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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驶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带的武陵

山区，盘山公路犹如一条玉带，两旁山高壑

深，树茂林密；白云深处，茶园翠绿，果树芬

芳……

这里，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

团的根据地。

这里，曾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一

度有 38个深度贫困县。2013年 11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调研，在这里首次提

出“精准扶贫”重要理念，作出“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重要指示。

近年来，在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干部群

众团结一心、矢志奋斗，老区面貌发生了

巨变。

找准增收路子
走稳脱贫步子

海拔 1000 余米的湖南省张家界市桑

植县洪家关白族乡银杏塔村“云上茶园”

里，茶树成行，绿意盎然。“精准扶贫政策真

是好，村里的变化不得了……”银杏塔村村

民李友成和村民们在茶园里一边采茶，一

边哼起打油诗。

“这些山头，以前都长满荆棘。 2013
年之前，银杏塔村是县里 9 个高寒深度贫

困村之一。”银杏塔村党支部书记苏亿胜介

绍：村干部带着党员们到十八洞村学习脱

贫经验，县里请专家帮着寻找发展路子。

高寒山区，瓜蔬粮食种不了，种茶正合适。

之后，白茶成了带动村民的脱贫产业。

如今，作为湖南省 8 个茶叶重点县之

一，桑植县靠着 7.95 万亩茶园，带动 9200
户约 3.5 万已脱贫人员增收。

“把种什么、养什么、怎么增收想明白，

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成了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识和

行动。

“一眼望三县，举目皆是山”，在湖南省

张家界市永定区熊家逻村白马山 5000 亩

莓茶基地，村民刘团结告诉记者，这里的土

地多是岩石风化后形成的贫瘠土层，不适

宜农作物生长。他们之前尝试种中药，效

果不好，后来发现山里的野生莓茶树长得

好，便尝试发展莓茶产业，获得了成功。如

今他负责莓茶园管护，一年有五六万元的

收入。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

红土乡石灰窑村，红军曾驻扎在此。2017
年开始，经营煤炭运输的黄焕然，转行创办

生态农业公司，发展以土豆为主的生态种

植。公司给签约农户免费提供技术、防病

害 生 物 药 等 ，承 诺 保 底 价 收 购 ，陆 续 有

2000 多农户和公司签订合同。村民刘兵

告诉记者，他家流转了 50 亩地种土豆、包

菜和萝卜，去年一年就赚了 14 万元。

科技助推升级
人才带动振兴

棚架下，绿油油的猕猴桃藤郁郁葱葱，

村民丁清清正在仔细查看长势……“别看

老人家 70 多岁了，但他拥有两项发明专

利，是远近闻名的‘土博士’。”湖南省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菖蒲塘村第一书

记唐金生介绍。

作为凤凰县第一批引进猕猴桃种植的

农户之一，丁清清在湖南省农业科技专家

带动下，选育出猕猴桃砧木抗溃疡病栽种

方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018 年，

丁清清与相关科研机构合作，成功选育了

“翡翠香果无籽猕猴桃”，今年 2 月完成了

国家专利公示。新的品种不需要人工授

粉，口感更好，市场价更高，今年已在湘西

州推广 30 万余株。

2020 年，湖南省农科院在菖蒲塘村建

立专家工作站，2021 年成立菖蒲塘村科技

小院；由教授、博士等组成的农学专家团队

在这里开展种植技术攻关和产学研合作，

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

距离村子 2 公里的产业园区里，村民

周祖辉开办的周生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将各类水果进行深加工，延伸水果产业

链。“一颗柚子能‘物尽其用’。”周祖辉说，

柚子皮熬制蜂蜜柚子膏，果肉和籽生产果

脯或柚子酒；仅保底收购一项，每年就可为

村民解决水果销售 200 多万斤。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清溪场

镇 的 廖 衡 ，曾 是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 2016
年，20 岁的廖衡参加了秀山县电商创业孵

