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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农户做出了违章搭
建、焚烧秸秆、乱堆放杂物、乱扔
垃圾等不遵守《金丰村村民自治
章程》的行为，可享受的福利就会
被取消。只有整改到位，才能再
享受福利。”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横桥镇金丰村书记金文华告诉记
者。

金文华所说的《金丰村村民
自治章程》，是一本 13 页的小册
子，共有村民职责、权利、义务等
6 章 28 个条款。其中最核心也是
村民们最关心的，就是村民的福
利待遇和环境卫生挂上了钩。

对于“自治”后的效果，金文
华颇感自豪。“推行 9 个多月来，
乱堆放和乱搭建基本已全部取
缔，室外散养家禽大幅减少，环境
整治效果平均达到 90%。”

写明规矩，赏罚分明

开展乡村治理，是一项十分
复杂而艰巨的工作，门前屋后的

“脏乱差”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乡
村治理的难点，如何扫掉村民多年
的陋习，扫出乡村的文明新风，摆
在了金丰村书记金文华的面前。

多年基层岗位摸爬滚打的经
验，金文华形成了一套依法治村
的想法。结合武进区生态保护引
领区建设，他召集村里的党员干
部和群众代表开展生态文明大讨
论，一起商讨治村良方。

经多次商议，大家形成了一
个共识：“管理村庄，比的不是谁
嗓门大、谁气势足，只有写明规
矩，让每位村民明白自己的各项
福利将会与有奖有罚、赏罚分明
的政策制度有关，村民才会对你
的管理心服口服。”通过不断总结
经验，最终，形成了《金丰村村民
自治章程》。

照章办事，制度化的管理需
要村民的支持。为了推行这一自
治章程，金丰村先由党员会议征
求意见、拟定初稿，再在村民代表
大会上讨论并举手表决。村组干
部挨家挨户向村民讲解其中的内
容，村民同意后签字盖章。“最终，
签约率达到了 100%。”金文华说。

把环境卫生当成自家事

为 切 实 把 这 项 工 作 落 到 实
处，金丰村把考核工作做到了制
度、台账“双规范”。同时，按照

“事前摸清底数、日常整改督促、
季度考核评定、结果全面公示”的
流程，动真碰硬，确保章程高效规
范有序推行。

要使村民从散漫到自律，必
须打破制度形式化的藩篱。首次
按照章程考核，金丰村就有 127
户家庭上了福利“黑名单”，在村
里发放重阳节老人福利金时，共
有 32 户 47 人没有享受。第二次
考核，“整改对象”缩减为 27人。

去年 8 月，金丰村举办了“社
区天天乐”活动，吸引了近 1000
名村民观看。活动中严格按照章
程办法表彰了三好学生和考上大
学的学生，有些环境整治没到位
的家庭，孩子没能上台领到奖学
金，很没面子。

这 一 举 措 对 村 民 的 触 动 很
大，让村民知道这是动了真格。
往后，村民们慢慢形成了习惯，真
正把环境卫生当成了“自家事”。

久居上海回家探亲的金静华
说：“村子还是这个村子，人还是
这帮老亲戚老朋友，但村里环境
大变样，道路变干净了，河水变清
了，村里人讲话的口气都变得更
和顺了。”

正在村里检查的横山桥镇城
管队员告诉记者：“现在村里环境
大变样了，道路更干净了，河水变
清了，违章搭建明显少了，散养家
禽也看不到了。”据悉，金丰村在
江苏省卫生村复查中还获得了

“免检”资格。

■新农村·新气象

环境卫生
挂钩福利
常州武进区走出

乡村环境善治之路

◆本报通讯员李萍 记者闫艳

在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半界村，
连绵的山岭被上千亩灼灼盛开的桃花
染红。这座位于云贵高原东侧边缘的
宁静山村，迎来了自己第一个村办“桃
花节”。

锣鼓表演、知识竞答、联谊欢唱、
拔河、登山、品地道农家风味、赏明艳
红 火 桃 花 ……“ 桃 花 节 ”可 看 可 玩 可
尝，吸引了周边县市数千名游客进山
游览。

