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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腾飞 本报记者 吕兵兵

山东省金乡县隶属孔孟之乡，是诚信
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流淌着文明血脉，也
延续了陈规陋习。眼下，摒弃陈规陋习、推
进移风易俗，正成为该县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中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

“随着移风易俗工作的深入推进，喜事
新办、丧事简办已在金乡蔚然成风，群众的
思想也从过去的碍于面子、固守陋习向如
今的遵守规矩、倡树新风转变。”金乡县委
常委、宣传部长杨凯说。

从“碍于面子”到“遵守规矩”

“以前俺村婚丧嫁娶，总是互相攀比，
看看谁家办得风光、场面，自从村里成立了
红白理事会，定下了铁规矩，这些陋习都不
见了。”金乡县鸡黍镇田口村村民陈保金告
诉记者。

前不久，村民李根海的儿子结婚，按村
里的新规，他们只办了6桌酒席，共花了不
到 3000元。“要是搁在以前，光酒席就得办
20多桌，怎么也得两万多元，花钱多不说，
菜吃一半扔一半，看着让人心疼。但是家
家都那么办，自己如果例外，怕亲戚朋友笑
话。”李根海说，“现在好了，村里‘红白理事

会’制定了章程，我们按规矩来，家家都一
样。这不，用省下的钱多给孩子添了些家
具，大家都高兴。”

据了解，金乡全部 649 个村庄，已于
2017 年通过村民表决的形式，把红白理事
会建设及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反对大操大
办的具体要求和具体标准纳入《村规民
约》，并实现了“村村建立红白理事会”，由
村党支部书记兼任会长，把村内有影响力
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军人、老教师充实到
理事会。群众操办红白事，提前报红白理
事会，违规操办红白事的，红白理事会及时
予以纠正。对于不听从劝告的，红白理事
会退出操办事宜，并向镇街民政办报告。对
于违规操办的群众，记录在案，今后农村精
神文明各类评佳树优荣誉称号不再考虑。

“2017年，全县 3000多件红白事，节约
资金达 6000多万元，大大减轻了群众的经
济负担，为全面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打造乡
村文明新风提供了有效的基础和保障。”金
乡县文明办主任周树盘说。

从“占地入土”到“文明入堂”

走进肖庄村新建的骨灰堂，小小的院
落朴素宁静，建筑则是宋代造型，庄重美
观。现在，骨灰堂里已经寄存了 127 个村

民的骨灰。
“我们村人多地少，每个坟头虽然占地

不多，但一年要增加 10 多个坟头，耕地也
越来越少。除了坟头占地，二次装棺土葬
现象也很普遍。一场葬礼下来，花费四五
万元很正常，让本来痛失亲人的家庭雪上
加霜。”肖庄村村党支部书记郝敬民说。

为了扭转村民“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
在肖庄村骨灰堂开建之前，村干部给村民算
了一笔账。传统殡葬，遗体火化后一般重复
使用骨灰盒和棺材，一口大理石棺材 3500
元，即便是普通的红松棺材也要 2000 元。
竖立一块墓碑 1000 元，坟头占地 20 平方
米。建设公益性骨灰堂后，以上投入几乎全
免。另外，将公益性骨灰堂建在村头，村民
进出村子随时可见，祭奠先人也方便。

肖庄村骨灰堂建设，得益于金乡在移
风易俗中的以奖代补政策，鼓励镇街和村
（居）建设农村公益性骨灰纪念堂。“我们已
累计落实县级财政奖补资金 160 余万元，
建成农村公益性骨灰纪念堂 12处，设计存
放骨灰格位4.6万个，大大推进了移风易俗
工作。”金乡县民政局局长王立良说。

从“老调重弹”到“新风新唱”

“王丕好，王丕好，除了扶贫搞得好，文

明新风嗷嗷叫，在村里、在街道，邻里和睦
人人孝……”金乡县王丕街道李集村的文
化广场上，草根艺人们正在表演新创作的
山东快书，不时引来群众的阵阵掌声。

“过去剧团来演出，我从来都不看，因
为看不懂。”带着孩子来看戏的村民李彦民
笑着说，“现在好了，节目说的唱的都是身
边的事，通俗易懂，不仅大人受教育，孩子
更受教育。”

金乡素有“书山曲海”的美誉，是名副
其实的“戏窝子”。该县拥有丰富的戏曲曲
艺资源，像李彦民看到的演出，现在金乡每
年有1278场次，平均一年一村两场戏。

近年来，金乡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戏曲
创新方面，把移风易俗、乡风文明建设与群
众文化活动紧密结合，创作出了四平调《和
谐社会喜事多》，落子小段《大蒜情缘》，戏剧

