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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新农技能挑战类节目《超级新农人》第
二阶段“新农挑战盛典”10月18日在CCTV—17
晚 8点黄金档正式开播。八大农业发展强势地
区的相关党政部门负责人携手“超级新农人”全
国 20强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演播室，完成难
度全面升级的农技挑战任务，令观众耳目一
新。来自杨凌、齐齐哈尔、赤壁、临沂、苏州的 5
位“超级新农人”挑战者开启了首场挑战。

为了更好地展现新农人的创新农技新力
量，节目制作团队走访了上百座各具特色的农
业产业基地，探访千余名新农人。针对不同的
农技类型，设计了近百场新农技能挑战，最终

遴选出20强代表。
临沂“农机狂人”黄从虎自学30余种农机操

作，12 年间累计耕种 9.6 万亩次，升级改装农机
20余台；赤壁“锦鲤达人”张辉、胡静夫妇为找到
适合养殖锦鲤的最佳水质地域，辗转广东、江
苏、湖北三省数个城市，研究各种品类的锦鲤，
对养殖的每一条锦鲤了如指掌，能做到过“鱼”
不忘，千里挑一。这些新农人有着对农业的挚
爱，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让观众对新型职业

农民的形象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新农挑战盛典”在演播室和外景环境均

设置了全新升级挑战环节，展示国内最先进的
农业科学技术，节目嘉宾应用这些新技术，以
完成大幅突破传统农技效率的任务。例如，在
操作丘陵农机的挑战中，节目组“刁钻”地设
计了“耕牛进得去、铁牛进不去”的仿丘陵山
区形态，但两位挑战者仍然精准地完成了直角
转弯、高低波浪桥上下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破解了“下田难”的问题；苏州徐卫东在辨别
葡萄的升级挑战中，闻香识葡萄，展现出深厚
过人的行业经验水准。挑战者们不断刷新观众

对农业这一古老行业的认知，展现了新农人创
新、智慧、匠心的职业精神。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
体面的职业”正是这档节目的意义所在。现场
专家朱启酒表示，新农挑战盛典的内容，不但
让观众看到了农业领域的新技术、新装备、新
思维，更重要的是展现了现代农业的创新精
神。5 位新农人的精彩挑战，让观众们看到了
当代农人的新风采，创新农技的新力量。

“以种植为基础，以农产品加工为重
点，以发展休闲旅游为特色，通过乡村旅
游+采摘节、荷花节、腊八节等节庆活
动，促进一产、二产发展，带动农民创业
增收。”10月16日上午，湖南省津市毛里
湖镇青苗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年喜兴致勃勃
地向前来考察的衡阳市代表团介绍，社区
成立了“青苗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140 多位居民经营管理公司。如今，青苗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线上线下一体化
营销，不仅退出了贫困村序列，今年 8
月，青苗社区还获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疫情防控常态化后，社区接待游客
2.9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千万元。

青苗社区的文化旅游扶贫实践是津市
全域旅游建设的一个缩影。津市市总面积
558 平方公里，体量小而精，城镇绿化覆
盖率达 68%，打造旅游全域化具有天然的
优势，近年来，津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性文件，累计投入资金1.27亿元，精心
打造国家级乡村旅游品牌 8个，省级乡村
旅游品牌14个，修建旅游厕所50余座。

过去的贫困山村，如今成了热门的旅
游景点，一到周末或节假日，就有很多游
客来这里旅游。“我做梦都没想到能过上
这样的好日子！”眼前的一切，让大关山
村65岁的村民彭思华激动不已，这个他生
活了一辈子的小山村，已彻底告别了交通
不畅和贫穷困境。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四面环
山、相对封闭的大关山村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基于大关山村的原生态资源
优势，当地政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截至
目前，已建成4大板块10个景观，扶持发
展多家民宿，还修建了 5公里绿色“篱笆
墙”、15 公里生态走廊和 5 公里生态旅游
风光带。此外，村里还流转了3000多亩土
地，用于栽种花草，这不仅给村民带来务
工收入，也让不同时节的大关山村有了不
同的美感。

绿水青山可以变成金山银山。新洲镇
九堰村的村民看到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前
景。除了自办农家乐、加工农副产品和旅
游纪念品外，选择资产入股、租金收益、

公司带户等致富途径的村民也越来越多。
今年 7、8、9三个月，村民甘元贵获得资
本、务工和分红三种收益达4.9万元。

津市山水旅行社工作人员魏洛介绍：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报团参加长线旅游
的人数不多，但津市短线游较去年同期出
现大幅增长。”华天国际旅行社津市市营
业部总经理张萍说：“与长线游‘遇冷’
相反，市内短线游一直很火爆，小景点始
终是热门，唱起了主角。”

