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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

搬出搬出““穷窝窝穷窝窝”” 迁来好生活迁来好生活
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永宁县闽宁镇宽阔整洁的道
路上，映入眼帘的，到处都是红
砖赤瓦、燕尾山墙，很多屋顶被
设计成两头尖尖翘起的福建民
居风格。

但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
一贫如洗的戈壁荒滩。改变源
于一场山与海的“携手”。

1996年，福建和宁夏建立
对口协作关系。自两地结成
帮扶对子以来，20多年间，通
过资金支持、引入项目、培训
技能、帮扶产业等多方面举
措，将单项扶贫拓展到经济
社会建设全方位多层次、全
领域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创
造了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的

“闽宁模式”。

东西部协作
开启蝶变路

来到闽宁镇居民丁成民
家，穿过绿植遍布的小院，走入
客厅，只见光洁的地砖、漂亮的
茶几、时尚的布艺沙发，大方且
讲究；暖气片、机顶盒、宽带等
一应俱全。“今日的闽宁镇，绿
树成荫、良田万顷、经济繁荣、
百姓富裕。”丁成民言语间透露
着幸福和满足。

和所有搬来的居民们一

样，丁成民一家曾居住干旱缺
水的“西海固”，被联合国粮食
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
生存的地区之一。

回忆起曾经的穷苦，丁成
民摇了摇头，说道：“因为舍不
得用水，大伙儿洗碗用抹布直
接擦。赶上下雨，我们就赶紧
到地里边干活边淋雨，回家后
把身上擦干，就算洗过澡了。
睡觉没有厚被子，冬天冷得受
不了，我们就在床下铺层羊粪
取暖……”

1990 年 10 月，宁夏南部
山区西海原两县的1000多户
移民搬迁到永宁县境内，建
立玉泉营、玉海经济开发区
——这是闽宁镇的前身，这
批移民也是闽宁镇的第一代
移民。

“天上无飞鸟，地里不长
草；十里无人烟，风吹沙粒跑”
是丁成民对闽宁最初的印象。

“那时候，由于水土不服、土地
贫瘠，且面临耕作方式的转变，
很多人打退堂鼓回去了。最初
的移民工作反反复复，较难开
展。”丁成民回忆说。

直到福建和宁夏建立对口
协作关系，启动东西部协作发
展的崭新模式，当地人这才找
到了让“干沙滩”蜕变为“金沙
滩”的路径密钥。

发展特色产业
拔掉“穷根子”

搬出“穷窝子”只是手段，
拔掉“穷根子”才是目标。乡亲
们搬到新家后，该靠啥挣钱？

闽宁镇地处荒滩，土地耕
作难度大，但矿物质含量高，
加上昼夜温差大，专家论证后
认为非常适合葡萄等经济作
物生长。

闽宁镇党委副书记马钰
刚介绍：“早在 2011 年，位于
闽宁镇原隆村的立兰酒庄流
转村民土地 2400 亩，用来种
植酿酒葡萄，现年产销葡萄酒
近70万瓶。酒庄长期雇用52
名村民，农忙时节大量就近招
工，每年还向移民群众支付土
地流转费200多万元。”

尝到甜头后，闽宁镇开始
鼓励群众发展酿酒葡萄种植产
业——先后种植酿酒葡萄8万
亩，建成集葡萄种植、葡萄酒
生产酿造、销售及文化旅游功
能于一身的酒庄 13 家，葡萄
酒年加工能力达3.16万吨；注
册“贺兰红”葡萄酒品牌，运营
闽宁镇红酒一条街，打造贺兰
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集散地，连
续举办两届中国（宁夏）葡萄
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葡萄酒文
化艺术节，开展摇滚音乐节、

摄影作品展、特色农产品采摘
等10余项活动，吸引四方来客
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向世界展
现宁夏葡萄酒的国际范儿。

在闽宁镇的凯盛浩丰（银
川）智慧农业产业园内，工人们
正在智慧玻璃温室内采摘“桃
太郎”番茄，这里的番茄每天采
摘量超8吨，采收周期为12个
月，预计年产番茄约3200吨。

马钰刚介绍，目前，园区
已吸纳木兰村、福宁村、园艺
村等周边村镇100多名移民群
众务工。产业园还计划打造
西北地区设施农业技能培训
基地，通过现场授课、视频教
学、连线答疑等方式，为当地
群众提供蔬菜植物保护、秧苗
的田间管理、番茄植株修剪、
水肥施用管控等培训，培养从
种植到销售各环节的专业人
才，促进当地各族群众共居共
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闽宁模式”凝聚
“中国之治”智慧结晶

曾经的闽宁镇，因扶贫而
生、为脱贫而建；今天的闽宁
镇，见证了闽宁对口扶贫协作
的巨大成就，探索出了易地搬
迁扶贫的新路子。

据悉，当年8000人的扶贫
移民村，如今已经发展成6万
多 人 的 生 态 移 民 示 范 镇 。
2022年，全镇移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16775元。