《夕阳红》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
在推动乡风文明传播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规陋习根深蒂固、复杂多样，仅靠
行政命令强行禁止难免出现逆反心理。把
传统戏曲形式赋予新内容，使移风易俗触
及群众灵魂，也让文明新风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不仅让传统戏曲焕发新活力，更让乡
村文化振兴有了有效的载体。”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县文广新局局长陈胜利说。

移风易俗看金乡

近日，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大堡子镇岩寨村桑葚种植基地的桑葚熟了，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近年来，该村因地
制宜发展桑葚、樱桃、油牡丹等特色扶贫产业，推进农旅融合发展，悄然兴起的“采摘游”增加了农民收入。

刘杰华 本报记者 杨娟 摄

□□ 熊冬梅

江苏省新沂市是全国闻名的“鲜切花生产基地”，切花菊种植面
积、产量和出口量位居县级之首。鲜切花既是“致富花”，也是乡村振
兴希望所在的“幸福花”。新沂因时因地制宜，探索发展出独具特色
的返乡人员引领、整体技术外包、“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催开农家

“致富花”。

老花棚的“变奏”：到处都是“科技元素”

四月天，正是鲜切花培育的好时节，在草桥镇农民王贵林的鲜切
花种植基地，一株株菊花被定位在一个个方格子里，一垄一垄，整整
齐齐。王贵林介绍说，这个占地 4000 多平方米的大棚，共有 21.6 万
株菊花。大棚里使用水肥一体化的滴灌技术，有黄色的防虫板，还有
植物补光灯和遮黑布。补光灯控制好菊花的长势，自动收缩的遮黑
布促进菊花做蕾、出花，控制花期。看着一朵朵鲜花排列成行，王贵
林的脸上像花朵，笑容满溢。

40多岁的王贵林是江苏省新沂市草桥镇农民。2008年，他和妻
子从外地务工回乡创业，开始种起了菊花。尽管精心照料，意想不到
的事还是发生了。当年他们种植的菊花，开花后颜色和形状都没有
预期的好，客商看完之后没人愿意出价。为探究原因，他特地请教了
当地的花卉专家，专家给出的结论是管理不够科学到位。很多看似
简单的种植管理环节，实际上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后来，他四处学
习，还将专家请进基地长期指导。如今，他的菊花打入了韩国和日本
市场，平均一株菊花可以卖到2.8元。王贵林种的鲜切菊花恒温保存
包装运输时间可以达到55天，是一般出口菊花的一倍。种菊花不仅
让他富了起来，还带动周边村庄两万多户农民一起致富。

整体技术外包：标准化种植尝到出口甜头

花农岳增辉站在田圃边，巡视着自家即将采摘的白菊。公司化
经营、工厂化生产后，皮鞋锃亮、发型油光成了这位“新农民”的日常
形象。

新沂市对 6家切花菊种植企业实行整体技术外包，让懂农业的
人去种植，懂销售的人跑市场，切花菊种植企业在国外保住低端市场
的绝对优势，稳步扩张日本市场，和世界顶级标准同频共振。新沂是
全国最大的切花菊基地，年产量1.2亿枝。去年出口5000万枝，出口
额达860万美元，占全国切花菊出口总量的30%。

技术员李文虎由广东谷之都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派遣，为新
沂鲜切菊种植企业提供整体技术外包服务，目前已有 7名技术人员
入驻当地1家种苗公司、6家出口生产公司。

农民乔继彩说：“我不懂怎么种花，但技术员今天留单子，就要按指令干活。”
谷之都公司董事长覃兴谋被新沂花农敬称为“阿谋”。他领衔的技术人员对各公

司的生产流程实施统一安排，花卉生长状况每天通过手机上传至信息中心，由专家及
时提出措施，再由技术员负责指导。“问题一般在4小时内都会解决。脱胎于日本技术
的标准化流程，甚至把浇水都细化成一个个节点。”李文虎说，标准和规程可以保障产
量和品质。

新沂鲜切菊种植公司统一接受技术整体外包，可降低三成以上的技术服务成
本。以标准化、品牌化，保持市场的稳定性，使新沂花卉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认可。

乡村振兴：创新“花经济”特色模式

在新沂，从事“美丽产业”的农民越来越多。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沂有几百人在
上海、广州、云南等地从事花卉栽培和销售，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栽培技术和销售经
验，还积累了资金。近年来，他们纷纷回乡创业，带动了新沂花卉产业快速发展。