2020年国庆中秋假期，津市各景区纷
纷推出“旅游+”项目，打造新的旅游增
长点。药山镇药山村刘先林等 17户村民，
采用传统工艺、土法制作的腊肉、腊肠、
花儿粑粑、绿豆皮，还有小朋友最爱吃的
麦芽糖、芝麻糖，现场宰杀的黄牛肉、土
猪肉，成了游客和城里人的抢手货，短短
8天时间，销售收入达21万多元。毛里湖
镇樟树村负责人说：“樟树村的旅游项目
不洋气但接地气。”下田收割稻谷、拾稻
穗、游船采莲、罩鱼摸虾、浑水摸鱼等，
可以让游客体验到不同于城市公园的休闲
感受。

据了解，今年“两节”期间，津市累
计接待旅客 22.4 万人次，营业收入超过
2280 万元，旅游市场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95%，实现了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津市乡村文化旅游服务设施和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日趋完善，旅游业发展焕发
无限生机，一座景城融合、福地兰津的旅
游城市正在强势崛起。”津市市委书记傅
勇说。

图为家长带孩子体验农事活动。

若不是有幸参加陕西省文联组
织的作家、诗人走进佛坪县长角坝
镇沙窝村“助力脱贫攻坚”文艺志
愿服务活动，我也许今生无缘认识
秦岭腹地的这个小山村。提起佛
坪，人们就会想到大熊猫，这里是野
生大熊猫的家园。沙窝村呢？我在
脑海里想象它的样子。

从西安出发，4 个多小时后，
我们抵达佛坪县城。“据说沙窝村
还离得远着呢。”同行的伙伴说。
车子顺着蜿蜒的山路继续前行，出
县城不久，沿途景色令人惊叹，迭
起的山峰雄伟壮观，山顶植被五颜
六色、魔幻多变。山坡下，河堤两
岸挂满红色果实的树林与青灰色公
路组成巨型彩带，让车内的人感觉
自己就是舞者，跟随车子的起伏飘
逸陶醉。

沙窝村终于到了。车子还没停
稳，我们就雀跃着冲下车大呼美
哉：天像洗过一样蓝、云像棉花一
样白、山像油彩一样绿、水像净化
过一样清、马路像刚扫过一样干
净、空气像过滤过一样清新。新农
村的美景着实让人激动万分，有人
当即挥毫泼墨为沙窝村及村民送上
祝福。我顾不上与他人说话，举起
相机不停拍照，仿佛稍稍慢一点，
美景就会被别人抢走似的。

沙窝村村委会的门前挂着“省
级生态示范村”“省级乡村旅游示
范村”“市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
村”“市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等牌
子，我拿起一本《生态扶贫宣传手
册》翻阅。这里除了大熊猫、金丝
猴、羚牛外，还有 37 种保护动
物；有红豆杉、银杏、香柏等 158
种珍稀植物；村内还有仙女潭、羚
牛谷、熊猫川、天华山、自然溶

洞、天生桥、高山瀑布等自然山水
风景区。

第二天一早，雄鸡将我从梦中
叫醒，走出农家小院，空气中是淡
淡的植物清香。微风吹过，山间松
涛像海浪一样滚滚涌动。走在河堤
上，踩着潺潺的水声，听着百鸟的
鸣唱，抚摸着路边鲜艳的格桑花，
看着太阳从东山后爬上来，将金色
一点点洒满西山，我真不敢相信自
己是在秦岭腹地的小山村。

农家院外，有农夫正在采摘，
粗如碗口的萝卜、绿如翡翠的白
菜、挂有露珠的黄瓜、鲜红的辣
椒，馋得我直咽口水。“山里面早
晨冷，小心感冒。”农夫大哥和我
聊起来。说起扶贫、说起陕西省文
联挂职包扶村第一书记刘平安，农
夫大哥夸个不停。“刘书记不仅给
我们送米面油，还送房子。”“房子？”
我看着不远处那一排排蓝瓦白墙的
民居问：“这房子是刘书记帮你们盖
的？”“不是，刘书记送给我们的是致
富的‘房子’，不是你看到的这房子，
他送的‘房子’要金贵得多！”农夫大
哥见我不明白，连比带划说：“我说
的是让大伙多挣钱的‘房子’，你晓
得不？”我一拍脑门，终于听懂了这
川陕味儿的普通话：“你说的是方子
吧？就是致富的方法对不对？”“对
头嘛！”农夫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一
个个事例。

我明白了刘平安在村里深受欢
迎的原因，“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他让沙窝这个小山村走出了长
角坝、走出佛坪，让更多人知道沙窝
村、走进沙窝村、了解沙窝村。此
时，又有4辆旅游大巴开了过来，这
些游客也一定会爱上这里吧！

图为陕西佛坪沙窝村。

修道路
“公路是咱的希望路”

许多贫困地区自然风光秀丽，却
“藏在深山”，难以抵达。过去，“可
到达”成为阻滞这些地方发展的拦路
虎。“要想富，先修路”是这些地方
脱贫的第一步。

湖南省永州市小金洞村曾是典型
的“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区贫困村，
全村耕地总面积只有227亩，却有着
优质的野生茶树资源。然而，高山泥
路难行，外人很难前来一睹美景，村
里的茶叶也出不去。平坦的公路修起
来，生态停车场建起来，村里的野生
茶叶产业得以快速发展，这里的金洞
漂流更是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并逐渐
发展起看花、品茶等其他相关产业，
形成乡村“3分钟旅游圈”。

