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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建设脱贫——
“植树造林，多条脱贫致富路！”

“飞机还有半个小时就到达拉萨贡嘎
国际机场了。”透过舷窗俯瞰，云层高悬
与天空再次合为同一个图层，地面上的
一切都渐次清晰起来。夏秋之际的拉萨
河，水量丰沛，水域开阔，泥黄色的河
水，浩浩汤汤，逶迤向南。

河里是什么？是树！这一幕令首次
进藏的本报记者备感震撼，拉萨河里间
隔一段距离，散落着的疏密不一的树
木，星星点点却连绵不断，周围高山耸
立，云雾萦绕，构筑成一道别样的风景
线。这是西藏生态建设工程的典型样
本，而这一建设成就与拉萨河流域沿线
群众密不可分。

在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通麦村村民
委员会的小礼堂里，有几份张贴在墙上
的信息公示清单，其中一项数据引人注
目：造林补贴 1137711 元。这笔钱既是
2017 年村集体收入的最大项，也是集体
支出的最大项。

“植树造林让通麦村又多了条脱贫致
富路！”通麦村党支部书记穷达说，2017
年，通麦村共植树造林1247.3亩，参与造
林的村民年人均分红近2万元。

通麦村位于雅鲁藏布江畔，是西藏
自治区“两江四河”流域造林绿化工程
规划范围的一部分。“两江四河”是指雅

鲁藏布江、怒江、拉萨河、年楚河、雅
砻河、狮泉河流域，是西藏高原自然生
态系统的重要脉络和核心纽带，同时也
是西藏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

“中国山区、林区、沙区等重点生态功
能区与深度贫困地区高度耦合，深入实施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防护林建设、石漠
化治理等林业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可以将
全国2/3以上的造林绿化任务安排到贫困
地区，以增绿促增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计财司司长闫振表示。

生态保护脱贫——
“我当上了生态护林员”

“2016年，我成为一名光荣的生态护
林员。”次仁玉珍，是拉萨市曲水县采纳
乡四季吉祥村村民，现在每月巡山3次成
为她的固定工作之一。

“精准到位，精准到人，找对穷根，
明确靶向，绝不落下一个贫困户、丢下
一个贫困群众。”走进次仁玉珍的家，二
楼通透的大客厅里，墙壁上挂着的两个
金色大相框引人注目，相框里，红色打
底的照片最上方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
准扶贫的精辟论述。两张照片中间分别
是 《四季吉祥村精准扶贫村规村约》、

《曲水县精准扶贫明白卡》，白纸黑字，
一清二楚。

据拉萨市曲水县采纳乡党委副书
记、四季吉祥村第一书记索朗央吉介

绍，次仁玉珍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户，
也是最早一批摘掉贫困帽的脱贫户，每
年 3500 元的生态护林员工资，是她家脱
贫致富的重要收入之一。

“生态护林员是对专业护林员的有效
补充，正成为西藏生态保护的生力军。”
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公益林专业管护站
站长佐杰，是一位有 28 年工龄的老管护
员，主要负责管理专业管护员和各村乡
村护林员的在岗和巡山情况。佐杰说，
2016年，米瑞乡增加了104个乡村护林员
的编制，每位乡村护林员每月可有 1800
元的工资收入。

“通过参与生态保护而受益，广大贫
困群众充分意识到了家乡的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参与热情大大提高，生态
保护工作成效显著。”闫振说。

近年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大力推进
生态保护脱贫，实施补贴、补偿和奖励等
重大政策，既让广大贫困群众从生态保护
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又为贫困地区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生态基础。

生态产业脱贫——
“农民持续增收的‘铁杆庄稼’”

9月是青稞收获的季节，秋风拂过麦
田，空气中弥漫着收获的气息，金黄色
的麦垛是田野里最美的风景。

在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通麦村，“巴
宜区通麦一号菜园”和“米瑞乡通麦村
苹果基地”也迎来丰收季。

走进“巴宜区通麦一号菜园”，一排
排洁白整齐的蔬菜大棚里，豆角、青
椒、西红柿、黄瓜、茼蒿……时令蔬
菜，应有尽有；拾阶而上，远看好似荒
山的地方，近看却是一株株挂满青红色
苹果的苹果树，放眼望去，果树遍野，
长势喜人，一个不起眼的指示牌显示，
这里是“米瑞乡通麦村苹果基地”。