“ 这 几 年 ，我 们 村 陆 续 种 植 了 核
桃、茶叶、桃子、葡萄等作物，卖农产品
的同时，还开始吃‘旅游饭’。”半界村
的村干部说。

半界村平均海拔 600 米，有 285 户
共 1021 人，人均土地面积 13.8 亩。这
里的村民朴实勤劳，几乎在每座山岭
都种上了各种作物，贫困户中已逐步
实现百余人脱贫。

“半界村主要发展体验式旅游，游

客除了购买土特产品，还可在农户家
里吃饭，鸡是自家养的，稻子是自家种
的，食材都是原生态的，这就是最真实
的乡村旅游。”中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驻村扶贫队长罗宽森说。

乡里茶、土鸡蛋、农家大米、自制
的蜂蜜、山上采的蕨菜，半界村的这些
特产，成了城里游客的抢手货，有的农
户一天能挣 1000 多元。

“桃花节开始那天我还下地干活，
村 干 部 说 游 客 都 来 了 ，你 要 回 去 做
饭 。 当 时 我 还 没 有 做 生 意 的 概 念 ，
这 也 是 我 第 一 次 给 游 客 做 饭 。”农 妇
许 再 梅家地理位置好，她站在自家木
楼前，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就在前一
天，她还为游客做了 6桌菜。

桃 花 为 半 界 村 带 来 了 山 外 的 游
客，也带来了甜蜜的烦恼。看桃花的
外地人，多是开车“自驾游”。半界村
和旁边相邻村虽然铺了水泥路，但道
路狭窄，堵车成了家常便饭。高峰期
时，不得不在山下劝退一些车辆。桃

花村人迫切盼望把道路再拓宽些。
虽然桃花的花期只有 10 余天，但

半界村的旅游期不止 10 天。村民们心
里有数，夏、秋的时候，城里游客可以
上山来摘桃子，尝葡萄……

怀化是湖南行政区域面积最大、
山林积蓄最丰富的地级市。美丽的乡
村，过去长期藏在山野无人识，如今和
农业种植相融合，乡村旅游发展如火
如荼，渐入佳境。

3 月中旬，怀化市的农业、旅游部
门围绕“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冬闹
年 ”4 个 主 题 ，向 全 社 会 推 荐 乡 村 旅
游。春赏花主题踏青点分布各县 ，不
但 有 油 菜 花 、桃 花 、梨 花 ，还 有 柚 子
花 、柑 橘 花 、采 茶 点 等 丰 富 多 彩 的 旅
游 线 路 ，推 荐 信 息 包 括 赏 花 地 点 、花
期 、规 模 、景 色特点、交通指南、用餐
指南、当地特产、门票情况等。

桃花红艳，游人如织，祖祖辈辈被
贫困束缚的半界村，阳光之下，春意盎
然。

春天春天：：赴一场与美丽中国的约会赴一场与美丽中国的约会

◆刘秀凤

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显示，刚刚过去的
清明小长假，全国共接待国内旅游总人数 1.01 亿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21 亿元。其中，踏青赏花成
为不少人的出行首选。油菜花、海棠花、桃花、樱
花……竞相开放的花朵是春日最靓丽的风景，也
成为很多地方经济创收、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赏花经济方兴未艾，如何才能做好“花样文章”？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如织，现代传播
手段对公众需求产生了很大影响。今年，去婺源
看油菜花、去武汉大学看樱花等“保留节目”依然
火爆，一些新兴赏花地也开始兴起。比如，随着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热播，其电影版取景地林
芝成为赏桃花的热门目的地，林芝百姓吃上了“桃
花饭”。以前三、四月份是西藏旅游的淡季，而现
在，去林芝赏桃花受到年轻人的热捧，这连旅游公
司都没有想到。

