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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吕梁山，地处三晋大地，
曾经到处是荒山荒坡荒地荒沟，也
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
一。面对缺林少绿、生态脆弱、贫
困人口多的现状，山西省吕梁地区
探索出一条组建扶贫攻坚造林合作
社的创新模式，让生态建设成为农
民增收脱贫的过程，走出一条具有
吕梁特色的生态脱贫之路。

吕梁各地的扶贫攻坚造林专业
合作社，成员均在 20 人以上，其中
80%以上都是建档立卡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口，以造林绿化、改善当地
生态环境为主要任务。政府负责制
定造林规划和标准并提供相关服
务，农民自主造林，验收合格后，
由政府购买或者通过市场交易变
现。通过造林合作社，吕梁各县农
民获得了经济效益，社会获得了生
态效益。

岚县在创新实践中获益匪浅。

从 2016 年开始，吕梁市岚县将生态
治理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在全县
推广“合作社+贫困户”的造林模式。
在乡政府的帮扶下，村民马兰柱与村
里的 48 户贫困户成立了林得财扶贫
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从去年以来，
共完成了2060亩的造林任务。

村民老马说：“每亩人工投入
420 元，3 年后，国家验收购买，每
亩 550 元。我们能赚 90 多万元，每
家就能分 2 万多元。”截至 2017 年，
岚县通过专业造林合作社已完成6万
亩荒山荒坡的造林任务，带动9个乡
镇 23个村 1737人稳定脱贫，人均劳
务收入达5000元。

临县是吕梁市乃至山西省的贫
困大县，当地组建扶贫攻坚造林专
业合作社 286 个，吸纳贫困劳动力
1.14 万人，2017 年完成造林绿化任
务 33 万亩，居全省之首，人均劳务
收入达 7000 元以上，基本实现了

“一人造林，全家脱贫”的目标。
白文镇李家湾村是临县生态扶

贫试点村，贫困户李有生把自家的7
亩地退耕还林全部种上了核桃和杏
等经济作物，并在合作社中参与造
林，通过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和在合作
社打工植树实现了脱贫。李有生表

示，“现在生活富裕了，今年我还要给
儿子娶媳妇，好日子就要来了。”

曾经荒山野岭的贫困村落，如
今都是郁郁葱葱的绿色森林。通过
把生态建设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桥
梁，吕梁打赢了脱贫攻坚和生态治
理两场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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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
新时代，能否探索出一条适
合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是决
定美丽中国建设成败的关
键，十九大报告中已指明了
方向。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
略，不仅让农村的发展有了
更明确的目标，也将深刻影
响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
程。毕竟，中国国土的绝大
部分是乡村。

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
绿色发展是主旋律。以前，
有些地方依靠索取自然资源
实现收入增加的低层次发展
方式，虽然能够得到短暂的
繁荣，但并不可持续。要在
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我们必须转变思
维方式，更加尊重自然生态
的发展规律，保护和利用好
生态环境。农村的水常绿、
山长青，农村的产业经济才
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潜
力。只有激发绿水青山的发
展活力，才能让农村未来的
产业发展更具有持续性。

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
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

“竭泽而渔”，保住绿水青山
才有产业的长久兴旺。要立
足于乡村的资源环境优势，
统筹考虑经济、社会、生态
效益，发展绿色产业，促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
人的作用应当得到充分重
视。目前，农村不仅急需以
新技术、新思维推动农村创
新发展创业的精英人才，同
时也缺少各类专业人才。引
智回乡和育才强村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迫切需要。而农村
要想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
必须有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
环境。实现乡村振兴要依靠
人，同样，乡村振兴的实现
也是为了发展人。

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增
强乡村吸引力，使城乡之间
拥有更多良性互动，已成为
当务之急。

美丽中国的版图上，没
有美丽的乡村是不完整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
上，没有乡村的振兴也是不
切实际的。今天，乡村振兴
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
遇。让我们带着美丽的希
冀，去努力发展乡村的绿色
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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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深秋，沿着进山的道路，记者走进了河
北省沙河市栾卸村——这座位于太行山脚下的村
庄。一路上，各色菊花争奇斗艳，引得远近大批
游客前来观赏，金黄的银杏叶让人久久不愿离
开。漫步万亩银杏林间，脚踩着松软的土地，整
个人的身心都觉得轻松了许多。远处的群山时隐
时现，像是在跟人们玩捉迷藏……大家纷纷拿出
手机，记录下这些美丽的瞬间。

生态宜居的太行山村

“你们看，这片湖多美！”顺着栾卸村党总支
书记李长庚的指向，记者看到一片湖泊平静地躺
在群山之间，水面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动人。

“咱们继续往上走，去看看我们栾卸村民生活的地
方。”李长庚自豪而幸福的语气，让记者迫不及待
地想见识栾卸更多的美丽。

很快，记者到达了栾卸村的生活区。宽阔笔
直的水泥路，洋气的四层小楼房。如此文明的生
活环境，很难让人联想到，这只是太行山下的一
个村庄。凭空远眺，就能望见对面连绵不断的太
行山。“这哪里是一个村子，这分明是一个世外桃
源！”从邢台市区带着家人来栾卸村游玩的游客发
出由衷的感慨。

