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茂村 ， 原名 “荒茅田 ”， 即荒芜之
地， 曾经是一个 “出行难、 用电难、 看病
难 、 上 学 难 、 增 收 难 ” 的 典 型 贫 困 村 。
2014 年以来， 花茂村以富在农家、 学在农
家 、 乐在农家 、 美在农家即 “四在农家 ”

为依托 ， 实现农旅文融合 、 一二三产融
合、 产业与生态融合、 人与自然融合， 走
出一条绿色的精准扶贫之路。

2015 年 6 月 16 日 ， 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地处贵州遵义的花茂村， 与村民亲切交
谈。 他对村民说： “看到每个人洋溢在脸
上的愉悦表情， 知道你们过得不错， 这里
的脱贫致富是比较成功的， 你们对党和政
府是拥护的。 群众拥护不拥护是我们检验
工作的重要标准。 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

好， 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
从那以后， 花茂村的发展又上了一个

新台阶。 截至目前， 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达
到 14119 元 ， 比 5 年前的 6478 元翻了一
番还多。

初夏时节，本报记者来到花茂村，走进
产业园区、农家乐以及贫困户的家中，亲身
感受那“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的田园气息， 听花茂人讲述精准扶贫政策
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可喜变化。

从“荒茅”到“花茂”的绿色扶贫
本报记者 赵征南

早上六点，天上的星星还未退场，水
塘的青蛙呱呱地叫着，“红色之家” 农家

乐老板王治强就早早地起床，再晚，菜场

最新鲜的农家菜就要被抢光了。
“红色之家”被水田三面环绕，已有

村民穿起胶鞋，弯下腰，在田中插秧。 晨

曦中，王治强发现了郑思群的身影，就跟

她打招呼：“那么早就开始干活？ ”
“端午前后好插秧。 我这赶紧忙完

了，还得回去换身衣服，不耽误 8 点准时

上班。 ”郑思群低着头回答，丝毫没耽误

手中的农活。

乡村需要呵护才有乡愁

郑思群是“红色之家”聘请的工人，
原本在外打工， 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和孩

子，她回到花茂，犁起荒废多年的土地，
每个月在农家乐还有 1000 多元的工资。
现在，她家已盖起了两层新房———“小青

瓦、坡面屋、转角楼、三合院、雕花窗、白

粉墙、穿斗枋”，典型的黔北民居。
在青山绿水之中，陪着老人和孩子，

住着古朴的民居，遵从“端午插秧”的时

令，这不正是农村人特有的生活吗？
2015 年 6 月 16 日， 沿着土墙和木

栏相伴的乡村小径， 习近平总书记边走

边询问当地脱贫致富情况。 看到鲜花盛

开，道路两旁的房子干净整洁，他有感而

发地说：“怪不得大家都来， 在这里找到

乡愁了。 ”
“乡愁是需要呵护的，需要从基础设

施开始，科学地打造。 否则，脏乱差的乡

村哪来乡愁？ ”王治强说。
“发展乡村旅游，生态是一大重点。”

