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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位于河南省南阳

市南召县城郊乡上店村的南召县

国家储备林基地，绿树如盖，繁

花似锦。把荒山秃岭发展为我国

最大的国储林基地项目，南召县

只用了1年时间。令人惊诧的“南

召速度”，源于南召县唱响“山

歌”，念好“林经”，聚焦绿色发

展，促进沃野生金，握紧开启生

态保护、脱贫致富、乡村振兴三

扇大门的“绿色钥匙”。

荒山变成“金银川”

上店村位于享有南阳市“天

然水缸”之称的鸭河口水库上

游。因水位低、地势高，水利设

施落后，丘陵地带的耕地以及荒

坡地无法引水灌溉。早些年，库

区群众靠几亩薄地，收入微薄。

2019年2月，南召县注册成立

森源林业发展有限公司，总投资

15.37 亿元建设国家储备林基地，

拓荒造林，连片种植辛夷、玉兰

木本药材林和乡土树种，旨在通

过培育玉兰苗木和乡村旅游两项

特色产业，发展可持续的现代林

区经济，优化当地三产比例，驱

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2019年3月以来，城郊乡在上

店村与柴岗村区域间流转土地2万

亩，种植辛夷、玉兰1.2万亩，栽

植玉兰、辛夷等树种12万余株，林

下套种百合、芍药、连翘、白芨、

丹参、皂角6000余亩，让昔日荒山

变成了“金银川”。

“国储林基地新建了玉兰园、

海棠园、紫薇园、紫藤苑、樱花

园、梅园、薰衣草花谷，还与上

海园科院合作计划建成全国最大

的玉兰森林公园。周边群众不仅

收入有保障，生态环境也得以改

善。”南召县国储林基地项目负责

人马德峰介绍。

手上端稳“绿饭碗”

7月5日，68岁的上店村脱贫

户赵青梅和老伴在国储林苗木基

地里忙着给一棵棵紫薇树浇水。

“男工一天 100 元，女工一天 80

元。我们干一晌，发一张记工

票，每月十号，凭记工票到森源

公司核算收入。这些记工票，就

相当于现金。”赵青梅高兴地说。

赵 青 梅 的 老 伴 是 个 “ 药 罐

子”，医药费开销大。以前，她家

的收入全靠几亩坡地种的庄稼，

好年景能收入 1000 多元。2019 年

开始，赵青梅把土地流转给森源

公司，每年可得近 5000 元租金，

老俩口在国储林基地务工，平均

月收入 4000 多元，全家的年收入

大幅增长。

南召县国储林基地建设面积

30 万亩，一期流转土地 2.7 万亩，

项目建设期8年、运营期17年，采

取土地流转增租金、务工收入获

薪金、树上摘果土生金、入股分红

赚股金等带贫模式，预计带动周边

4个乡镇、10余万名群众增收。以

往最好的年景，柴岗村大湖坪组的

集体收入为18万元，土地流转后，

2019年集体收入就增至46.38万元。

支付土地流转金的同时，森

源公司还以用工方式，与周边3个

乡镇、6 个行政村、420 名贫困群

众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通过苗木花卉产业帮助贫困群众

鼓起钱袋子。

坑塘改为“聚宝盆”

如今，每到周末，南召县国

储林基地的游客都络绎不绝。基

地内满山遍野的玉兰树、山谷里3

口坑塘内娇艳的荷花、荷塘上蜿

蜒曲折的栈桥和廊桥，宛如一幅

山乡水墨画卷。

南召县国储林基地对上店村

13 个干涸的坑塘进行改造，加固

堤坝，岸上栽植花木、塘里种藕

养鱼，还在塘中修建九曲长廊和观

景亭，再现“鱼戏莲叶间”的田园

风光，并以景观坑塘为主体，配套

兴建了婚纱摄影基地、薰衣草花

谷、七彩景观稻田等景区，把往昔

的污水沟打造成设施农业和展示田

园风光的特色景观公园和微型公

园，助推乡村游发展。

南召县按照林果药一体化和

林苗景一体化的立体式理念，开

发国储林基地鸭河项目区，在紧

临鸭河口水库的区域，种植1万亩

苗木，并在林下种植连翘、白

芨、蒲公英等，做到苗木常青、

四季有花。

“发展特色经济是做强林区经

济的关键，南召县围绕玉兰苗木

特色主导产业，拉长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培育三产融合发展的

样板。”南召县林业局党组书记、

局长吕永钧说：“南召县组建了国

际玉兰花博园联合党组织，吸纳

来自森源公司、周边2个乡镇和6

个行政村党组织的 41 名党员，用

全域党建这根无形的‘红色纽

带’凝聚合力发展壮大国储林基

地，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乡

村旅游搭建了平台，相信农民致

富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荒山披绿 沃野生金
——河南南召国家储备林基地以特色产业带动生态和经济效益双提升

