”“海南省文明村镇”
等荣誉称号。

“是‘亚论’成就了博鳌，现在我
们是田园小镇、外交小镇，谁都想来
博鳌当博鳌人。”博鳌镇东屿村党支
部书记莫泽英自豪地说。

小镇里的村庄纷纷敞开双臂，
欢迎八方游客及参会政要，分享他
们的田园美景，成为论坛开展“田园
外交”的得力助手。

据琼海市委宣传部统计，近年
来，博鳌镇利用美丽乡村资源开展

“美丽乡村会客厅”系列外事引资活
动，以茶叙、座谈、田园漫步等形式
举办了100余场外事和“一对一”精
准招商服务，奏响“博鳌田园外交”
交响曲。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的
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吕先亮说，博
鳌今后将继续结合论坛服务、乡村
振兴等工作，进一步提升镇区的品
位和内涵，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以更美“田园风”走出更靓“国
际范”。 （新华社 赵叶苹）

我国累计建成开通
5G基站155.9万个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 张
辛欣）记者从4月19日国新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一季度，我国5G
基站新增 13.4 万个，累计建成开通
155.9万个，5G网络已覆盖全国所有
地级市和县城城区。

工信部大力培育 5G、千兆光网
“双千兆”网络融合应用。工信部信息
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说，工业互联
网已延伸至45个国民经济大类，全国

“5G+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达到
2400个。截至3月底，15家跨行业跨
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中，可监测的工
业设备连接数量达到3072万台套、工
业App数量突破22.5万个。

赵志国说，工信部将稳妥有序推
进5G和千兆光网建设，持续提升网络
覆盖深度和广度、优化数据中心布局、
提升应用水平。

一朵小黄花，改变着许多晋北农民的命运。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大同，细致察看黄花产品并强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把大同黄花做成全国知名品牌，让乡亲们富而忘忧。2022年4月1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发

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中提出：“我在山西大同也看到，围绕小黄花建成大基地，成了当

地带动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

笔者近日走进大同云州区采访，探寻这株小黄花中蕴藏的百姓致富好故事。

晋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