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夏时节，行走川陕革命老区，绵延山岭

草木葱茏，随处可见老区百姓幸福笑脸。

近 年 来 ，川 陕 革 命 老 区 干 部 群 众 牢 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撸起袖子加油

干——发展特色产业、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生态环境保护等各项工作齐头并进。

生活美、产业旺、生态好，川陕革命老区，

正绘出美丽新画卷。

生活美：“搬”出幸福来

走进秦巴山深处的陕西省平利县老县镇

锦屏社区，一排排崭新安置楼白墙黛瓦，掩映

在青山绿水间。

“ 种 了 青 菜 、点 了 豆 子 ，香 葱 长 得 也 不

错！”脱贫户汪显平弯着腰，忙着侍弄社区里

的“安心菜园”。

2016 年易地扶贫搬迁，汪显平告别山上

土坯房，搬进了山下新楼房。“走，进屋看。”跟

着汪显平打开家门，三室两厅的房子宽敞整

洁、窗明几净。

2020 年 4 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来 到 平 利

县 考 察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易 地 搬 迁 是

解 决 一 方 水 土 养 不 好 一 方 人 、实 现 贫 困 群

众 跨 越 式 发 展 的 根 本 途 径 ，也 是 打 赢 脱 贫

攻坚战的重要途径。搬得出的问题基本解

决 后 ，后 续 扶 持 最 关 键 的 是 就 业 。 乐 业 才

能安居。

“眼下，老家山上还留着 5 亩茶园。我在

镇上打工，外加修电器营生，全家日子过得顺

心。”汪显平端来一盆清水，淘洗刚从“安心菜

园”采回的果蔬。

环绕锦屏社区走一圈，学校、超市、医院、

公交站等设施一应俱全。4 家社区工厂里，

200多名妇女织鞋袜、做线圈，在家门口上班。

“白天，大家忙工作。一到晚上，人们跳广

场舞、打太极拳，不少年轻人还来打球，社区里

热火朝天……”社区党支部书记江慧丽说。

如今，平利县“山上兴产业，山下建社区，

社区办工厂”，全县 110 个集中安置区里，8 万

余名搬迁群众乐享新生活。

一路行至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这里曾

是川陕革命根据地核心区，当时数万名群众

踊跃参军。时光荏苒，如今脱贫攻坚已取得

胜利，老区群众甩掉了贫困的帽子。

赤溪镇西厢村，小河里水流潺潺。脱贫

户岳俊洪挽着裤脚站在河边，等着上游游客

坐船漂流而来。

“最近这阵子，游客多了。”每到 5 月，岳

俊洪便在村里的漂流基地上工，“力气有处

使，心就安了。”

前些年，岳俊洪住大山深处的土坯房，加

上母亲患病，“穷得叮当响”。2018 年，全家

搬进了 100 平方米的安置房，老岳高兴之余

有点担心：家搬了，离田远了，靠啥生活？

很快，村里引进公司建起漂流基地、游乐

场。如今，他在家门口上班。“在村里鼓励下，

我跟儿子一商量，开始养黄羊。”老岳好学，参

加了职业技能培训，学了不少技术，“现在养

了 150 只黄羊，全家年收入有十几万元。”

“如今，巴中已有 22.53 万名脱贫劳动力

稳定就业，其中易地搬迁劳动力 10.98 万人。”

巴中市人社局副局长罗碧林介绍，让易地搬

迁户安居乐业，当地一方面发展特色产业、

引进重点企业，另一方面鼓励脱贫户创办民

宿、养殖场等。“近 2.7 万人次脱贫劳动力参

加职业技能培训，就业能力不断提高。”