为了确保产品品质，新沂市政府牵头与江苏省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
等科研院校合作，以提供技术保障。该市鲜切花产业按照“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
规模化经营”的发展思路，建设了一批规模较大、示范水平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示范
园区，打造了东陇海鲜切花产业园、草桥镇恒丰鲜切花产业园、马陵山镇十里长廊鲜
切花产业园等重点园区，推广“公司、基地、农户+市场、科研、协会”六位一体的经营模
式，推动农户与龙头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降低农户种植风险、保障种植效益，辐射带
动农户共同发展。全市已建成 10余个鲜切花合作社、5个大型企业，带动花农 1万多
户，从业人员3万余人，栽培面积超过3万亩。

鲜切花成功的同时，新沂花木产业的生产、创新、营销早已百花齐放。建起花木、
园林景观门户销售网站和竞价网站298个，淘宝网店458家，阿里巴巴销售店铺55个，
网上销售公司329家，通过互联网营销，新沂鲜切花、盆景、花木等“花经济”蓬勃发展，
带动5万名群众从事与花木有关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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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李鹏

在西藏日喀则市南木林县的河
谷地带，记者见到了正领着村民丈
量土地的尼玛石曲。37岁的他个头
不高，黝黑而瘦削。拍拍裤腿的沙
尘、揉搓手上的泥土，他指着眼前的
一片土地说：“这里规划的是村幼儿
园，边上就是村文化广场。”说到仁
欧村的振兴路，尼玛石曲打开了话匣
子。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尼玛石曲
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仁欧村富起来、美
起来。

仁欧村是典型的“四多”村，贫困
户多、孤寡老人多、留守儿童多、病残
人员多，人均耕地1.3亩，全村近千名
农牧民有 300 多个壮劳力常年在外
打工。“仁欧村劳动力外流，主要还是
因为没有产业，缺少致富门路。”尼玛
石曲说。

依托城乡结合部的便利条件，
仁欧村的新农村建设整体向县城边
缘靠拢，重新规划了村文化广场、村
集体加工厂、新建村居、新建道路、
村养殖场等。尼玛石曲说，集中居
住后，能够多出上千亩可以利用的
土地，用于厂房和基地建设，支撑产
业发展。

红星惠民农产品加工农民合作
社是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支柱，是典型
的党建合作社，由全村 36 名党员带
头成立，生产的菜籽油、糌粑、面粉等

年纯收入达 10 万元左右，实现了月
月有收入，家家有分红。“2011 年全
村一个做生意、搞副业的都没有，现
在除了合作社，做工程、跑运输、电器
修理、电焊的有40多人，党员带好了
头，闯出了路。”尼玛石曲说。

蜂蜜产业正成为仁欧村传统农
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说起养蜂，村
民索央脸上绽放出甜蜜的笑容：“养
蜂两年多，每年收入都有两万多元。”
仁欧村驻村工作队队长、自治区农科
院援藏干部王文峰是蜂产业专家，他
告诉记者，仁欧村拥有数十种蜂源植
物优势，所产蜂蜜水分少、纯天然、品
质好，仁欧蜂蜜一斤能卖到 50 元。
如今，仁欧村蜂产业年产值 70 余万
元，带动了17户村民走上了致富路。

在传统种植养殖和特色产业发
展的基础上，仁欧村也在文化旅游产
业上做融合。“湘巴藏戏、土布加谐坎
都是我们县特有的，培训几十人的表
演队伍，在传承和展示传统民族文化
的同时，也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尼
玛石曲说。

如今，仁欧村的人均收入从
2012 年的 2800 元已增加到去年的
9000 多元。经商、参与产业经营的
村民达30%，村集体经济从零增加到
上百万元，村民干劲足、邻里如一家，
村庄整洁美如画。仁欧村正走在产
业兴旺、生态和谐、党群共建、融合发
展的康庄大道上。

仁欧村富起来了

全国农民工工作
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李琭璐）近日，全国农民工工
作暨家庭服务业工作办公室主任座谈会在江苏
南京召开。据统计，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
到2.87亿人，比2012年增加2391万人，年均增加
480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 1.8%；全国户籍人口
城镇化率从 2012 年的 35.3%增长到 2017 年的
42.35%，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
2016年全国家政服务营业收入达3498亿元，从
业人员达 2542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 26%和
9.3%。会议指出，要研究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维护好农民工各项权益，促进和规范家庭服务
业发展，坚决落实好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新要求，努力做好新
时代的农民工工作和发展家庭服务业。