40 年前，栾卸还是一个山秃地薄、十年九旱
的穷村。村里的5000多亩山地一片荒芜，800多户
人家的村庄少有几棵树。那时的村民常用“常年
听不到鸟叫声”来形容栾卸村的荒凉和落后。

1990 年栾卸村提出“三年治滩、五年治山、
十年建成新农村”的目标。第二年，荒芜贫瘠的
河滩变绿了，久违的鸟儿回来了；第三年，树木
开始给荒凉的山头增添了一抹绿色；第五年，全
村 5000亩荒山都披上了绿色的衣裳，久违的野生
动物都来了……栾卸的生态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

2001 年的春天，几十栋村民住宅楼建成，新
的村庄被树木和草坪围绕着，栾卸村也因此成为
全国第一个获得“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村庄。

如今的栾卸村，拥有万亩丛林，怀抱百亩水
面，不仅成了鸟的天堂，更让村民感受到了切切
实实的实惠。现在的村民们常说：“天天住在这

‘大氧吧’里，能不快乐吗！”

保护聚宝盆种上摇钱树

20 世纪末，当复式楼房对城里人来说都是一
种奢侈品的时候，栾卸村的村民已经搬进了这样
的楼房，人均已经拥有达到 50多平方米的住房面
积。3 年后，投资 2.3 亿元的恒利庄园全部建成，
800多户村民全部告别了平房，步入了楼房时代。
后来，村里又建起了老年公寓，60岁以上的老人
足不出村就可以颐养天年，每人每年还可以领到
村里发的补助。

栾卸村这些建设成就的背后，必然有着足够
的产业发展来做支撑。

地处太行山区的栾卸村，地下蕴藏着十分丰
富的煤炭和铁矿资源。1979 年，栾卸村开始通过
开办煤矿增加经济收入。之后的6年时间里，栾卸

村凭借“上天赐予”的煤炭和铁矿资源，实现了
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栾卸村并没有一直想要靠资源实现持续发
展，而是主动求转型，相继办起了养鸡场、制药
厂等企业，把发展的目标从地下转到了地上。
1989年，栾卸村获得960万吨煤矿开采权，但是，
李长庚却出人意料地给煤矿贴上了“封条”。现在
来看，当时的“出人意料”之举实为转型发展的

“意料之中”之策。
李长庚说：“地下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已经挖

出了地下的聚宝盆，该是栽上摇钱树的时候了。”
从此，栾卸村开始了从资源型向科技型的转变。

后来，栾卸村成立了乡镇企业集团——河北
恒利集团，几年的时间里，就成为拥有 11家独资
和控股企业的“乡镇企业集团”，实现年营业收入
3.3亿元，税收6000多万元。

同样，栾卸村的产业发展，并没有止步于乡
镇企业集团。2003 年起，栾卸村实施退耕还林。

“种银杏树也有钱赚，每年还能拿补贴，将来还能
卖到市场上去。”村民向记者的讲述中充满着希
望。目前，万亩银杏林已经成为北方的一大景区。

2016 年，河北恒利集团有限公司和沙河市栾
卸银杏合作社共同出资成立了河北恒利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建设特色旅游小镇——栾卸小镇，发
展健康休闲和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
拓展绿色宜人的生态空间。栾卸村又在生态文明
建设的道路上开启了新征程。

村民的获得感

谈到栾卸村的发展，从远到近都离不开一个
人，他就是栾卸村党总支书记李长庚。从 19岁上
任到现在，40年的时间里，李长庚把自己的精力
都奉献给了栾卸村。

“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选择，一定要看
远！”李长庚这样处理转型期村里面临的困扰。从

挖掘地下“聚宝盆”到栽上“摇钱树”再到近年
来打造“万亩银杏林”，栾卸村实现了绿色发展。

曾经，恒利集团在短短几年内就实现了快速
发展，但是却患上了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村企
不分带来的集体企业的通病，村民和职工的积极
性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李长庚的脑海中有这样一条理念：“企业的
改革发展和人一样，不管高矮胖瘦，一定要健
康！”带着这样的理念，李长庚把恒利集团的企业
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村里群众户户在企业持有股
份，村民既是股东，又是工人。栾卸村在全国率
先进行了土地承包权确权，首创了确权确股不确
地的经营新模式，建立起农林养文游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集体经济股份化和政经分开的新机
制。现如今，村里的股民已享受到丰厚的现金红
利，村民持有的资产也大幅升值。

2004 年，当恒利集团决定投资设立河北恒利
学校的时候，李长庚没有把校址选在城市，而坚
持把学校建在栾卸村。他说：“我们办学不是为了
挣钱，而是要通过教育改变栾卸和山区人的命
运。”30年来，栾卸村培养出了100多个博士、硕
士生，600多名大学生。

记者在栾卸村看到的这所学校建筑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风格独特，设备先进，教师一流，很
难想象这是一所建在农村的学校。从招生简章到
学生培养，处处体现了农村的特色。在职业教育
课程中，李长庚更是别出心裁地设了个“农村干
部”专业，课程有村镇建设、民事调解等。他
说，从这个专业出去的学生，就算当不上村干
部，也能影响一个家庭的命运。

“我生在栾卸，长在栾卸，为父老乡亲们谋幸
福是我的责任和义务。看到栾卸村 40年的发展变
化，自己内心有一种幸福感。”李长庚说。

题图：栾卸村万亩银杏林一角。
本报记者 刘发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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