产业旺：腰包鼓起来

“ 白 茶 树 喜 阳 怕 涝 ，少 浇 水 ，才 能 长 势

旺。”走进四川省青川县乔庄镇瓦砾村，白茶

园管护队队长赵堂荣向村民柳丕富传授管

护茶苗诀窍。

按老赵教的法子，茶苗种得绿油油，看

得柳丕富心生欢喜。

2018 年，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下，浙江

省安吉县黄杜村向青川县陆续捐赠“白叶一

号”茶苗 540 万株，在瓦砾村和周边地区建成

“白叶一号”受捐茶苗基地 1517 亩。

“白叶一号”落户青川后，赵堂荣被聘为

瓦砾村“管护队长”。从一开始的“小白”，到

现在的“土专家”，赵堂荣学得认真。参加了

不少次县里举办的现场交流会，他还曾被派

往浙江培训，“不同季节，有不同管护方法。

茶苗长得好，全靠人勤劳……”

茶园里，像柳丕富这样既种茶又学技术

的村民有几十名。“在这儿务工，活不累，还

离家近。”赵堂荣说，学到技术运用到自家茶

园里，每年鲜叶采摘量可增加 30%。

今 年 3 月 ，赵 堂 荣 精 心 管 护 的 72 亩 白

茶，初次大规模采摘获得 500 余斤鲜叶。村

民在务工之外，开始享有采茶收益。

“下一步，我们将补基地、补加工、补品

牌、补营销，进一步做强‘白叶一号’全产业

链。”广元市政协副主席、青川县委书记龙兆

学介绍。如今，青川县茶产业发展水平不断

提升，茶园面积达 27.4 万亩，茶叶产量 8000
吨，实现综合产值 25 亿元。

群山环抱中，陕西省柞水县小岭镇金米

村进入了木耳采摘的时节。

走进村口大棚，喷淋灌溉系统正给木耳

浇水。看着菌棒上钻出一簇簇“小耳朵”，村

民殷书锋脸上泛起笑容。

在金米村，殷书锋是种植示范户，也是木

耳管理员。村里 2019 年开始发展木耳产业，

殷书锋跟着技术员学艺，渐渐成了行家，“今

年种了 11 万袋木耳，预计能赚 8 万元。”

2020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金米村考

察脱贫攻坚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步行察看村

容村貌，走进村培训中心、智能联栋木耳大棚，

了解木耳品种和种植流程，询问木耳价格、销

路和村民收入等，夸奖他们把小木耳办成了大

产业。

如今，尝到木耳“甜头”的，不光是殷书

锋。在金米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木耳。“今

年春季，全村种了 400 万袋。”金米村党支部

书记李正森介绍，有 150 户 600 多人参与到木

耳产业链上。通过电商，这一簇簇“金耳朵”

将销往全国各地。

大山深处，“小木耳”长成“大产业”。截

至目前，柞水县累计发展木耳专业村 65 个、

生产基地 80 个、大棚 2519 个，带动 1.5 万户农

民持续增收。

生态好：护出绿色来

“穿过这油松林，山梁背后，就是一片锐

齿栎。”身着迷彩服，穿梭在秦岭茂密林间，王

军岗对脚下的坡坡岭岭如数家珍。行至山顶

举目四望，不同海拔的林梢上，嫩黄过渡至深

绿，好似一幅大自然的“调色盘”。

身为陕西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杨家沟

保护站护林员，王军岗和 3 位同事一道，守护

着洋县境内这片近 4000 公顷的森林。

“森林防火、科研监测、病虫害防治……”

谈及岗位职责，王军岗语气坚定，“我们要当

好秦岭生态的守护者。”