地方发布

记者 王莹思
通讯员 方春英

贵州省赤水市拥有我国面积

最大的丹霞地貌区，市域内百万亩

竹海沿山势绵延起伏，数千挂飞瀑

在山间激荡，处处风景如画。

近年来，赤水市充分发挥旅

游稳增长、惠民生、消贫困的引

领作用，走出了一条生态产业

化、产业生态化绿色发展之路。

8月中旬恰逢旅游旺季，位于

赤水市两河口镇黎明村大瀑布景

区丹霞翠竹间的帐篷酒店早已客

满。“过去这里还是全县最穷的

村，农民连饭都吃不饱。”黎明村

党支部书记王廷科说：“自从市里

对大瀑布景区统一开发后，每年

接待游客100万人次，全村197人

中有110多人在景区工作。”

赤水市自 2014 年起，共关停

30多家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企

业，每年减少税收5000万元，拒绝

了25个不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招商

引资项目。也是在 2014 年，黎明

村57户农户自筹资金87万元，借

助大瀑布景区优势，成立黎明村

生态乡村旅游服务公司发展漂流。

政府部门的有力举措使当地生

态环境得到切实改善：每立方厘米

空气负氧离子含量达5.2万个、每

平方公里土壤侵蚀量年均减少1.7

吨、赤水河每年排入长江的泥沙量

减少400万吨。良好的生态环境推

动了乡村游发展。驻黎明村扶贫干

部刘邦慧说：“2019年漂流项目盈

利336万元，其中60%由村民按股

分红，40%留给村集体，村里用这

笔钱为全村农户购买了医疗保险

和养老保险。”

