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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

榴 园 新 景榴 园 新 景

甘肃漳县甘肃漳县：：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巾帼新动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巾帼新动能

——安徽淮北市烈山区乡村振兴速描安徽淮北市烈山区乡村振兴速描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蓓

金秋十月，安徽淮北市烈山区榴园石榴
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石榴树犹如一望无际
的绿色海洋，一个个鲜红硕大的石榴挂满枝
头，果香扑鼻，与空气中弥漫着的金桂香融
合出别样的香甜。

果农们穿行其间，悉心采摘，满心满眼
尽是丰收的喜悦。随手打开一个送给游客
品尝，饱满的、酸甜适度的汁水瞬间溢满唇
齿之间。不远处的包装车间里，工人们正铆足
干劲，机器已开足马力，将按大小、品种分拣好
的石榴打包、装箱，即将发往全国各地，为秋日
果盘再添美味。

石榴红，乡村兴，果农笑。近年来，烈山区
因地制宜发展石榴产业，全区石榴种植面积达
8.3万亩，以榴园社区为中心，辐射周边3个行政
村山坡地带，绵延50多公里山区。通过有效延
长产业链，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在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的同时，发展乡村旅游，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在石榴种植之外，该
区从事石榴产业综合开发的各类组织及企业已
超过20家，石榴产品年产值突破4.83亿元。

“火红的石榴，就像俺们现在红红火火的生
活。”望着丰收胜景，石榴种植大户宋兴宝笑开
了花。

石榴红了

烈山区有悠久的石榴种植历史。《烈山区
志》中就有“清代以珍奇果品进贡朝廷”的记
载。榴园社区塔山自然村万亩石榴园内，至今
仍有千余亩明清时期的古石榴树焕发着勃勃生
机。

然而，坡地无良田，旱涝没保障，古树也
难丰产。过去很长时间，“山又高来水又深，
一根井绳十八斤；砂姜坷垃硌脚心，有女不嫁
榴园村……”一曲民谣唱出了榴园村民曾经
的困苦生活。

抱着致富果，吃不上富裕饭。“要打一场‘翻
身仗’。”村干部不甘落后。

植绿护绿。村干部带头总结出“七步造林
法”，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在石质山上造林，经年
累月，最终解决了荒山绿化缺土少水、树苗难以
成活的难题。漫山的石榴树长势强劲，荒山披
绿，林果飘香。

擦亮品牌。2002年，烈山石榴成功注册
“塔仙”牌商标，使烈山石榴最早成为全国品牌
石榴，随后又成功注册“秋塔山”“淮北石榴”等
商标。2012年，塔山石榴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称号。

畅通渠道。变“单兵作战”为“抱团发展”，
“跨村联营”不仅为石榴畅通了外销的“绿色通

道”，更带动了石榴产业的深入探索和发展。找
对方向，找准路，山绿了起来，更活了起来。

如今，8万多亩石榴已经成为烈山区最大、
最火的“IP”。榴园社区居民张后龙给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算了一笔账：“咱自家有10亩石
榴，一棵石榴树大概能产石榴五六十斤，一亩地
产量大概有3000斤。现在家家户户都卖石榴，
真正实现了靠山吃山。”

产业兴了

一棵石榴树，能做出多少种产品？石榴汁、
石榴鸡、石榴酒、石榴茶、石榴醋、石榴盆景、石
榴护肤品……烈山区已经用时间和实践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如今，产业还在扩大，品种还在增
加。”区委副书记、区长刘明介绍。

“过去有收成，吃不完又卖不掉，石榴干了、
烂了都当柴火烧。现在，就连石榴树枝子都是
好东西！”在民宿老板邵景卫位于石榴园附近的
农家乐，老邵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院子里
的石榴盆景，枝干遒劲，姿态各异。餐桌上的

‘安徽招牌菜’榴园地锅鸡，石榴园里散养的本
地鸡、石榴枝干生火、地锅烹饪，地地道道，点单
率很高。当然，这火爆的场面，都要归功于石榴
产业大发展。”

二十多年来，烈山区把提升石榴品质和品
牌影响力作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重点工程，不
断给予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走规模化、市场化
的发展路径。

自2001年起，在全国石榴主产区科技协作
会上，烈山石榴以粒大、核软、皮薄、含糖量及可

食率高，连续3年被评为全国优质石榴。随后，
“安徽省优质农产品”、全国林业博览会金奖、国
家级石榴标准化生产基地等认证和殊荣纷至沓
来。榴园也获得了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村、
国家级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荣誉称号。

如今的烈山区，持续以石榴产业为龙头，推
进新型经营主体拓展产业链，带动同类及相关
产业集聚延伸，拉长石榴鲜果、石榴茶叶、石榴
饮料、石榴酒等石榴深加工产业链条，形成了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贫困农
户”“企业+基地+农民”等联农带农模式，走出
了一条石榴产业集聚带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
展的新路子。