会议强调，做好 2018年农民工工作必须围
绕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目标，稳定和扩大农
民工就业创业，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推
动农民工逐步实现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
务和在城镇落户，努力推进家庭服务业工作新
发展，着力落实和完善扶持家庭服务企业发展
的政策措施，着力推进家庭服务企业转变经营
方式，着力加强行业规范化建设和从业人员职
业化建设。

甘肃临夏启动第十一届
旅游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 近日，由甘肃省临夏州旅游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主办，临夏州旅游局、康乐县人民政
府承办，以“交响丝路·如意甘肃·花儿临夏”为
主题的临夏州第 11 届旅游宣传月活动在临夏
州康乐县举行。此次旅游宣传月活动的启动，
标志着临夏州为期 1个月的旅游宣传系列活动
正式拉开帷幕。

临夏回族自治州位于黄河上游，是甘肃西
南回藏风情线上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明显，
旅游资源富集，是甘肃省重要的旅游板块。近
年来，将旅游业作为助力扶贫攻坚的重要推手
重点培育，着力打造“花儿临夏”旅游形象。经
过几年发展，旅游业已成为临夏脱贫攻坚、壮大
县域经济和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强大引擎。

谢亚斌

（上接第一版）通过电商一味地做应急
滞销并非长久之计，如何最大限度地发
挥农村电商的作用？浑南交出了一份
崭新的答卷。

在黑土地的微信公众号上，类似
“到了 60 岁，农村养老保险能得多少
钱”这样能为农民提供帮助的文章，总
能引发大家的热烈讨论。“农村电商要
做好的是服务。”辽宁黑土地农资有限
公司负责人马成军介绍，黑土地是以农
资电商为主服务于农民的。他认为，真
正的服务是能为农户拿出来种植方案，
提供市场信息、生产技术和金融服务，
帮助农户对接销路。“将来农资行业的
发展方向是全方位的，农资电商增加服
务板块是大势所趋。我们也和科研院
实现对接，在农户和专家之间架起一座

桥梁。”
“不管是在生产环节，还是在销

售环节，电商企业都可以对贫困户有
所倾斜。”钱海云认为，电商企业在选
择合作伙伴时，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
虑贫困户，通过提供培训、推动产业
发展，授人以渔，细水长流，实现精准
扶贫。

“一些贫困户缺种植技术、缺对市
场信息的分析能力。”于洪潮说，浑南区
农发局一直希望对农民进行相应的培
训，从源头发力，让农民的“钱袋子”鼓
起来。

“我们有‘金农学院’可以为农民提
供培训服务，手机直播培训一般都能有
2万-3万人在线听课，遇上热点话题人
数更多。”辽宁金农科技有限公司总监

万玉丹介绍，该公司在运营“12316 金
农热线”的基础上，为农民提供市场分
析和价格行情服务，根据市场需求帮助
农民解决“种什么”的问题。

产业融合，休闲农业同样
很“来电”

“在农业规模化上做大文章，并不
是浑南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在休闲农
业。”于洪潮说，目前，浑南已确定要将
树莓、蓝莓、小坚果等作为重点农业产
业来发展。“这需要电商的大力支持。
一产有了，二产如何跟得上，三产怎样
走得稳，通过电商，这些问题已经有了
初步的解答。”

依靠电商平台的策划帮助，浑南的
“来瘦香菇”成了小有名气的特色产品
品牌。原本已经不大好卖的香菇，通过
加工变身香菇脆，瞄准老人、女性、儿童
等消费群体，重新“火”了起来。

特色产业同样带热了特色旅游。
“电商企业会根据市场需求指导农户订
制化生产，做消费者与农户的纽带，有
需要的消费者甚至可以来到生产现场
一探究竟。”钱海云说。

事实上，在辽宁省电子商务协会主
办的 2017 沈阳浑南首届树莓电商节
上，参加活动的电商企业除了为农户带
来了合作协议外，还引来了300余位消
费者进行采摘活动。仅通过现场活动，
就采购和采摘树莓1万多斤。

电商“做媒”，农产品有了销路，仓
储物流也要跟得上。作为全国首批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浑南区国家电子
商务示范基地内的仓储物流企业，为农
户提供农产品冷藏、快递发送等一系列
服务。

在浑南，电商打通了农业生产、销
售、仓储、服务等多个环节，也为当地一
二三产业的“破壁”提供了助力，为农业
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搭上电商车 山乡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