漂流项目沿线共有 40 多个安

全员，其中就包括黎明村的村民

陈万伦。2010 年，在外打工的陈

万伦因父亲生病回乡，全家的生

活开销和父亲的医药费令他无力

承担。如今，安全员的工作每年

为他带来2万元收入，在大瀑布景

区酒店工作的妻子，一年有近3万

元收入，再加上村集体经济的分

红，全家年收入6万多元。

黎明村的村民郑泿芬 2005 年

起外出务工，“最困难时连回家过

年的钱都没有”。2019年，她回乡

在景区开了商店，每个月纯利润

有三四千元，目前已经在城里买

了商品房和轿车，“收入稳定，还

能在家照顾两个孩子”。

近年来，赤水市以创A级工程

为载体，全力推进旅游交通、安

全、卫生、邮电、资源和环境保

护等设施提挡升级，投资7亿元建

成赤水游客中心及各大景区停车

场 10 余万平方米，建成智慧旅游

系统、新能源交通系统、标识系

统等亮点工程，布局天鹅堡、天

岛湖等 9 个高品质山地休闲度假

区，建成5个汽车露营基地，打造

40 余个特色驿站、茶庄、渔庄、

酒庄等，140 余家农家乐、300 多

家乡村旅社，构建起集健康养

生、特色餐饮、文化娱乐于一体

的“快进慢游”旅游服务体系。

赤水市按照园区景点化、工

厂花园化、产品商品化要求，着

力打造竹木加工、特色轻工、新

医药大健康和电子信息装备制造

等三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建成6个

工业旅游点，开发出红赤水、永

斛源、黔老翁、竹韵等300余个系

列旅游商品，商标注册达 368 件，

实现销售收入12.05亿元，带动10

万名群众增收。

赤水市深入挖掘古镇文化、

美食文化、康养文化资源等，健

全红色旅游、夜间旅游、体验旅

游新业态，举办主题音乐季、灯

光节和各类演出 60 场次，吸引观

众人数近百万人次。

近三年来，赤水累计投入3100

万元旅游扶贫资金，撬动8000万元

社会资金，建成15个乡村旅游示范

点、11个农业观光园，有6个村列

入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2018

年，赤水市接待游客 1800 万余人

次，其中森林旅游接待游客 160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00亿

元，其中竹林生态综合旅游收益

达43亿元。

今年，赤水市旅游业因疫情

影响严重受挫。为加快旅游产业

复苏，吸引游客，赤水市出台全市

A级景区门票限时全免、二星级酒

店住宿挂牌价实行 5 折以下优惠，

以及今年年内对全国医务工作者、

疾控工作人员、乡村医生免票等一

系列优惠政策。赤水市文旅局积极

谋划在重庆市、福建省厦门市、上

海市等重点市场的推介活动，以提

升本地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同时借

助新媒体平台深入推进线上线下宣

传，开展“文旅局长晒文旅”等活

动；市文旅局与市广电网络公司、

贵州电视台等合作，增加旅游推介

活动的广告投放。今年 5 月至 7

月，赤水市接待游客 588.99 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61.02亿元。

贵州赤水立足自然资源优势构建“快进慢游”旅游服务体系——

生态产业消贫困 产业生态稳增长

记者 李彦东

本报讯 “我宣布，中欧班列长安号西

安至米兰，比亚迪防疫物资专列，发车！”8

月12日，随着陕西省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

副主任苏国峰一声令下，满载防疫物资的中

欧班列长安号从西安铁路集装箱中心站驶

出，一路向西，奔向意大利米兰。

此趟中欧班列长安号满载由比亚迪生产

的3683万片口罩和105.8吨熔喷布，经阿拉山

口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

兰，宽轨直达波兰斯瓦夫库夫后，分拨到意

大利米兰。此线路较由波兰马拉舍维奇入境

欧洲的线路减少一次换装，避免了因换装站

业务繁忙而导致的不定期拥堵。

横跨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长安号，以时

效快、分段运输、转运环节少等独特优势，

成为有力保障国际物流、国际供应链畅通的

“守护者”。

“今年6月，首批防疫物资搭乘中欧班列

长安号从西安运抵波兰，有这样的班列真

好。”波兰投资贸易局驻华办事处首席代表尤

德良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跨境电商

销售持续增长。波兰是“一带一路”的重要

节点和枢纽，将依托中欧班列长安号便捷的

国际物流运输，持续推动两国贸易往来。

西安自贸港建设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小

军说，疫情发生以来，中欧班列长安号共运输

1521车、1.27万吨防疫物资，为开展国际防疫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未来两个月，还将有逾千吨用于口罩生产的熔喷布和数千万片口

罩，通过中欧班列长安号从西安发往意大利，保障当地的防疫物资储

备。”比亚迪西安地区总经理刘振宇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比亚迪

发挥制造业优势及时转产，为国内、国外两条防疫战线提供防护用品。

中欧班列长安号常态化开行直达欧洲、西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

的15条干线，覆盖“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

中欧班列长安号共开行1667列，是去年同期的2倍；运送货物总重130.1

万吨，是去年同期的1.9倍；重箱率、货运量、开行量稳居全国前列；

连续8个月在国家中欧班列协调委员会高质量开行排名中蝉联全国第一。

“西安将以通道促贸易、聚产业，依托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

打造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物流中心、贸易中心、生产加工中

心、金融中心、人文交流基地。”苏国峰说，西安国际港务区将加快推

进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建设，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贡献陆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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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春宏