洋县青山绿水间，也是“东方宝石”朱鹮

的栖息乐园。自发现 7 只朱鹮后的 40 年间，

洋县护鹮打出“组合拳”：朱鹮活动区内，禁止

开矿、狩猎、砍林伐木；建立保护站、救护饲养

中心、自然保护区……如今，数千只朱鹮从洋

县一隅扩展至秦巴地区，“自觉护鹮”的意识，

已融入当地百姓点滴生活。

从秦岭深处，行至大巴山腹地，四川省达

州市宣汉县。1933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在此

间主动出击，获得宣（汉）达（县）战役胜利，川

陕革命根据地和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在红

色精神感召下，宣汉干部群众一代代接续奋

斗，在红色老区筑起绿色梦想。

吃罢早饭，漆树土家族乡护林员朱尚勇

出门巡山，拿着喇叭边走边喊，“不准携带火

种进山，保护野生动植物……”他负责 500 多

亩林区，其中有 100 多株世界濒危植物崖柏。

在宣汉县，像朱尚勇这样的护林员共有

3085 名，分散在各大林区。作为四川盆地北

部山地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宣汉境内有苍松、

红豆杉等 1000 余种乔灌植被，云豹、赤腹鹰

等 100 余种珍稀动物在此繁衍生息。

“为守护大巴山自然生态，我们实施‘增

绿、见绿、护绿’行动，设立国家级森林公园、

自然保护区，辖区内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受

保护率达 100%。”宣汉县生态环境局局长王

小伟说，“落实河（湖）长制，加强水污染治理、

水生态修复。多措并举，呵护青山绿水。”

2021 年，四川省、陕西省发布相关文件，

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出加强生态治理

和环境保护，做好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生态修复，让子孙后代乐享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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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陕西省洋县金水镇牛角坝村村民

在晾晒山茱萸。 苏湘栋摄（人民视觉）

图②：陕西省平利县锦屏社区。

资料照片

图③：川陕苏区纪念馆。

程 聪摄（人民视觉）

图④：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川陕苏区将

帅碑林。 杨继波摄（人民视觉）

这阵子，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王坪村村

民王朝敏忙个不停。家里住了 20 多个修路

工人，王朝敏夫妇忙着招待。听说儿子要从

成都回来，老王乐呵呵“指点”：“你开车沿着

高速一路走，下了高速就是咱家门口。”

王朝敏口中的高速，就是镇广高速王坪

至通江段。今年 1 月 18 日，该段高速正式通

车，大巴山腹地再添一条经济大动脉。

巴中地处成都、重庆、西安三个城市的几

何中心，镇巴高速全段建成后，将与巴万高

速、巴达高速、达渝高速等连通，成为巴中融

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通道，也是北

上出川的第二条大通道。

要说路好不好，王朝敏有发言权。前些

年，每周一送儿子到县城上学，父子俩总要一

大早 3 点就起床，骑上摩托沿着坑坑洼洼的

盘山路走，“等到了县城，就快 7 点了”。

通江县呈“三山夹

两谷”地形。过去，道路

坡多、弯急、路陡。从王

坪村到通江县城，要花近两小时。时间长，又

容易晕车，村民轻易不愿出去。

“新修的高速一路通畅，从村里到通江县

城，只要 20 分钟，到巴中市区也仅仅需要 50
分钟。”王朝敏说。

高速修建，不少工人住在王朝敏家。为

工 人 提 供 食 宿 ，他 家 每 月 的 收 入 有 1 万 多

元。“招待客人，照护田地，两不耽误。”王朝敏

说，村里像他这样的家庭有不少。

镇广高速起于陕西省镇巴县，经四川巴

中、达州、广安，直至重庆。“全线通车后，沿着

镇广高速，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川

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等红色旅游景点将串联

起 来 。”巴 中 市 高 速 公 路 管 理 局 局 长 刘 平

介绍。

近年来，巴中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已通车运营高速公路 7 条。北接陕西，南通

重庆，一条条高速带动当地百姓致富，推动当

地文旅康养和红色旅游发展的同时，也助力

巴中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

四川省通江县王坪村

高速通达大巴山
本报记者 王永战

穿林过洞，春风拂面，从陕西省汉中市镇

巴县驱车 1 个多小时，便来到了巴山环抱的柳

营 村 ，川 陕 红 色 交 通 线 黎 坝 纪 念 馆 就 坐 落

于此。

“原来在这个小山沟，还藏着这样一段惊

心动魄的革命故事！”5 月，镇巴县黎坝镇柳营

村迎来大批游客。忙的时候，解说员田红梅连

口水都顾不上喝，“这阵子，纪念馆每天要接待

2000 人次以上。”