乡村游火了

记者采访时，正值淮北市第十五届石榴文
化旅游节，游客如织、人头攒动。

来到位于烈山镇的美食与文创街区，入口
处的“石榴红了 乡村振兴馆”内，非遗、文创、农
特产品等3个展区，正展示着服饰、饮品、茶具、
手工编织品等数十种与石榴有关的文创及周边
产品。“这款石榴发簪最受欢迎。”工作人员轻轻
捻起，只见发簪的一端是一朵石榴花，精巧别
致。

不远处的中国石榴博物馆，是中国首座集
收藏、研究、展示和宣传中国石榴历史文化为一
体的专题性博物馆，呈现了石榴起源之谜、传布
路线、外交佳话、书画诗词、风俗节庆等26个展
区，全面展示了石榴文化在“多元一体”的中华
文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贡献。

文旅赋能产业，产
业助推文旅。为盘活石
榴产业及文化资源，烈
山区不断深化文旅融
合，依托优越的自然禀
赋和丰富的石榴产业优
势，每年举办淮北市石
榴文化旅游节。以榴园
村做试点，深挖石榴种
植历史，以石榴文化为
基础元素进行整村提
升，把村内每个角落打
造成文旅路线上具有鲜明石
榴文化特色的打卡点，打好“石榴+
文旅”牌。

此外，重点梳理明清石榴园的文化底蕴和
旅游资源，让这座58亩、遍布百年古树的石榴
种植区焕发生机；依托蜿蜒盘旋的山势和绝美
的景色，利用原本的森林防火通道，开发旅游风
景廊道“龙脊天路”，打造云端露营基地；建设卡
丁车、四季亲子乐园、动力乐园、沙滩摩托、滑雪
场等深受儿童和年轻人欢迎的游乐项目。

烈山镇党委委员朱勇介绍，2023年四季榴
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80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770余万元，带动周边餐饮零售3000万元，为
300名群众提供“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夕阳下，站在距榴园不远处的馒头山观景
平台，远眺“龙脊天路”，盘山公路将一个个村庄
连接起来。荒山绿了，石榴红了，产业兴了，农
民富了——一幅“绿水青山变身金山银山”乡村
振兴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袁鹏
■ 蔡峰

在甘肃省定西市漳县，总能看到巾帼力量
活跃在各个领域。她们有的是致富能手，有的
是基层干部，有的是乡贤能人……她们扎根广
袤农村，撑起乡村振兴的“半边天”，在乡村振兴
的康庄大道上展现巾帼担当、彰显巾帼力量。

致富不忘乡亲的“蔬菜姑娘”

2019年，30岁的王育芳大学毕业后，揣着
一份回报桑梓的情怀，毅然回到家乡，带头成立
了新寺永利蔬菜种植农民合作社，带动引领村
民致富，实现了自己的绿色梦想。说起她，大家
都纷纷竖起大拇指。

“去年豆角价格好，摘完最后一茬，又种了
白菜。”王育芳说，她的合作社种植豆角200多
亩，亩产值1万余元，豆角采摘完后，还可以种
一茬娃娃菜，每亩纯收入在2万元以上。目前，
新寺永利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在新寺、
武当等乡镇建成蔬菜种植基地2个，主要种植
架豆、辣椒、娃娃菜等蔬菜。

“一个人富不算富，带着大家一起富才是真
正的富！”王育芳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为了鼓励大家一起种菜赚钱，她为农户提供统
一种苗和技术，指导他们种植架豆、娃娃菜、辣
椒等蔬菜，并与农户签订合同，统一供种、供苗、
管理和收购销售。

在王育芳的耐心鼓励下，基地周边150多
名妇女实现务工增收，年收入稳定在2万元以
上。同时，通过统一种植、管理、销售，王育芳还
带动周边群众种植蔬菜2000余亩，亩均收入达
到2万元以上。

十年如一日，王育芳每天都会抽空到乡亲
们的大棚中，向乡亲们解答农技难题，培养了一
大批蔬菜种植巾帼能人。

倡树文明新风的基层干部

“以前村民办红白喜事，都要花一大笔钱置
办酒席、备彩礼。一些村民多年的积蓄，就在所

谓面子、尽孝中花光，还有家庭因此负债、返贫，
大家深受其害。”谈起以前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
场景时，漳县四族镇四族村妇联主席王粉连惋惜
地说道。

四族镇四族村的姑娘李琪要出嫁，由于受
传统不良婚嫁习俗和邻里攀比风气影响，李琪
父母总觉得女儿彩礼要的少了很没面子，可看
着自己的女儿和小伙子般配、幸福的模样，又不
想给他们婚后的日子添加额外的负担。王粉连