在安徽安庆，已建成的旅游扶贫
路长达 1000 多公里，连接产业园区
近百个、种养基地近千个，公路沿线
新增采摘园、农家乐等300余家。这
些道路为贫困地区带去的不仅是交通
便利，更是兴旺的人气和财气。每年
这里举办岳西映山红节、望江油菜花
节以及宜秀区梨花节等节庆活动，已
初步形成“一路一风景、一村一幅画、
一地一特色”的乡村品牌，吸引大量游
客，让原本“默默无语”的乡村自然资
源，成为村民致富的钱袋子。

正如湖北崇阳县铜钟乡大岭村村
民黄天兵所说：“公路，就是咱山里
人的希望路、幸福路。”他家门口 7
米宽的通村沥青路修好后，村里的游
客接待量从过去的不足 3000 人增长
到 10 多万人次，黄天兵在家门口卖

豆浆、茶叶蛋、豆腐等小食品，年收
入超过5万元，顺利脱贫。

找思路
村民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思路决定出路，这一点在旅游扶
贫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细看世界旅游
联盟旅游减贫案例，不难发现，找到
能充分发掘自身特色、利用自身资源
优势的旅游发展思路，是这些成功地
区的共同特点。

例如，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
县充分发挥自身的生态优势，发展特
色养生旅游；山东沂南走出了一条全
域旅游理念下，革命老区的脱贫路；
河南信阳新县田铺大塆村则在保护性
开发豫南特色民居的基础上，创新发

展，形成“文创小店+乡舍农家+特
色商品”的发展模式。

“扶智”是旅游扶贫带给当地最大
的受益，村民的观念变了，精神面貌也
为之一新，由曾经的“各扫门前雪”，到
现在每个人主动保护村容村貌；从过
去的不爱护环境，到如今的积极绿化，
村民打骨子里认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村子的整体发展理
念也变了，不再追求短期效应，靠资源
消耗来换取经济收益，眼光变得更长
远，绿色、可持续，成为指引村庄发展
的关键词。

开销路
创造更多经济效益

发展旅游让当地脱了贫，如何

让这些地方具备持续发展的能力，
让旅游产业真正成为富民的幸福产
业？构建“吃住行游购娱”的完整
旅游产业链条，成为许多地方的努
力方向。

让游客留得住、住得下，并且
“带得走”特产，正在小金洞村成
为现实。为配合旅游业发展，当地
开发了以竹笋、高山红薯为主的特
色农产品，在民宿设置特色农产品
展示区，并把茶叶产业合作社搬至
景 点 野 生 玫 瑰 花 海 附 近 ， 让 游 客

“ 眼 里 看 着 、 嘴 里 吃 着 、 手 里 提
着、走时捎着”，为村民的农产品
打开了通畅的销路，也让小金洞村
的名气越传越远。

更多的地方通过“公司+农户”
“合作社+农户”等发展模式，形成
合力，让更多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变
成旅游商品，不仅完善了当地旅游产
业链，创造更多经济效益，也让受益
群众的面更广，让乡村旅游发展之路
越走越稳、越走越宽。湖南湘潭梅龙
村秀美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成立
后，在当地工业园区建立农产品加工
厂，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农产品附
加值，为打响“梅龙山”旅游产品知
名度奠定了基础。

科技之风、网络之风劲吹，也
吹向了曾经的贫困地区。将特色农
产品、自家民宿、向导服务等“上
网 ”， 村 民 们 致 富 的 触 角 伸 得 更
远。“淘宝店开张后，基本上每月
有 1000 多元收入。”梅龙村贫困户
杨鹤明开起了淘宝店。一个个农村
淘宝网服务站的建立，让更多网货
顺利下乡的同时，也让农产品进城
有了更便捷的渠道，大山里的产品
为更多人知晓。

《超级新农人》开播

看，现代农业新风采！
高天松文/图

湖南津市

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钟 柯 王甲林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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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扶贫 做大幸福产业
本报记者 尹 婕

旅游扶贫 做大幸福产业
本报记者 尹 婕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也将是中国扶贫事业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此

过程中，旅游扶贫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前，《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100》发布。2018年至2020年，世界旅游联盟

连续3年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世界银行合作，共同发布了3本《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

贫案例》，在全球范围内累计收录了100个旅游减贫案例，其中90%来自中国。这些案

例生动地记录了旅游为当地发展寻找“出路”的历程和带来的改变，展示了中国旅游

减贫的经验，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新农人在进行农技挑战。新农人在进行农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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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陕西地处秦巴山区的多个县市利用“花海经济”，助力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图为游客在宝鸡市太白县鲁冰花产业园内观光游览。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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