化培训，之后在网上开店，销售方便速食、

休闲食品等，如今日均订单 3000 单以上，

年网络销售额突破 2000 万元。

近年来，秀山县以“农村电商”为抓手，

着力破解卖什么、怎么卖、谁来卖、如何送

等问题。过去 5 年，全县累计实现网络零

售额 136 亿元，卖出 64 亿元的农产品及加

工品，惠及当地群众 100 万人。

改善交通设施
文旅融合发展

1935 年 11 月 19 日，红二、红六军团主

力从桑植县刘家坪等地誓师出发，经历几

天时间，陆续抵达辰溪、溆浦等地。

后来，乘车从桑植县到溆浦县，不过半

天时间。去年 12 月 6 日，张吉怀高铁正式

开通运营，这段路程进一步缩短至 2 小时

以内。

从 高 铁 芙 蓉 镇 站 下 车 ，乘 车 不 到 10
分 钟 ，就 可 抵 达 湖 南 永 顺 县 芙 蓉 镇 景

区。吊脚楼依山而建，山间飞瀑流湍，风

格独特的古镇风貌吸引了众多游客。每

天 晚 上 ，融 合 自 然 景 观 与 历 史 文 化 的 实

景 演 出《花 开 芙 蓉》精 彩 上 演，让小镇格

外热闹……

芙蓉镇新城社区居民石辉将自己的制

茶作坊搬到了景区内，从加工制作本地茶

叶的小作坊，发展成制茶技艺展销一体的

文化场馆。“4 月 18 日，刚给一位游客发去

20 斤 茶 叶 。”石 辉 说 ，不 少 游 客 都 成 了 回

头客。

“从芙蓉镇出发，经不二门、老司城，最

后到达位于塔卧镇的革命根据地旧址，已

成为游客青睐的热门旅游路线。”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文旅局有关负责人说。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湘鄂渝黔革命

老区人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以人文历

史、自然山水和红色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产

业，不断为老区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2016 年到 2019 年底，桑植县红色旅游

总收入从 21.92 亿元增长到 39.39 亿元；旅

游人数由 446.4 万人次增长到 688.62 万人

次。在贵州铜仁，梵净山景区周边 1200 多

农户从事餐饮、住宿、表演等旅游服务，间

接带动万余人通过参与旅游产业实现致富

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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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欧和清、欧和明兄弟俩便匆匆赶往自家茶

园：“今年的茶叶品质好，可以卖个好价钱！”下午，他们便把

清晨刚刚采摘的鲜叶卖给当地的茶叶生产企业。

欧家兄弟住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白

果乡金龙坝村，去年光卖茶叶就收入 3 万元；茶叶如今已成

那里的支柱产业。金龙坝村里有个 200 多年历史的古寨，

贺龙元帅曾率领红军驻扎于此。欧和清、欧和明兄弟俩小

时候常听老人们讲述红军和游击队的故事……

2009 年，村里产业能人冉茂文开办木门洞茶厂，发动

群众种茶。2012 年以来，全村茶叶种植面积逐渐发展到近

7000 亩。冉茂文担任了村支书，带领村民脱贫奔小康。

2021年，恩施玉露茶制作技艺第十一代传承人蒋子祥在白

果乡投资创办楚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陆续与 500余户茶农

签订了 3000亩茶园的鲜叶收购协议。品牌溢价让茶农受益。

“鲜叶卖给楚蕊公司，价格比过去高 1/3。去年，我家每亩茶叶

收入 5000多元，今年预计要在 8000元以上。”欧和清说。

据统计，2021 年，恩施市恩施玉露茶产量 2530 吨，产值

达 17 亿元。恩施州茶园总面积达 180 万亩，综合产值为

170 亿元，带动 80 万名茶农增收致富。

湖北恩施—

红色古寨茶叶飘香
田豆豆 何 冶

打响过甘溪战役和困牛山战斗，见证了红军第二、第六

军团胜利会师，贵州省铜仁市是一块红色热土。这里经济

发展一度滞后，现在起了很大变化……

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的刺绣技艺，集纺织、挑花、剪

纸等工艺于一体，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在外婆和母亲的熏陶下，松桃苗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石丽平打小就练出了一手绝活：“苗绣技艺不能失传，我要

让它帮山里的姐妹们脱贫致富。”从 2000 年开始，石丽平搜

集整理苗绣的不同绣种和纹样，并建起产品加工生产基地。

经过 10 多年努力，石丽平带起了一支 260 多人的专业

刺绣队伍。在妇联和有关部门支持下，石丽平采用“公司+
基地+农户”的形式，带动 4000 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在铜仁市其他地区，越来越多妇女凭借刺绣技艺实现

