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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yanxiangyuK 乡言乡语壶关太行山大峡谷：

生态美景聚人气 旅游产业富农家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武竹青 通讯员 王伟伟

乡村振兴进行时

清新空气、郁郁青山、潺潺流水……

大山里历经沧桑雕琢的生态美景，已然成

为国家 5A 级景区八泉峡的“金山银山”。

“衡量太行山大峡谷旅游产业的发展成功与

否，就是要看这一产业能否真正带动乡村

振兴和当地老百姓致富……”8 月 5 日，壶

关县政府党组成员、长治市太行山大峡谷

旅游开发管理中心主任、太旅股份董事长

秦志岩说。

如今，生活在山西壶关太行山大峡谷的

老百姓，再也不用走出大山外出打工了，他

们发展民宿，实现了农房变客房、产品变商

品，在自己的家里就能“上班挣钱”，享受

着碧水蓝天，住在如诗如画般的村落，村民

们也已成为大峡谷如画风景中的一部分。

仲夏之日，雨后的壶关县大峡谷镇多

了几分江南水乡的清润。傍晚，夜幕降

临，一辆辆小型轿车缓缓驶出太行山深处

的八泉峡景区。不一会儿，桥上村、沙滩

村、后沟村、丁家岩村的民宿门前便热闹

起来。

“回来了，快来喝杯刚泡好的茶 ，

歇一歇，准备吃晚饭。怎么样？这里的自

然景色很美吧！”马红亮是桥上村“宋雅未

央”民宿的主人，见客人进来，忙起身热

情招呼。庭院里种着许多花草、蔬菜、水

果，盏盏夜灯亮起，将白墙灰瓦的小楼点

缀得雅致清新。“每天五六个房间都是满

的，今天就有十几位从宁夏过来的客人。

旺季的时候，满房的情况也常有。”看着

家里的生意越来越好，马红亮脸上满是

笑意。

马红亮告诉 《科学导报》 记者，前几

年他回村探亲，看到八泉峡景区晋升为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旅游业越来越兴旺，而

当时村里只有农家乐、小旅馆，就决定租

下村里闲置的院子，尝试着开起了民宿，

起名“宋雅未央”。

凉亭、山泉、粗陶、茶社……紧邻八

泉峡景区的后沟村，一座“在隅听山”民

宿酒店吸引了许多旅游爱好者打卡栖居。

这座拥有 10 余间新派客舍的民宿酒店，由

本地创业青年王栋创办。“每一间客舍配

有专属香苕，提供瓶装山泉、休闲茶点、

一次性生活用品、消毒液等，还有精美的

文创礼品。”王栋介绍说。

2017 年，在外工作的张鲜丽回到丁家

岩村，租下四间石头房子，经过修缮整改，

开办了“九月客舍”民宿。曾经名不见经

传的小山村，如今却成了网红打卡地。

“好山好水莫辜负，我希望自己的民宿不仅

是旅行居住的场所，更是寄托乡愁的情感

承载。现在民宿的发展让小山村渐渐热闹

起来，出租房屋的村民拿到了租金，将来

我们准备开发特色旅游手工艺品，村民还

可以参与增收。”张鲜丽笑着说。

在大河村金鑫旅馆外面的围墙上，展

示着从省城太原或其他地方远道而来的学

生们画的各色山水画，基本都是在大河村

写生完成的。“旅馆一个晚上几十块钱，

价格比较便宜，由于学生们常来，我这里

快成美术学生写生的必住地了，每年可以

收入 20 多万元。”老板李天生说。

“今年，村里在景区旁开了小吃街，

号召自主创业。不仅给大家提供店铺，还

免费提供培训，如果游客评价高、产品卖

得好，还有额外奖励呢。”28 岁的大河村村

民李敏结束务工，回村和母亲开了一家小

吃店，每天忙得不亦乐乎。据介绍，在旅

游旺季，大河村日接待游客突破 5000 人

次，年接待旅游人数突破 50 万人次，被评

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山西旅游示

范村”等。

在大景区的带动下，壶关县拥有大峡

谷镇 1 个全国乡镇旅游重点镇，大河村、

南坪头坞村 2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还

有 4 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今年，壶关

县峡谷风情游线路入选文化和旅游部推出

的“乡村四时好风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

据了解，为了帮助辖区内农民增收，

太行山大峡谷把设立的商铺、商亭、摊位

等优先租赁给当地村民经营，特别对老弱

病残群体和贫困户给予租金优惠和减免。

同时，壶关县制定出台的相关奖补政策的

兑现，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截至目前，

景区拥有经营摊点 162 处，周边乡村农家

乐、太行民宿 350 余家，日可接待过夜游

客上万人次，间接带动了 5000 多名百姓增

收致富。

姻 龙文进

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
与乡村全面振兴

国务院日前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在未来

五年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潜力地区城

镇化水平提升行动、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城市更新和

安全韧性提升行动。《行动计划》还明确，经过 5 年的努

力，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 70%，更好支撑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