花茂村党总支书记潘克刚说，现在，花茂

村不但有 15 个垃圾箱和 99 个垃圾桶，
还有 10 座固定式永久性垃圾收集池，垃
圾车、手推车已覆盖全村，实行定期收集

垃圾，转运到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
与此同时，花茂村还通过改水、改厕、改

灶、 改圈， 对每家每户进行庭院绿化整

治，并科学划定水源保护区，启动生态修

复项目，完善村级排污管网，建设农村污

水生态湿地处理系统和集镇 “垃圾中转

站”，将不乱丢垃圾、不乱晒农作物等美

丽乡村举措列入乡规民约中。
受惠于花茂的变化， 王治强如今的

农家乐开得红红火火， 一到周末或是节

假日， 近 200 个座位不提前预定都没位

子，农家乐的“盬子鸡”成了小有名气的

招牌菜，这可把年过五旬的他累得够呛。
上午十点， 洗完菜的王治强才有时

间坐下来吃早饭， 两三个红油馄饨刚下

肚，第一波游客就到了。他们除了在农家

乐留影， 还争相邀请王治强讲讲当初总

书记来“红色之家”考察的故事。
此时，一个被淘气孩子“折磨”得焦

头烂额的父亲过来问王治强， 有没有能

让孩子安静坐下来玩的地方。 王治强用

手指了指正前方，陶艺文化创意一条街。
盬子鸡制作时盛放土鸡的瓦罐， 就在那

里生产。
母先才的陶艺吧总共 40 多个座位，

如今 4 排中已坐满 3 排， 都是大人带着

孩子，围在电动转盘边，跟着正前方踩着

传统石盘的母先才一起，制作土陶。
陶艺吧更多 的 是 为 了 宣 传 陶 艺 文

化，其收入只是母先才收入的零头，他的

主要收入还是土陶瓦罐的定制化销售。
围绕乡村旅游， 母先才将主打产品由传

统的罐、 缸升级为工艺品， 像一个小花

瓶，成本不到大缸的十分之一，做细了价

钱最多可以达到大缸的 5 倍。现在，母先

才不仅还完了数十万元贷款， 还新购了

一辆越野车。

撑到“最后”的土陶迎来春天

母先才从 13 岁起学习陶艺，是家族

第四代嫡传弟子。他告诉记者，花茂土陶

制作技艺起源于清代光绪年间， 主要有

缸、罐、钵、坛等几个大类几百个品种，没
有模型，全都在手上取巧。一个土陶从软

泥到成品要经过制陶泥、做毛坯、上釉、
烧制等 10 多道大工序，初步掌握没有三

五年功夫不行。
花茂人的乡愁， 和这些瓶瓶罐罐密

切相关。 黄泥巴、褐瓷罐、土坯窑、釉香

绕 ，记忆中的醋罐子 、盬子 、倒卜坛 、坦

钵、油盐罐、菜坛子、水缸子几乎全是那

种瓷质和釉色， 散发着古朴而温润的光

泽，随处可见。
花茂村第一次致富梦也从土陶兴盛

开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花茂土陶发

展的黄金期。 当时，全村人不是做土陶，
就是卖土陶，80%以上的人以土陶为生。
产品主要为 40 公里外的仁怀各酒厂，特
别是为贵州茅台酒厂生产酒缸、酒瓶、酒
坛等器具。

然而，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由
于花茂土陶制作工艺落后于时代， 不能

满足发展需求，供需严重脱节，土陶作坊

逐渐萧条。“我们花茂曾是仁怀各酒厂酒

坛的主产区， 可后来这个市场逐渐被四

川、湖南的产品占领，他们做的酒坛容量

最大可达 1 吨， 我们最多只能做出 250
公斤的。 这条主要收入来源就断了。 ”母
先才说。

在土陶作坊纷纷倒闭后， 花茂村试

图依托周边的煤矿，带动村民致富。住在

枫花公路与枫纸公路交叉口处的牟先武

对这种发展思路很是反感。 “发展运输

业，整个村子都尘土飞扬，白天和黑夜，
大卡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响个不停， 睡都

睡不好。 ”他说。
还有部分村 民 走 进 环 绕 村 子 的 青

山，将绿树砍伐后卖给煤矿使用。 后来，
随着国家对森林保护力度的升级， 花茂

村还是果断斩断这条粗暴发展的路。
没办法， 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大

量的花茂青年走出山沟外出打工， 王治

强也是其中之一。他经历过“一年只有过

年、端午、鬼节三次‘打牙祭’”的苦日子，
也有过 “初中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的伤

痕，预感陶艺学徒没出路，他问邻居借了

5 元钱，辗转来到广东，学习建筑施工技

能。 后来，有了一技之长的他回到遵义，
在市区承包工程，他很努力，生意越做越

红火。

2014 年，花茂村以“四在农家·美丽

乡村”升级版建设为总抓手，推动农旅文

一体化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时任遵

义县委书记曾瑜说，把农村一房一床、一
砖一瓦、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转为农民增

收致富的要素。
王治强敏锐捕捉到商机， 他决定花

5 万元，翻修老家宅院，回家开农家乐 。
这一想法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妻子跟他说：“花茂连个风景区都没