马灯、步枪、药品盒、手电筒……橱窗中的

一件件革命文物将人们带回那段峥嵘岁月。

1933 年至 1935 年，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等开

辟了从汉中通往川北的红色交通线，在黎坝建

立了秘密交通站。

院落一间房间内，依然留存有交通站秘密

通行的地道，沿着这条地道可以进入柳营村后

大山之中。村民黎光德回忆：“革命年代，三爷

爷黎正刚、三奶奶王三珍都是交通员，他们和

村民把粮食、药品、地图等重要物资及情报送

往川陕革命根据地。”

光阴荏苒，山乡巨变。“柳营村依托红色资

源，完成了从贫困村到旅游村的华丽转身。”柳

营村第一书记贺晓宏说。为了把游客迎进来、

留得住，2017 年，柳营村改造了 7 家民宿，整治

提升村居环境，修建观光步道、休闲廊亭。

路好了、景美了，柳营村乘上农旅融合发

展的快车。山上采茶叶、中草药，山下有稻鱼

种养基地、莲藕基地。“一年四季，柳营村有四

种色彩，油菜花春天一片黄，荷塘夏天一片绿，

水稻秋天一片金，辣椒冬天一片红。2021 年柳

营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2万元。”贺晓宏说。

“呀！真香！”游客们围在村口商店，要带

上几瓶柳营村的特产辣椒酱回家。辣椒酱生

产 企 业 的 创 始 人 是 从 北 京 回 乡 创 业 的 田 宝

林。“现在我带动 500 多个脱贫户，每年生产辣

椒酱 20 万罐。”田宝林一脸自豪。

“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咱要接续做好乡

村振兴各项工作，让乡亲们

生活越来越好。”黎坝镇副

镇长汪宇飞说。

陕西省镇巴县柳营村

红色旅游热 致富劲头足
本报记者 原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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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看老区新变化R

秦巴山深处，一排排白色楼

房依山傍水，修葺一新。这是川

陕革命老区的一处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社区，搬迁群众在这里安居

乐业、开启新生活。

搬出来是第一步，住得舒适

舒 心 ，需 要 完 善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 为 了 让 居 民 吃 菜 不 犯

难 ，社 区 将 流 转 出 来 的 部 分 土

地 平 整 后 划 给 每 户 居 民 ，方 便

群 众 种 菜 。 同 时 ，建 起 库 房 、餐

厅 、集 市 等 配 套 设 施 ，满 足 了 搬

迁 群 众 多 方 面 生 产 生 活 需 求 ，

增 强 了 人 们 的 归 属 感 和 安

定感。

乐 业 才 能 安 居 。 为 了 创 造

更 多 就 业 机 会 ，近 年 来 ，老 区 各

地开办了大量社区工厂，大都建

在安置社区周边，数万名搬迁群

众“楼上居住，楼下就业”。有了

稳定收入，群众心里更踏实。这

些工厂多以加工毛绒玩具、电子

元件、服饰等为主，门槛低、易上

手 、工 作 时 间 灵 活 、按 件 计 酬 。

不 少 当 地 群 众 平 均 月 收 入 2000
多元，打工赚钱的同时又能照顾

家 里 ，两 不 耽 误 。 强 化 就 业 保

障 、夯 实 民 生 之 本 ，日 子 才 会 芝

麻开花节节高。

“群众搬迁到哪里，党组织就

建到哪里，服务就跟到哪里”。在

很 多 安 置 社 区 ，都 能 看 到 这 句

话。群众习不习惯、顺不顺心、高不高兴，是社区管理

的一道考题。在一些社区，由优秀党员担任楼长、户

长、网格员，小区、楼栋、网格成立党小组，以党建引领

带动社区管理与服务。有群众说，有了党员引领示范，

就有了“主心骨”，能更好适应全新生活。行走在老区，

看到搬迁群众的笑脸、焕发的精气神，能感受到他们发

自内心的幸福。

民生连着民心。关心群众生活、心系群众冷暖，扎

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映照着老区一心想着群众、一切

为了群众的使命担当。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老区一定能持续写好增进民生福祉的大文章。

扎
实
办
好
民
生
事

高

炳

■一线感悟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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