的“一体两翼”。新型城镇化强调坚持以人为本、遵循规

律、分类施策和集约高效，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乡村

全面振兴强调实现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和组织的

全面振兴。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助于形成

更大发展合力，推动实现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

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这些重要部署为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指明了方向。

未来，应进一步放宽放开城市落户条件，让有意愿的

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努力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

即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 80%，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

仍会有 2 亿至 3 亿人生活在乡村，让这部分人更好更公

平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数据

显示，2023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 2.39，近

年来呈持续缩小趋势，不过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比如，从食物消费上看，2022 年

农村居民谷物消费量超过城市居民，也超过中国居民平

衡膳食宝塔的推荐量；农村居民在水果类、水产品、奶制

品上的消费低于城市居民和推荐量。

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要以缩小城乡发展差

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为目标。推进城乡教育、医疗、养

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

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

业转移、人口集聚相统一，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

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

推动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土地、劳动力、资金、

技术等要素双向流动。比如，作为最早的国家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地区之一，北京市大兴区目前已入市

地块交易面积和金额居全国前列，让农民享受到切实的

土地红利。浙江、福建通过向县乡派遣科技特派员，形成

了稳定的乡村科技服务人才队伍，加速科技成果落地乡

村、增加农民收入，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进而助力推

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加强城乡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以碳汇交易等方式推动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化，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比如，河南兰考通过推行垃圾分类

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破解垃圾“出口”难题；同时大力促进

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商品化、产业化利用，在创造经济价

值的同时，有力促进了环境改善，并带动了一大批绿色环

保企业的发展。

yixianchuanzhenK 一线传真

运城认定 86 名市级乡村工匠

科学导报讯 近日，为深入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运城市农业农村局联合该市教育

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经过严格评选和公示，认

定余艳萍等 86 人为 2024 年度市级乡村工匠。

未来，运城市将继续深化乡村工匠培育工作，协调

推进乡村工匠“双百双千”培育工程，强化动态监测评

估，对符合条件的及时认定纳入，并充分利用各类媒体

平台宣传乡村工匠培育政策，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新鲜

血液。 杨永生

科学导报讯 近日，第五届吕梁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三

届农机操作手、无人植保机培训技能大赛在孝义市举办，

活动吸引了吕梁市 13 个县（市、区）的 94 名农机手、无人

机飞手参加竞技。经过激烈角逐，农机手范培林获得农机

操作手一等奖、张靖锋获得无人植保机操作手一等奖。

赛场上，各选手心无旁骛、高度专心，在规定时间内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步骤繁多的操作，展现了高超的技艺

水平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乡村技

能人才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 李竹华

第五届吕梁职业技能大赛举办

科学导报讯 近日，昔阳县大寨乡村振兴研究院正式

揭牌。大寨乡村振兴研究院是由山西农业大学和昔阳县

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人才共享、利益共享”原则，合

作共建，是贯彻省委、市委关于深化省校合作部署要求的

具体行动，此次揭牌活动标志着县校双方合作迈入新的

阶段，将有力推动双方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展开合作，

共创更加美好未来。

昔阳与山西农大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合作基础。

自签订战略框架协议以来，双方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合作共赢”的原则，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干部学

历提升、特色产业创新发展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共同推

动大寨乡村振兴研究院科研实验室、培训教室等建设工

作，打造博士工作站和国家级科技小院，进一步夯实了双

方合作的基础。 乔广军

昔阳县大寨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

冯效军：乡村振兴“领头雁”谱写生态富民曲

时下正值葡萄丰收期，8 月 2 日，《科

学导报》记者跟随长治市沁县郭村镇石板

上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冯效军走进

大棚，只见一片碧绿青翠，一串串紫红色的

葡萄镶嵌在绿叶藤蔓间，煞是喜人。

冯效军 1990 年返乡担任村干部，2014
年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019 年担任沁