有，再说我们这又不靠马路，开农家乐哪

有人来？ 我想把家修成大别墅。 ”
他没注意听， 自言自语：“可能5万元

还不够，改建加上运营，估计要10多万元。”
“不行。 端盘子什么时候才能端出

10 万元？ ”妻子生气，却拗不过，就拉着

儿子一起劝。
儿子跟王治强说：“现在国家建设力

度这么大，在城市搞工程不是挺好的吗？
开农家乐能赚多少钱？ ”

王治强回答：“离家久了都恋家。 有

了机会，还是在家发展好。 你看吧，花茂

的青山绿水，家里的美丽田园，将给我们

带来切实的好处。 ”
与此同时，烟火未辍。花茂仍旧有村

民朴实地坚守，传承着先辈的土陶技艺。
从 2000 年到 2015 年， 母先才陪着花茂

村最后的土陶作坊以“唯一”的勇气坚持

经营，并不断改进工艺。
终于，他赶上了好时候。县领导来花

茂考察时如获至宝， 将陶艺一条街列为

苟坝会议红色旅游沿线发展的 重 点 项

目。 “当时，县里镇上帮我落实提档升级

所需的贷款后， 有领导跟我说， 再过两

年，你就能在床上数钱了。 ”母先才说，
“可后院堆满的坛罐已滞销半年，杂草齐

腰。 我觉得他们是没看到我的经营 ‘惨
状’，我也不好意思说，就当领导在激励

我吧。 没想到，致富梦成了现实。 ”