“巴宜区通麦一号菜园”是集高智能
温室、连体温室、露天蔬菜基地、仓储
办公为一体的产业园，总投资 3000 余万
元，产业园建成后每年可产蔬菜 3000
吨，每年可为村民带来土地租赁收入 50
万元；通麦村群众可优先在基地打工，
户均增收 2万余元。而种植面积达 282亩
的苹果基地，正发展成为通麦村旅游观
光项目，家庭旅馆和农家乐遍地开花，
前来采摘的城市居民和游客络绎不绝。

“现在赚的钱基本都落到自己的腰包
里了！”四季吉祥村村民巴桑笑得合不拢
嘴。曾经，因为家中只有三亩地，周边就业
环境差，巴桑到拉萨打工多年。她坦言，打
工期间，每月收入3000元左右，即使省吃俭
用，每月落到手里也只有1000多元。

如今，巴桑在家门口的万亩林木良
种繁育中心参加集体造林劳动，每月可
以有 3000 多元的收入。勤劳能干的她再
也不用出远门打工了。

在闫振看来，林业资源优势、物种
优势、景观优势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发
展的潜力所在、优势所在、希望所在，
是农民持续增收的“铁杆庄稼”。

念好“山字经” 唱活“林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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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生态扶贫，西藏是绕不过去的观察窗口。
“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亚洲水塔……西藏是

亚洲乃至北半球重要的气候调节器，是中国重要的生
态安全屏障，生态功能地位举足轻重。与此同时，西
藏自治区是中国唯一省区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整体

性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程度深、脱贫成本高。
既要“绿起来”，也要“富起来”。近期，本报记

者走进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采纳乡四季吉祥村和
林芝市巴宜区米瑞乡通麦村，探访“世界屋脊”如何
念好“山字经”，唱活“林草戏”，实现生态脱贫。

深秋时节，驱车前往四川省宁
南县跑马镇八岩村。此地距离省
会成都 700 公里，与云南省巧家县
接壤。这是茶马古道所行经的区
域，早先属于古老的滇康边区。

我们乘坐吉普车到山腰，然后
开始步行，通村道路早已达到硬化
标准。山风猎猎，阳光和煦，全无
跋涉的劳累。

八岩村归跑马镇所辖，却与白
鹤滩电站所在的葫芦口镇相连。
最低海拔约 1200 米、最高海拔约
2700 米。该村共有 6个村民小组，
现有住户305户1712人，其中有21
户为汉族，其他村民均为彝族，是
一个典型的彝族聚居村。

这里处于横断山边缘，巍峨的
大山自金沙江边高高拉起，山体辽
阔雄壮，逶迤无尽，壁立千仞，雄伟
高峙，堪称大自然的妙手杰作。崇
山峻岭之间，云雾浩瀚，覆盖巍峨群
山，淹没丛林江河，仿佛天海一色。

沿途江山如画，青翠迎人，山
花满树，景物为之一变。山中坡
度，动辄斜上数十丈，陡峻可知
也。其中一面为百丈深涧，攀之心惊，深邃之景，尽收眼
底。人行其间，如微虫之浮于海也。

村落间流泉潺潺，绕屋而出，多削竹筒接引之，由檐
阶而下，颇便于截取。清韵泠泠，使人神爽。屋周菜畦
麦垄，欣欣向荣。

山上多水沟，盘山而下，流入村寨，流入梯田，水沟
纵横，长流不息，最后汇入河谷谷底，又蒸发升空，化为
高山森林上的云雾阴雨，形成奇特的农业生态循环系
统。彝族同胞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及养殖，善于利用“山
有多高，水有多高”之自然条件。

走近村口，疏落有序的村落，赫然进入视线。一排
排二层的漂亮砖房，恬静而富有生机活力。白墙青瓦的
民居掩映在葱茏的林木之中，整洁、漂亮，甚至有些庄
严，原来这是异地搬迁扶贫安置点，环境绿化水电等同
步完成，并进行了功能分区，建筑质量可抗八级地震。
贫困户已全部搬入新居，村民安居乐业。

漫山遍野的青花椒郁郁葱葱，触目皆是。微风拂
来，阵阵清香沁人心脾，令人沉醉。青花椒得阳光雨露
的滋润照耀，作为脱贫产业增收增长点，构成一道美丽
风景线。目前，青花椒种植已达8000亩，仅此一项，每户
年收入即达到两万元以上，其中一户年收入近二十万
元。这里的青花椒采摘期长，摘下来的青花椒既可直接
上市，也可通过加工制成干花椒、花椒粉、花椒油，加工
后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由于海拔以及此地独特的生
态环境，青花椒鲜香可口，备受客户青睐。