县效庆农林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近年

来，在他的带动下，草莓和葡萄采摘已经成

为石板上村发展生态采摘的一张名片。曾

经靠天吃饭的石板上村民发展了新产业，

有了稳定的收入，还住上了新房屋，生活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一座座干净整

洁的小楼整齐排列、一条条硬化的沥青村

道纵横交错、一块块姿态各异的石头色彩

艳丽、一栋栋特色产业大棚与青山绿水相

互映衬，一幅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大

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2024 年夏日的石板上村，因为有了帐

篷啤酒音乐节而更加有魅力、有活力、有吸

引力。众多精彩节目及美食、娱乐项目吸引

游客前来“打卡”。在路边乘凉的村民们笑

着告诉记者，“这个帐篷啤酒音乐节也是冯

书记搞的，前几天我们村可热闹了，这两天

下雨停了两天。”

村民们实现安居乐业的背后，是冯效

军的用心与付出。多年来，冯效军每天不怕

风吹日晒地走遍村里每个角落，心系着村

里的点点滴滴，村民们无不感慨地说：“我

们村变化大着哩，旧房子改造后都住上了

新房子，村里的千女湖也更美了，还修建了

一个儿童游乐场，以前的农村哪有这些。”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振兴靠特色。为

了把村里的小杂粮、苗木、水果蔬菜等农产

品销售出去，冯效军亲自到村民家中，挨家

挨户宣传成立合作社的好处，将相关政策、

未来发展及带来的好处给大家讲清楚。在

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他带领村民于 2019 年

成立沁县效庆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吸纳

村民 30 余人，为发展特色产业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为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他

积极寻找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亲自前往

山东等地考察，学习种植、经营的新方式、

新方法，并与相关专业人士交流技术。回到

村里后，他带领合作社成员推广种植优质

水果和蔬菜，通过科学的管理和精细的操

作，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

高，销售额大幅增长。

“以前，我们村里基本没有主导产业，

农民发家致富很难，现在我们村里有中药

材种植、乡村旅游、生猪养殖、劳务输出、蔬

菜大棚、育苗基地和光伏发电六项产业，这

都得益于冯书记这个好带头人。”葡萄园负

责人栗秀梅激动地说。

“农民的利益一定是第一位的。”冯效

军坚定地说道。每年春节、中秋节等重要节

日，冯效军不仅会组织相关活动，还会为全

体村民发放米、面、西红柿、北瓜、猪肉等生

活物资。此外，他经常组织开展志愿者服务

活动，定期为村里的老人理发、收拾屋子，

还定期组织开展义诊、义检活动。

多年来，冯效军用实际行动发挥乡村

振兴“领头雁”作用，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建

设美丽乡村，使石板上村年年有新发展、新

变化。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冯效军先后荣获

“优秀共产党员”“长治市特级劳模”“山西

沁县优秀职业农民”等荣誉称号。一张张沉

甸甸的证书，是石板上村民们对他的认可。

冯效军感慨地表示，自己这辈子做梦

也想不到能获得“山西省劳动模范”的荣誉

称号。他粗糙的手掌反复擦拭着奖章，难掩

心中的喜悦，似乎这些年所有经历的苦在

这一刻都化为了甜。

“劳模既是荣誉更是责任，这个荣誉对

我个人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在今后

的工作中，我将继续提升自己，发挥劳模的

先进带头作用。”冯效军说。

如今，冯效军前进的脚步并没有因荣

誉和老百姓的肯定而停下来，他每天醒来

就去村里转，还在琢磨着怎么把乡村旅游

搞起来。他看着眼前的千女湖，目光坚定地

说道：“这是我的家，我希望它好起来，要越

来越好。”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冯效军
获“山西省劳
动模范”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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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在晋城高平市三甲镇田地
间，村民正动作娴熟地采摘着牡丹籽。

三甲镇依托天然地形优势，与高平禾丰
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作，规模化种植了
50 多万株紫斑牡丹，是华北地区最大的紫斑
牡丹种植基地。该基地充分挖掘牡丹价值，
大力发展牡丹观光游、制作牡丹花茶、提炼
牡丹籽油，季节性带动周边村庄 200 多名村
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姻 科学导报记者杨凯飞摄

牡丹结籽“丰”景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