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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兰州8月2日电(记者张
玉洁) 村民会议大厅内，奖牌挂满整
整一面墙。细问，全村共获得120多
项奖励，其中国家级的就有7项。甘
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胡家大庄
村，这个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的村子，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古宅存 民风淳

“老先人给我们选了块好地方。”
胡家大庄村党委书记胡雲说。相传，
明洪武年间，胡氏祖先自安徽绩溪迁
居至此。经过6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
道路三纵六横、有排水和防御等功能
的村庄格局，至今仍有20多处古宅院。

在一处有百余年历史的老宅里，
58岁的胡供信讲述起家庭史。“盖这
个房不容易，从我太爷的爷爷手里，
一辈辈修，一点点盖了起来。松木框
架，一坡水屋顶，墙砖也是清代的。”
他说。

胡供信在这座老宅出生，见证了
老院子里贫穷却热闹的岁月。他说：

“小时候，院子里住着我爷爷、大爷爷
两家几十个人。家人都孝顺和睦，两
家的饭也能换着吃。最期待的是过
年，每家杀一头猪，我妈会做拿手菜

‘四盘子’，早上晚上还能各看一出
戏。”

后来，亲人考学、进城，老宅就由
胡供信看管。小院子还是古色古香，
却更美更方便了。院里通了电，有了
上下水，花草长得旺。老宅中堂摆放
着“甘肃省最美家庭”等奖牌。茶余
饭后，胡供信两口子常拉起二胡唱起
戏，其乐融融。

“我们村的人都讲道理、性格温
和，很少看见邻里吵嘴。我们家里和
睦的氛围也从来没变过。”胡供信说。

产业兴 群众富

开着电动三轮车，沿着硬化的
“产业路”盘山而上，百亩繁茂的樱桃
园出现在胡对生眼前。

70岁的他，是胡家大庄村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的带头人。他种过蒜、苹
果、葡萄，还养过猪，“基本弄啥啥成
功”。2009 年开始，他试水樱桃种
植。今年，一百亩、十个品种的樱桃
为他带来了七八十万元的收入。

成事不能仅凭“勇”，胡对生的致
富经里少不了“谋”字。

对樱桃种植来说，品质管控是关
键。好果每斤二三十元也不愁卖，品
相不好的每斤五六元都卖不出去。

“天气谁也说不准，但精心管护就会
有效果。我要按照最好果子的标准
去种。”胡对生说。

今年，胡对生种的樱桃批发价最

高达到每斤28元，“不用找出路，出路
找上门”。如今，果园里约有一半樱
桃树到了盛果期，当年欠下的贷款已
经还清。在他的带动下，不少邻里乡
亲也开始搞起了果树种植。全村果
园面积超过2000亩，年人均纯收入
突破万元。

“我们村的人心齐、心强。团结
起来，自己努力，啥都能干好。”胡对
生说。

善引领 会治理

当了20多年的村干部，胡雲有件
引以为傲的“小事”：开会人到得齐。
在一个有850户3800多人的大村，凝
聚这样的“向心力”并不容易。

胡雲说，过去，胡家大庄村有着
乡贤治理的好传统。在德高望重的
老先生的带领下，村民大多都能和睦
相处，出了不少人才。而今要治好
村，在不丢传统的同时，更要把大家
团结在党的周围。

敢于让村民提出问题、公平公正
公开地解决问题，是胡雲的第二件

“法宝”。早在2002年，胡家大庄村

就制定了村规民约。“巷道不准私占
一寸”等规定，村上人都很遵守，这才
有了今天整洁的村容村貌。村民有
意见、有矛盾，都带到村民大会上进
行讨论、答复，让矛盾化解在基层。

胡家大庄村积极发展产业。一
些人外出搞建筑、做家政、当保安，一
些人在村上经营果园，一些人通过酿
酒酿蜜、加工粉条致富。村集体经济
逐步壮大，还建成了果蔬存储能力达
2000多吨的气调库。“国家政策好了，
产业结构调整好了，老百姓的钱袋子
鼓了。”胡雲说。

在农村，红白喜事是每家的大
事。村上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免费
张罗互助。老百姓去世，会挂上“德
高望重”“惠泽乡邻”等挽幛。

“我干了20多年村干部，党的惠
民政策越来越多，给老百姓带来的实
惠越来越多，获得的赞许也越来越
多，很有成就感。”胡雲说。

更令他高兴的是，这两年，不少
在外打拼的村民纷纷回乡创业，或退
休回乡发挥余热。“乡音未改，民风仍
在，这才是最美的乡愁。”胡雲说。

新华社西安 8月 2日
电（记者刘彤） 炎炎夏日
清晨，陕西省岚皋县城关
镇联春村的宁静，被“90
后”返乡创业大学生余淼
呼唤鸡群的声音打破。
正在撒玉米喂鸡的余淼
忙得不亦乐乎：伴随着