脱贫致富。在万山区旺家花园社区，居民李廷娥正忙着赶

制订单……旺家花园社区居住着 1.8 万余名易地扶贫搬迁

群众，社区引进苗绣企业，帮助妇女就业。

近年来，铜仁市推动“指尖技艺”转换为“致富产业”。

全市共培育特色手工产品企业 153 家，培训绣娘 2 万余名，

实现产值 3.2 亿元，带动 2000 多名脱贫妇女稳定增收。

贵州铜仁——

苗绣变成致富产业
本报记者 程 焕

一大早，重庆市黔江区水市镇居民彭江燕就换上保

安制服，前往水车坪景区上班……这份“家门口”的工作，

每个月能给她带来 3000 多元的收入。

水市镇水车坪老街附近的小广场上有一棵皂角树，当

地人说，红军当年在这棵树下驻马誓师，干革命、打土豪，

把钱粮分给贫苦百姓，因此就把这棵树称作“红军树”。

水市镇平均海拔 1200 米。近年来，大批干部来到这

里，跟村民一起探索致富路。“先是解决水、电、路等硬件设

施，随后通过创建景区，一大批村民吃上了旅游饭。”水市

镇水市社区第一书记刘元说，“现在还建起了立体农业。”

村里条件好了，不少能人也被吸引了回来。在冯家街

道寨子社区，外出打拼多年的粟永陆回到家乡开办了农家

乐：“现在路好了，从城里进村，只要半小时。”

如今的黔江，产业旺了——全区桑园面积接近 10 万

亩，特色产业覆盖脱贫户 90%以上；岗位足了——去年引导

组织农民工外出务工 12.7万人，其中脱贫人口 2万多人。

“脱贫不是终点，我们正在切实推进 52 个区级重点

帮扶村的工作，着力打造 4 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黔江

区乡村振兴局负责人说。

重庆黔江——

“红军树”下的新故事
本报记者 蒋云龙

“媳妇快起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

路上，同志好行军。”在湖南省桑植县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

念馆，民歌回荡……这首歌唱出了湘鄂

渝黔革命老区群众的深情厚谊，映照出

军民鱼水情深。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地处武陵山区，

群山苍莽、溪谷纵横，山岭阻隔、环境闭

塞，多年来发展相对滞后。经过脱贫攻

坚，曾经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生了巨

大变化。当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适

合种什么就种什么，适合养什么就养什

么，帮乡亲们找到一条条具有本地特色

的产业致富好路子。大山深处的湖南省

张家界市桑植县利用地理优势，发展白

茶种植，7.45 万人从事茶产业，3.5 万群

众靠茶增收；张家界市永定区重点培育

莓茶，“小叶子”敲开“致富门”；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种植黄金茶和莓茶

10 余万亩，油茶林面积达 45 万亩……老

区的实践表明，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

根本出路，输血更要造血。选准一个产

业，能带富一方百姓。

产业旺，家园兴。如今，老区的乡村

处处焕发生机，道路硬化到门口，小汽车

开回村子，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谭勇以

前在深圳务工，返回老家湖南省麻阳苗族

自治县楠木桥村后，承包了 108亩水塘，带

动 12户村民增收。村里建起 7000多亩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园，现

已孵化出 12 个家庭农场、13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8 家农业公司。

乡村大舞台，蕴含发展大机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人人都是参与者、建设者；鼓励更多有志青年扎

根农村、各展所长，就能一起建设更好的宜居宜业幸福家园。

近年来，沪昆、张吉怀等高铁开通，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长株潭都市圈等区域带动下，老区发展正迎来新机遇！唱

响“照在大路上”歌谣的红色家园，如今大踏步走在乡村振兴

的宽阔大道上，书写着更加美好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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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当地群众将种植的羊

肚菌装筐。 胡 程摄（影像中国）

图②：贵州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县城景观。

黄沪舟摄（影像中国）

图③：湖北鹤峰县下坪乡云蒙村，齐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负责人在为野茶定级。 杨顺丕摄（人民视觉）

图④：湖南泸溪县浦市镇马王溪村景象。

姚俊峰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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