除此之外，跑马镇还优化了烤烟、蚕桑、林业、畜牧、
青椒等产业布局，实现各产业有机衔接，持续健康发展，
助推农民持续增收。林业生态产业成为群众稳定脱贫
的“绿色银行”。一批具有基本生存技能，主动呵护青山
绿水的农民，正在成为与绿色山川和谐发展、一起成长
的大山新主人。

跑马镇副镇长，也是驻八岩村、新田村工作队长蔡
晓宏谈起脱贫攻坚满是欣慰的神情。八岩村由宁南县
公安局对口帮扶，该局纪委书记杨勇介绍，从2015年脱
贫攻坚至今，八岩村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16年，
跑马镇 4个贫困村、433户 2181 人贫困人口全部实现了
贫困村退出，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八岩村虽在距离县城90公里的高山上，数百年前即
有先民在此垦殖。霞光晨岚，一片灵气。如今，八岩村
更加焕发出别样的光彩。我们离开八岩村，心中依依不
舍。山路边的树丛里，忽然有野斑鸠惊飞而起，它振翅
的扑棱声搅动静谧的空气，与山下大江的浩荡宏越之声
相应和，构成大山深处深情而渺远的叙说。这何止是一
首沁人心脾的小夜曲，更是古老群山与山民天人合一的
和谐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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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的马鞭草、金黄的向日葵、
妖娆的波斯菊……安徽省庐江县汤
池镇双墩村的天鸣农业精品园里，
百亩花海几十种各色花朵汇成花的
海洋。眼下，这一花海景致，不仅成
了当地一张靓丽的名片，也成了双
墩村贫困户增收脱贫的“加油站”。

10 月 7 日一大早，精品园附近
的村民就来到花海忙活。“在这里修
剪、浇水、锄草，一年下来能挣个1万
多块钱。”双墩村四十埠组的束海
荣乐呵呵地对笔者说。束海荣是双
墩村建档立卡的计生贫困户，这几
年，在双墩村计生协会的帮助下，和
天鸣农业签订了长年务工合同。

“在家门口上班挣钱，还不耽误
照顾家，很知足。”她说，现在一家人
生活渐渐有了起色。和束海荣一
样，双墩村高坝村民组原低保贫困
户严德保，也体会到花海带来的甜
头。严德保感慨地说：“往年一年到
头围着庄稼转，钱却没赚多少，日子
过得紧紧巴巴。现在就在自家地里
打工，除了领工资，每年还能拿2500

元的土地租金呢。”严德保对花海项
目竖起了大拇指，“正是有了这个
产业，我们过上了清闲的生活，搁
在以前连想都不敢想。”

据双墩村支书徐成玉介绍，过
去，村民大都以种地为生，单一的
收入结构是农民致贫的主要原因。
如何破解发展困局？村“两委”想
到了挖掘产业潜力，发展“花海经
济”，引领村民走上一条溢满花香
的致富路。

近年来，双墩村因地制宜开展
旅游扶贫，依托田园风光景观，打
造“田园花海”景区，以精品园建
设为抓手，对花卉种植实行规范化
栽培、科学化管理、标准化生产，
不断加快花卉产业化建设进程。

与此同时，双墩村不断调整产
业结构、产品结构，强化花卉品牌
产品的差异性、独有性，提升品牌
产品知名度，建设和完善产业链、
价值链和供应链“三个链条”，满
足消费者更多更高层次的需求。

双墩村还采取“花海+农户”的经

营方式，与农户结成经济共同体，对
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花海优先提
供就业机会。没有劳力的家庭，花海
通过土地资金参股的方式，给贫困户
带来稳定的收入。站在村头眺望，昔
日撂荒地变成了成片的花海，徐成玉
满是欣喜：“这里现在红火了、值钱
了，村民身边有了‘扶贫车间’，大家
脱贫致富的信心更足了。”

庐江县林园局总工程师杨波
称，双墩村的花海项目开创了扶贫

“三变”促致富的典范：把附近贫
困村民变为花海工人；把花海工人
变为花海股民；把花海股民变为花
海主人。杨波表示，下一步，庐江
县将依托“花海经济”的溢出效
应，走上一条现代农业、乡村旅
游、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四位一
体”的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如今，以花卉为产业内涵的
“花海经济”，正在庐江大地璀璨绽
放，生机勃勃，成为带领贫困户增
收脱贫的最大“亮点”。