这份成绩单也说明了，对
“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
地区的贫困群众，必须下决心
让他们走出大山，易地搬迁安
置到有发展潜力的地区，整合
项目、资金集中攻坚，才能从
根本上拔掉穷根。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
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
中心主任祁凡骅认为，闽宁镇
从无到有、从穷到富，见证了
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巨大成
就，成为中国治理模式的一大
创举。“闽宁模式”成为东西部
省际合作的典范。

“‘闽宁模式’是社会主义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中体现，
是中国为世界解决扶贫问题
的独特经验，凝聚着‘中国之
治’的智慧结晶。同时，‘闽宁
模式’也是对推动乡村振兴、
实现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
祁凡骅说，“在省区互助的协
作机制下，聚焦民富、业兴、人
旺、宜居目标，‘闽宁模式’势
必能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
卷，闽宁镇势必能朝着共同富
裕的目标稳步前行。”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通讯员 李正午

■新华社记者 毛振华 宋 瑞

悠悠运河水，承载千年韵
味。京杭大运河曲折回环，流
经天津市西青区，留下一片景
色秀美的大运河文化带，杨柳
青镇白滩寺村便在其间。

坐游船赏运河风光、深入
村巷体验传统民俗、探访非遗
听运河故事、农事劳作感受乡
土气息……白滩寺村村委会主
任王广宇说，这些年，农教文旅
多产业融合下的白滩寺村，将
多个人文景点“串珠成链”，焕
发出了新的生机。

今年9月，海河游船子牙
河航线实现试通航，游客从白
滩寺村码头登岸游览，首站便
可以参观天津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粉彩瓷器制作技艺。

走进天津市粉彩瓷器制作

技艺传承人王作彬的工作室，
10余位匠人正手握画笔，聚精
会神创作以杨柳青年画为题材
的雕瓷或瓷板。“年画从纸上

‘搬’到粉彩瓷上，很多人是慕
名来参观选购。”王作彬说。如
今，村里不少人在王作彬的带
领下，悉心学习技艺，走上了致
富道路。

不只有粉彩瓷器，叶雕、津
派彩烙画……村里充分调动

“能人”，主动发掘传统技艺，打
造具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

“村标”。
有了“面子”，还得有“里

子”。王广宇的目光投向村
里 2000 多平方米的闲置厂
房，将其打造成研学基地。
在这里，既能开展投壶、陶
艺、蜡染、活字印刷等文化体
验，又能展示粉彩瓷、叶雕、

彩烙等非遗技艺。游客在收
获别样文旅体验的同时，还
能选购伴手礼。

“白滩寺村是典型的城乡
融合村，我们对现有土地、厂房
等集体资产活化利用、合理规
划，采用宜农则农、宜工则工、
宜旅则旅、宜居则居的资产盘
活利用思路，为村庄发展提供
了示范借鉴。”天津市财政局选
派驻白滩寺村第一书记李峰道
出了乡村振兴的“密码”。

当然，乡村发展离不开第
一产业。今年夏天，村里的葡
萄卖了个好价钱。这些日子，
地里的水果萝卜逐渐成熟，又
将是一派好“丰景”。

王广宇说，白滩寺农业种
植专业合作社在杨柳青园艺科
技博览园内建立了近200亩的
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与天津市

农科院的专家“结对子”，重点
栽培葡萄、食用菌等特色果
蔬。白滩寺村的农业愈发稳
健，反过来带动旅游、采摘、果
品深加工等产业发展。去年，
村集体实现收入约380万元，
今年有望迈上新台阶。

村里没有就此止步，又与
中国工程院的科研团队合作，
定制智慧农业数字化服务平
台。科技，为乡村振兴插上了
智慧“翅膀”。

其实，白滩寺村的振兴之
路并非一帆风顺。当年，村里
粗放发展经济，伴生出高能耗、
高污染。后来，白滩寺村转变
思路，向生态要效益、从文化里
谋发展，打造“可耕、可学、可
食、可游、可赏”和宜居宜业的
和美乡村。

如今，漫步在村庄，绿树成

荫、小路蜿蜒，村居错落有致，
道路干净整洁。即便是村里的
公厕，干净程度也不比城里的
逊色。

67岁的田秀芬曾从村里
搬到镇上，5年前，她又搬了回
来。“这几年变化太大了，村里
夏天有阴凉、冬天有暖气，还是
住在村里舒服。”

从“白滩寺，黄沙包，秸秆
儿不过裤兜高”到“千亩田，折
纤柳，西河春风拂锦绣”，这首
从《白滩寺村志》中改编而来的
村歌，不时在村头巷尾传唱，今
年斩获了全国村歌大赛总决赛
三等奖。歌词道出的，正是美
丽乡村之变。

“我们要让绿水清波、乡村
景观和乡土文化在村里扎下
根，留得住乡愁，看得见远方。”
展望未来，村民们充满期待。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白滩寺村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白滩寺村：：

农教文旅融合农教文旅融合““串珠成链串珠成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