“咯咯咯咯……”的声声
吆喝，鸡群从林下飞奔而
来，争先恐后地啄起食
来。

记者来到群山环抱
中的联春村康源生态养
殖场时，看到千余只两三
公斤重的黑土鸡在林下
悠闲“散步”、觅食昆虫，
咕咕声此起彼伏。

“目前这个养鸡场存
栏土鸡2000余只，小鸡苗
1000余只，近几天还要购
回来几千只小鸡苗。我们
的土鸡销往重庆、安康等
地。预计今年年底可以出
栏 10 万羽，收入 30 多万
元。”余淼说。

1996年出生的余淼，
2019 年大学毕业。伴随
着乡村振兴号角的吹响，
回乡创业、回馈故里的想
法开始在他心中萌芽。
心怀助力家乡发展、带领
乡亲致富的梦想，他回到
了地处秦巴山区的乡村，
跟随母亲一起养鸡，开始
了自主创业。

每天四五点，给鸡喂
饲 料 、清 扫 、圈 舍 消 毒

……余淼开始了一天的
劳作。两年坚持下来，余
淼逐渐练就了吃苦耐劳
的品格，也让他对父老乡
亲的生活有了更深的体
验。

“作为‘90 后’大学
生，我返乡当‘鸡倌’，依
靠林下养鸡致富不算什
么，‘养’成致富带头人，
带动大家共同致富，才是
我的追求。”在他的带动
下，曾经的贫困户肖詹明
等5人来到了康源生态养
殖场，和他共同奋斗。每
人每月 3000 元的工资，
巩固了他们来之不易的
脱贫成果。“能为家乡做
点事，助力乡村振兴，我
很满足了。”余淼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现在的农村对年
轻人来说，已是一片可以
施展理想抱负的沃土，只
要脑子灵活，根本不愁赚
钱！”这位勤劳朴实的小
伙子说，他相信未来会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
创业。

岚皋县农业农村局
干部廖霖说，余淼“归隐”
家乡的山林养土鸡，舍弃
了安逸的生活，舍弃了年
轻人丰富的娱乐活动，甚
至身上都带着一股鸡舍
的味道，但是他用自己的
辛劳和智慧奋斗后终见
彩虹，是年轻人的榜样。

“90后”大学生归隐“绿水青山”
养出“励志金鸡”

新华社拉萨8月2日电
(记者田金文)西藏美，美
在绿色发展的底色。近年
来，西藏积极探索以生态
优先、绿色低碳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生
态“颜值”不断提升，生态
价值持续增加。

林芝素有“西藏江南”
之称，风景秀美，气候宜
人，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
前来。

林芝市工布江达县错
高乡结巴村村民以前会砍
伐山上的树木贴补家用。
2005年，当地政府部门颁
布“禁伐令”。十几年来，
政府部门持续加大投资力
度，改造农牧民住房和乡
村基础设施，完善当地生
态旅游基础，当地人成为
种 树 人 ，吃 上 了“ 生 态
饭”。

结巴村村民索朗卓嘎
经营的家庭旅馆是结巴村
第一家家庭旅馆，最开始
只 是 一 栋 木 质 小 楼 。
2010年，在当地政府的大
力扶持下，新建一座房子，
扩大了旅馆规模。目前，
她已经拥有两家家庭旅
馆。

“生态好了，游客也多
了，收入比过去更高了。”
索朗卓嘎告诉记者，去年
民宿收入有十几万元。她
还经营一家网店，在村里
收购藏药材进行销售，也
能增收3万多元。

生态旅游不仅带动当
地人就业增收，也为整个
村的经济注入了活力。游

客接待中心、度假山庄、松
茸加工厂、生态养殖基地
等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让村民增收的路子越走越
宽。

数据显示，“十三五”
期间，林芝大力推进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游客接待量超3200万人
次，旅游收入超240亿元，
分别为“十二五”时期的
2.3倍、2.5倍。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
厅厅长罗杰介绍，西藏和
平解放70年来，累计投入
生态环境领域的资金达
814亿元，实施了一系列
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西
藏蓝天碧水和良好的生态
环境已成为全区经济增长
的引擎，促进了老百姓增
收致富。

此外，西藏将建设成
为国家清洁能源接续基
地。截至2020年年底，清
洁能源已达到发电装机容
量的89.09％。美丽乡村
建设持续推进，相继实施
厕所革命、环境整治、乡村
绿化等项目，逐步建立健
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
体系。

“国家高度重视西藏
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动
制度创新，加大生态建设
投入，推动构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目前，西藏
生态系统整体稳定，环境
质量持续向好，绿色发展
格局初步形成。”中国藏学
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堆说。

西藏绿色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百余奖牌挂满墙
这个古村落有啥不一样？

胡供信家的古宅。

胡家大庄村的荣誉墙。

胡家大庄村的一户小院里，葡萄已经结果。/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