抓住李琪父母的矛盾心理，不断上门做工作、举
反例。最终李琪和父母思想转变了，不但彩礼
要得少，而且大多数都做了陪嫁。

好的乡风民风离不开典型的示范引领作
用。李琪成了村上第一个带头抵制高价彩礼的
新娘，有了“最美新娘”李琪的表率，四族村文明
婚葬新风拉开了新的序幕。

为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文明乡风，王
粉连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组建“巾帼红娘团”志愿服务队，采
取多种形式宣传移风易俗新理念，还为村里的
新人免费当红娘、主持婚礼。

现如今，四族镇婚事新办、喜事小办、丧事
简办，勤俭节约已蔚然成风，健康、和谐、向上的
文明乡风越来越浓。

化纠纷促和谐的司法所长

在漳县武阳镇的人民调解室，调解员后爱
珍正为调解工作忙碌着。数十年如一日，她尽
心尽力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宣讲法律知识、
人民调解知识，参与群体性上访事件和重大疑
难矛盾的调处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在平凡的岗
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基层的矛盾纠纷多数是从小的口角或误
会开始的，如果在发现之初就主动介入，沟通
调解，就容易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后
爱珍说，只要有纠纷，她就会及时奔赴现场、耐
心倾听。“她总是给每一位当事人提供倾诉的
机会，把当事人真正的诉求、争议焦点、矛盾根
源摸准，再寻求解决矛盾的最佳突破口。”有人
这样评价后爱珍。

近日，农民工杨某在施工期间摔伤腿部，因
受伤后3个月内不能务工，要求施工队负责人
支付误工补助及营养费3万元，唐某认为杨某
要的务工费太高，两人发生纠纷，互不相让。得
知这一情况后，后爱珍带领司法所和调委会工
作人员主动介入，先后对当事人进行了多次对
接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了赔偿的共识。

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她的身影。调解纠
纷时，后爱珍以积极主动、高效务实、踏实认真
的工作态度乐此不疲地奔走在人民调解的第一
线。她累计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890余起，
开展普法宣传90多场次、法治讲座20多场次、
发放宣传资料3万余份。

王育芳、王粉连、后爱珍是漳县乡村振兴事
业中全县广大妇女的缩影。近年来，漳县带领
广大妇女争做美丽家园建设者、产业发展先行
者、文明新风倡导者，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
巾帼新动能。

▲▲

王粉连王粉连（（右一右一））走走
访看望老人访看望老人。。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 后爱珍后爱珍（（右二右二））调调
解矛盾纠纷解矛盾纠纷。。

▲▲ 王育芳王育芳（（左一左一））指导乡亲采摘架豆指导乡亲采摘架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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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淮北市烈山区榴园石榴种植
基地全景。

▲ 近年来，烈山区因地制宜发展石
榴产业，全区石榴种植面积达8.3万
亩。图为游客在选购石榴。

淮北市石榴文化旅游节上，学生们现场制作的石榴泥塑
大放异彩。 烈山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 肖立梅

2023年12月，我来到
海南省文昌市会文镇沙港
村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
近一年的在村工作，让我
对基层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也坚定了为村民服务
的信念。

初入沙港村，陌生的
环 境 、难 懂 的“ 海 岛 密
码”——文昌方言，让我颇
感无措。由于听不懂方
言，我不得不时常向村“两
委”的阿哥阿姐们求助，请
他们为我翻译。村民们也
总是在听到我热情的普通
话后，尴尬地微笑，随后便
转而咨询其他村干部。

为更好地开展工作，我
在业余时间向当地村民请
教方言的发音和词汇……
渐渐地，我能听懂一些简
单的语句，与村民们也越
发熟络起来。我还积极参
与各类集体活动，如与老
党员们前往儋州、临高等
地开展党日活动，在元宵
节同村民一起开展“送灯”
民俗活动。

今年9月，在超强台风“摩羯”防御工
作中，我跟随村书记穿梭于村庄小巷，宣
传讲解防风安全知识，仔细查看重点人群
住房及生产场所的安全情况，转移安置村
里可能受灾人群等。

“我们在本地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
住的房子又简陋。很感谢政府给我们提
供这么一个安全的地方，谢谢你们！”在转
移安置工作中，我接触到许多居住在沙港
村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大多操着一口
相对流利的普通话，一家甚至几家人挤在
一间小小的简易活动板房内，平时也很少
主动与当地人交流。由于早出晚归，又非
本村户籍，在村务工作日常中更鲜少被关
注。

这些外来务工者们通过承包土地种
植莲雾等经济作物作为主要经济来源。
台风过境，作物损毁严重，他们的生活陷
入困境。为帮助这些异乡耕耘者渡过难
关，我们为他们争取了部分生活物资，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时，协助他们做好
受灾情况统计和有关补贴申领工作，以期
将损失降到最低，让他们能够尽快恢复生
产生活，重新燃起对未来的希望。

这次经历，让我关注到了外来务工
者这个团体，为异乡耕耘者送去温暖，
同样是我肩负的重要使
命！

（作者系海南省文昌
市会文镇沙港村村委会主
任助理）

驻村手记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