为了能够吸引更多游人、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地方政府也是多方筹划，新奇创意频频出现。比
如，云南罗平、湖北远安等地将花海与马拉松结
合，参赛选手和马拉松爱好者一起在花海中畅跑，
与大自然共赴一场春天的约会。今年牡丹文化节
期间，洛阳首次试点免费开放洛阳市牡丹公园、天
香牡丹园等 4 个公园，中外游客凭有效证件可以
免费领取门票，这是倒逼当地旅游业升级的有益
尝试。只有及早摆脱对“门票经济”的依赖，在提
高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上下功夫，才能在产
业开发中获得更多机遇。

在看似繁荣的花海经济背后，也有隐忧。我
国赏花地多集中在农村，赏花经济也成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推动力，但交通、餐饮、如厕等基础配套设施的
滞后，导致游客停车难、吃饭难、如厕难，严重影响了
游客的旅游体验，使赏花经济的魅力大打折扣。
这就需要政府部门能够统筹规划，完善基础设施，
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

同时，由于看到了机遇，各地桃花节、杏花节、
油菜花节等以花为主题的“节日”纷至沓来，但内
容大同小异、缺乏特色和亮点。更为重要的是，受
花期限制，不少地方赏花带来的乡村旅游时间短
暂。要延伸产业链，真正做到以花为媒，把乡村美
食、农家体验等休闲农业做强做大，还需要政府部
门开动脑筋。

其实，“赏花”只是“赏花经济”的表面形式，唯
有实现赏花与文化的结合，才能赋予赏花游产品
核心内涵，形成深厚且持久的“赏花文化”。

正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王兴斌所言，
发展长久的鲜花旅游关键在于，如何让“赏花游”
成为一个引子，通过更加富有层次感的旅游项目
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根据景区的具体资源和条件，
将景区的不同景点串联，用多样化的活动和产品
将“短期经济”变成“常年经济”，做大赏花经济的
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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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陌上花开。随着油菜
花由南向北染黄大地，各地油菜花节
竞相登场，游客纷纷前来赏花，一些偏
远山村也成了“网红村”。一朵小小的
油菜花，不知不觉描绘出农村美、农业
兴、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美好图景。

中国最美乡村名不虚传

“金黄灿灿染三春，映日摇风自散
馨。”为期 40 天的第五届四川广汉油菜
花节正在进行。驱车行驶，路两旁金
黄色的油菜花仿佛黄颜料打翻在川西
大地，与远处的农家乐相映成趣，宛如
一幅幅田园风景画。

然而，仅在几年前，这样的农村可
能 还 是 另 外 一 番 景 象 。 每 年 春 耕 之
前，农田里残留的是一茬茬枯萎的水
稻秸秆，显得了无生机。

“单纯种油菜挣不了多少钱，有段
时间，大家都不愿种。”家住江西婺源
县 江 湾 镇 篁 岭 村 的 曹 日 泉 说 。 谁 曾
想，如今婺源 10 万亩油菜花次第开放，
金黄色的花海与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
交相辉映，这让婺源获得了“中国最美
乡村”的称号。

湖南油菜播种面积多年位居全国
第一位。前不久，首届湖南油菜花节
在衡阳开幕，名人故里赏花文化之旅、
自然山水赏花休闲之旅、田园风光赏
花体验之旅 3 条旅行线路，串起当地乡
村的自然人文景点。

这朵传统用来榨油的黄色小花，
越发凸显出其观赏价值。

衡阳县杉桥镇白石园村第一书记
刘云华说，全村油菜种植面积最少时
不足千亩，而且不成片，没有什么景观
可言。现在 1700 多亩油菜花连成花
海 ，村 里 还 专 门 修 建 观 景 台 ，拓 宽 游
道 ，“乡 村 面 貌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

走在广汉市西高镇，看到在油菜
花海掩映中，一个个美丽村庄坐落其

中。“以前为了发展旅游拆掉一些老房
子，老百姓非常不情愿，现在看到了实
实在在的收益，主动进行农房改造。”
西高镇党委书记钟力说。

油菜花成为村民致富花

乡村振兴，人是关键。以往每年
春节过后，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农村
只 剩 下 留 守 老 人 和 小 孩 ，成 为“空 心
村”。而随着油菜花旅游的火爆，农村
集聚了越来越多的人气。