图为花海美景。

“朝观云鸟怡心海，暮看峰峦入梦霞。几许痴情酬雅
客，万般诗意赞油茶。”初到城步苗寨，不觉想起这首诗。
油茶，这个享誉千年的古老名吃，在苗乡已是根深蒂固的
记忆。“城步油茶”便成了城步走向全国的名片，成为国人
了解城步苗乡文化的窗口。

城步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是一个少数民
族杂居区，主要有苗、汉、侗、瑶、回、满等民族，苗族是主体
民族，占总人口的60%左右。苗族历史悠久，民风纯朴，盛
产油茶。

金秋十月，踏着和煦的清风，我们来到城步县桃林乡，
走在山间小路上，但见瓦蓝的天幕下，古朴典雅的苗家小
屋依山而建，清
一 色 的 杉 木 结
构，经过桐油的
浸润，显得古香
古色。屋顶是青
黛的瓦，压上白
色的屋楞，更显
得色彩明丽而富
有神韵。房子层
层叠叠，错落有
致，看起来就像
一幅浑然天成的
山水画。

在城步老乡
的热情邀请下，
我们走进了苗家
小院。跨过木质
的门槛，坐到四
方 的 矮 脚 茶 桌
旁。主人一身华
丽的苗服，银色
瑰丽的头冠，手
端雕花的红漆四
方茶盘，盘中满
载着几碗油亮泛
青的油茶，边唱
着“天上月光亮堂堂，水上莲花吐清香，清水当茶表心意，缺
少油盐蒜和姜”的苗歌，边把油茶端至我们面前。同行的老
李，恭敬地接过油茶，回敬了一首茶歌：“山高难比摩天岭，溪
流难比大海深，人情还数苗家好，油茶味美醉人心。”这你来
我往的宾主相敬，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苗乡韵味。

我们一碗刚喝完，热情的主人又端来几碗，让我们盛情

难却。原来苗家人吃油茶，历来有吃双碗的习惯。一般要连
吃四碗，也有六碗八碗的，意为“好事成双”和“四季发财”。

城步的苗族先民生活在潮湿阴冷的山区，乌烟瘴气和
毒蛇蚊虫横行，那时候缺少医药，只好喝油茶来防治疾
病。相传诸葛亮南征孟获时，孟获的七个老婆逃入深山老
林，有六个饿死了。另一个经当地的苗人相助，喝了一碗
油茶才保住性命，那天正好是农历三月初三。孟获这个老
婆回家以后，为感激苗人的救命之恩，每年三月三日举行
油茶会，以示纪念。

城步苗家人打油茶，一般有 5道工序：一是做阴米，先
把糯米浸胀，然后用甑蒸熟，晒干或晾干，用碓舂扁，即成

阴米；二是做茶
叶饼，每年春夏，
待茶树吐出的新
芽长到一指宽左
右采摘，放在锅
里滚水过滤，舀
出 来 浇 上 米 汤
水，一团一团捏
成饼状，晒干即
成；三是炒主料，
阴米炒至略带焦
黄 、酥 脆 ，将 黄
豆、花生等原料
炒熟用油炸脆，
并备好煮熟或炸
得松脆的糍粑、
蕨粑；四是煮茶
汤，将茶饼放置
锅中加水煮沸，
用 瓢 将 茶 叶 捞
出，用擂钵擂烂，
再倒人锅中煮成
浓茶汁，捞出残
渣，加入油、盐，
佐 以 擂 碎 的 大
蒜、生姜、辣椒等

制成茶汤；五是撒茶料，按喝茶人数，在茶盘中摆好茶碗，将
各种主料分放碗中，冲入滚沸的茶汤，撒上葱、胡椒粉等佐
料，即成闻名遐迩的苗寨油茶。

品着香醇甜美的油茶，看着纯朴热情的主人，听着油
茶古老的传说，我们感受到的是苗族同胞千百年来的生活
智慧。

苗寨油茶满屋香
谭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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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城步苗寨。来自网络

红、白、黄、蓝四色建筑是四季吉祥村村民安居的家园，图为四季吉祥村
蓝色的民宿。

雅尼国家湿地公园一角，远山静穆，白云萦绕，水草丰茂，景色秀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