本报讯 8 月 19 日，记者从

海南省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获悉，海南正式出台高层次人才

服务联络员制度，旨在进一步提

升对高层次人才的服务保障水

平。海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应

端表示，随着高层次人才服务联

络员工作在全省推开，符合条件

的高层次人才凭海南省认定颁发

的“天涯英才卡”将享受更多更

好的政策红利。

张应端介绍，海南以深入实

施“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

为统领，坚持人才培养引进“双

轮驱动”战略，海南自贸港建设

对国内外人才的吸引力、凝聚力

日益增强。

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服务联络

员工作机制采用省、市（县）、重

点产业园区三级联动服务架构，

目前共设337名高层次人才服务联

络员，其中省级 25 人、市 （县）

290 人、园区 22 人。还将通过门

户网站公开联络员信息、服务事

项、办理程序、办结时限等，进

一步完善对联络员队伍的管理。

海南设337名联络员服务“天涯英才卡”持有人

记者 王官波

本报讯 日前，辽宁省商务

厅印发《关于推动电商直播提质

“网红”经济促进网络消费的指导

意见》，旨在进一步推动辽宁省线

上新型消费发展，引导和推动电

商直播等新业态快速健康发展。

《意 见》 指 出 ， 到 2022 年

底，辽宁将建设 100 个电商直播

示范基地，培育 100 万名辽宁各

类电商直播人才，孵化1000个辽

宁特色电商直播品牌，全省电商

直播带货实现年销售额 1000 亿

元，将辽宁省打造成为全国电商

直播经济发展中心。

辽宁各市、沈抚示范区商务

主管部门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吸引辽宁籍“网红”主播回本地

就业创业；支持各地建立电商直

播培训机构，培养农村种养大户

成为乡村“网红”达人，开发田

间地头、港口渔船等直播场景，

助销优质农特产品和滞销农产

品、水产品，将流量转变为效益。

加强对接外贸出口企业资

源，帮助品牌产品快速出海；支

持整合境外优质产品供应链资

源，推动跨境电商进口，利用直

播等新业态满足国内消费需求。

推动省内优质电商直播企业

在商业模式创新、直播带货培育

与管理、优质内容持续输出等方面

规范化与专业化，宣传辽宁特色，

打造辽宁品牌，推广辽宁产品。

引导传统商贸企业开启“云

商场''“云展会”“云餐厅”等，

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提高抗风险

能力。同时，鼓励建设5G电商直

播场景基地，提升直播效果。

辽宁推动优质直播电商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记者 陈曦

本报讯 《山东省文化旅游

融 合 发 展 规 划 （2020- 2025

年）》日前出台。山东将力求通

过发挥齐鲁文化优势，大力发展

精品旅游，建设红色文化旅游基

地、优秀传统文化旅游基地，打

造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高地、国

际著名文化旅游目的地，推动产

业融合、开放合作，打造“好客

山东”升级版。

在规划建设四大文化旅游示

范区的同时，山东将推出16条综

合型经典文旅线路、7 个系列主

题特色型文旅线路，实现“串珠

成线、连片成面”。同时，将加强

文旅资源发掘和整合利用，实施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山东） 建

设、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旅游景

区质量提升、历史城区文化旅游

整合打造等五大工程，完善文化

旅游精品体系

山东还将通过完善繁荣夜间

经济的政策措施，推动旅游与城

市商圈融合发展，打造一批城市

夜游集聚区。通过推进景区所有

权、管理权、经营权三权分离，

加深国有文旅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组建一批竞争力强的大型文

旅集团，培育一批骨干文旅企业。

根据 《规划》，到 2022 年，

山东将重点打造1000个景区化村

庄、100个精品旅游特色村、100

个特色文化旅游小镇，推出一批

现代农业园区、精品民宿集聚

区、特色乡村旅游园区。

山东发布文旅融合发展规划打造“好客山东”升级版

记者 郑义

本报讯 记者从8月18日召开

的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委十二届十

一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今年以

来，嵩明县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全县经济发展持

续向好，夺取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双胜利，国内生产总值二

季度同比增长 3.2%，较一季度回

升10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嵩明县经济运行

平稳有序，为市场主体减税降费

1.5亿元，减免各项社保费5856万

元，减征基本医疗保险费 2028 万

元，减收工商企业电费 644 万元，

减免各类房租182万元；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复工率达97%，北汽昆明

基地量产 2495 辆新能源汽车；全

县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同

比增长 6.2%，浙商科技产业园、

云南大品机械设备等工业投资项

目加快实施，澳度智能家居、学

府康城等 28 个项目开工建设；签

订得胜温泉小镇、丰超亿食品、

凯瑞特装备制造等 13 个超亿元投

资项目。

嵩明县委书记陈伟在会上做了

专题报告，鼓励全员向着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奋力冲刺，并表

示，嵩明县作为昆明的城市功能

拓展区，要聚焦产城融合示范区、

现代制造业基地的功能定位，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进一步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

云南嵩明今年二季度GDP环比回升10个百分点

记者 吴昊
通讯员 魏玉军 徐中祥

本报讯 近日，在安徽省天

长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第二期困

难群众产业帮扶培训班上，千秋

芡实经济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全玉

海表示：“通过这次培训，我联

系的两个困难户思想转变很大，

都想发挥自身特长，参与合作社

的经营管理。”

天长市采取“一带二”模

式，即 1 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

责人帮扶 2 名困难户，开展产业

帮扶培训，为帮扶责任人介绍以

订单农业、入股分红、季节性用

工等方式带动困难户增收的方

法，为困难户提供种养技术和市

场信息，增强干事兴趣和创业信

心。此次培训期间，学员们一同

观摩了胭脂湖生态庄园、光华现

代农业示范园特色种养的发展情

况。全玉海说，今后除了提供固

定工资和绩效奖金，他还将以参

股方式，鼓励困难户单干。

目前，天长市发放131.2万元

特色种养项目补助，支持144个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283户农户实

现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市农

业农村局 189 名工作人员包保负

责521户特色种养困难户。

“ 只 有 把 ‘ 外 部 输 血 ’ 与

‘自我造血’相互结合，建立长

效增收途径，才能真正助力困难

群众脱贫脱困。”天长市政府办

党组成员雍树贵说。

安徽天长产业帮扶增强困难群众“造血”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