广汉市西高镇，自 2014 年开办油
菜花节以来，吸引游客 200 余万人次。
游客来到西高油菜花公园，可以漫步
花海，体验农耕文化，还可以乘坐热气
球、高空滑索。因油菜花而闻名的婺
源，去年油菜花开的高峰期，景区接待
游客达 475万人次。

贺代青和陈薇夫妇在西高镇油菜
花景区周围开了一家名叫“花海人家”
的农家乐。

“这几年明显感觉游客越来越多
了。”陈薇说，他们的农家乐今年又扩
建了 10 个包间。像“花海人家”这样的
农家乐，在西高镇有 36家。

眼 看 着 家 乡 的 油 菜 花 游 越 来 越
热，在外打工的曹日泉前几年也回到
了老家婺源，将自家两亩多地流转给
景区统一种油菜，自己则开了一家农
家乐，年收入 10 多万元。“过去，我们村
800 多人有近一半在外打工，现在基本
都回来吃上旅游饭了。”

农民从小看到大的油菜花，正成
为带动他们增收的“致富花”。

“农村变得热闹，年轻人也愿意回
来了。”刘云华说，近年来，白石园村 10
多位在外工作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大
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白石园村
也由一个偏远贫瘠的山村，变成了小
有名气的旅游度假村。

湖南临澧县白云村，不少人慕名
而来。在这个山坳坳里，沈昌健和父
亲沈克泉潜心研究油菜品种，成为“感
动中国”的“油菜花父子”。沈昌健欣

慰地说，过去他和 父 亲 是 孤 军 奋 战 ，
现在很多人认识到油菜花的价值，并
且愿意到农村发展，乡村振兴肯定有
希望。

油菜花带来乡村振兴新启示

“爱他生计资民用，不是闲花野草
流。”从“食用之油”到“旅游之花”，油
菜花的附加值大幅提升，俨然成了“软
黄金”。

去年油菜花盛开的高峰期，婺源
旅游综合收入 29.6 亿元，预计今年还
会更高。在西高镇，去年油菜花季带
动基地内群众人均增收 2600 多元。原
来“藏在深山人不知”的剁辣椒、红薯
干等农副产品，也卖出了好价钱，传统
方法压榨的菜籽油被预订一空，农户
因此增收不少。

江西万安县高陂镇高陂村的罗正
辉家有 10 亩地，过去种水稻、油菜，年
收入只有 1 万多元。这两年，他将 10
亩地全部种油菜，并开了一家农家乐，
年收入有六七万元。“单纯搞农业挣不
到多少钱，必须一二三产融合才有出
路。”虽然文化水平不高，罗正辉却摸
索出了致富的门道。

事实上，油菜花非常适合发展成
为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第六产业”。除
了观光旅游，湖南省农业部门还在进
一步挖掘油菜的“油用”（推广双低油
菜品种）、“菜用”（种植油菜菜薹）、“肥
用”（作绿肥）等功能。

一朵小小的油菜花，也带来了乡
村振兴的新启示。

在江西农业大学的油菜花试验田
里，红色、橘红色、桃红色、白色等各色
油菜花竞相绽放。江西农业大学农学
院青年教授付东辉说，这些五颜六色
的油菜花，可以更好吸引游客眼球，防
止审美疲劳。

在付东辉看来，乡村除了提供农
产品，还有休闲、旅游甚至教育等多重
价值，应该在这些方面更多发力，形成
推动乡村振兴的合力。

油菜花里的乡村振兴油菜花里的乡村振兴
带动产业发展带动产业发展，，实现农村美实现农村美、、农业兴农业兴、、农民富农民富

桃花灼灼 生态脱贫
半界村村民吃起“旅游饭”

◆新华社记者段羡菊 柳王敏

◆新华社记者白田田 郭强张海磊

江西婺源的油菜
花梯田与徽派民居相
映成趣。

人民图片网供图

去林芝看桃花受
到年轻人追捧。

人民图片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