大棚里“种”出一个公园

“在总书记考察之后，我们村的旅游

更火爆了。 ”牟先武说。
去年， 在外务工回家过年的牟先武

看到马路上如同赶集一般的人潮。 再想

想自己上初中的孩子和身患疾 病 的 母

亲，决定留在家中，利用家对面就是陶艺

一条街的优势做文章。 他将前门院坝改

成洗车场，后墙打开开起小吃店，夫妻两

人相互照应，生意不错。
如果既没有王治强这样的决心和思

路，没有母先才的特色手艺，也没有牟先

武家这样的绝佳地理位置， 其他村民要

如何致富呢？“除了旅游、文化之外，我们

还重点发展农民的老本行农业， 区别于

传统农业的现代高效农业。”花茂村委会

主任彭龙芬说。
在花茂村的最南边， 有一个大棚里

的公园。在 13000 平方米的空间里，巨型

南瓜、五彩椒、红玉西瓜、碰碰香、巨型丝

瓜、 亚腰葫芦等 180 多个蔬菜、 花卉品

种，各种形状、各种色彩，不断冲击着游

客的眼球。这里集新品种试验和展示、实
践教学、 旅游观光等功能为一体。 2015

年 7 月对外开放。“我们过去只晓得大棚

用来种田，真是开了眼界。”彭龙芬说，第
一年门票收入就 300 多万元， 比外面贵

3 倍的小黄瓜，卖得好得不得了。
花茂村完善“公司（园区） 基地合作

社村委会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土地

入股、平时务工、年终分红，带动农民发

展产业脱贫致富。 九丰农业园区投资超

亿元，将建成智能温控大棚、办公培训中

心、深加工车间、生态餐厅等设施 15 万

余平方米，打造核心蔬菜基地 300 亩、露
地蔬菜示范基地 3000 亩，带动周边乡镇

种植露地蔬菜 2 万余亩。
“总书记考察九丰园区时说：‘我到

这里来， 主要就是看中你们对农民的带

动作用。 ’现在，明显感觉村民打牌的越

来越少，做事的人越来越多。 ”九丰公司

副总经理闫京罡告诉记者， 如今园区内

近 200 名员工中，除了十几名技术员，全
部聘用经过培训的本地村民， 这对企业

减轻人力成本而言，也有好处。
贫困户吴仕巧在园区中， 一条一条

地拉扯丝瓜缠绕的吊线。 她以前从来没

见过吊线，如今几秒钟的时间，她就能操

作一条吊线。
中午下班 ,她立马回家 ，没空休息 ，

就要给下肢瘫痪的丈夫做饭。 她的家非

常简陋， 厅堂空空荡荡， 只放着一张桌

子、几条板凳和一台饮水机。 2006 年，丈
夫因病倒下， 瘦小的她承担了全部家庭

重担， 她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想———赚

钱。买药帮丈夫缓解病痛要花钱，儿子高

中学习生活也要花钱。为了多挣钱，再苦

再累的活她也愿意做。 2014 年，读初三

的儿子回家， 不经意间发现吴仕巧的腿

已一瘸一拐，方才知道，长期在工地接活

对吴仕巧的身体带来多大负担。 儿子求

她：“妈妈，我不读书了，我出去打工，我

要帮你照顾爸爸。 ”
“不行，你爸爸和我的全部希望都寄

托在你身上，你要好好读书。”吴仕巧说。
当年， 她家被列为精准扶贫帮扶对

象， 儿子的学费有了着落， 且按照村里

“脱贫不脱政策”的要求，儿子将来依然

会获得学习上的资助。 吴仕巧本人也由

于九丰农业的进驻， 获得了一份较为轻

松的工作， 每个月有近 2000 元的工资。
一家人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对贫困户雷文碧而言，在九丰工作，
让她的种植理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以前哪有育苗的工夫？就往地里洒

些种子，‘靠天收’。 而在九丰，有专门的

育苗中心，可一次性育苗 90 万株，年育

苗能力达 800 万株。现代化育苗，成活率

高，抗病力强，产值涨了很多。”她说，“还
有蔬菜嫁接，那么短，那么细，但他们就

是做到了。我得跟他们好好学，将来有机

会回家自己试试。 ”
“毕竟是企业，原本我们的技术是对

内保留的，但既然要带动，就要对农民培

训，植入现代种植理念。若是优秀员工将

来能独当一面，有的走出园区，到更广的

田野发展现代种植， 将带动更广群体增

收。 ”闫京罡说。
这也正是花茂村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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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减贫遇上环保
绿色扶贫是最好黏合剂
———访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

文汇报： 在贵州， 不少山区农村都

将农业、 旅游、 文化等绿色产业作为扶

贫的主要方式 ， 推进 “大生态 ” 下 的

“大扶贫”。 在您看来， 这些绿色扶贫的

举措有哪些重要意义？
雷明 ： 对贵 州 而 言 ， 当 地 山 水 秀

丽， 可与此同时， 遍布喀斯特地貌的贵

州又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方。 发展

和生态这两条底线， 无论是现在还是未

来都要坚守。
扶贫体现了代内公平， 环保体现着

代际公平， 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 一直

以来， 这是全世界贫困地区都要面临的

挑战 。 多年以前 ， 我在西部某 山 村 调

研， 当地依托富集锌矿石发展经济， 家

家户户都用小炉子炼锌， 污染很大。 我

跟一个老太太说， 她的回答是， 把炉子

拿到屋里， 关上门窗， 不污染别人， 可

以吗？ 我感触很深， 真断了生产初级资

料这条路， 他们饭都吃不了。
现在党中央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理念， 而绿色扶贫则是这一理

念的重要体现。 这意味着 “绿色” “生
态” 从被动的保护对象， 变为创造价值

的生产力要素， 和其他要素同等对待，
从而解决 “代际公平” 和 “代内群众发

展” 的问题。
与此同时， “绿色扶贫” 也有了市

场土壤。 过去， 这个市场只有供给， 却

较少有需求， 因而造成地方守着青山绿

水却没饭吃的境地。 如今呢， 随着大环

境的变化， 带来了这种需求。 过去， 我

们是短缺经济， 除了物质需求， 基本没

有其他需求。 现在， 看似没有办法创造

价值的生态环境 ， 却突然能够 创 造 收

入， 为什么？ 因为我国到了这个社会发

展阶段， 有很多富裕地区和先富群体出

现了， 城市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 他们

想体验 、 感受乡村或者说小时 候 的 回

忆， 生态产业、 特别是旅游， 成了人的

基本需求。 发达地区经历早期的快速发

展后， 在生态以及乡愁上弱化了， 百姓

要找到新的市场供给， 恰恰这是贵州极

为富足的一块， 是贵州重要的后发优势

之一。
文汇报： 推进绿色扶贫的关键因素

有哪些？
雷明： 绿色扶贫就是充分利用自然

生态资产转化为经济效益， 并不断提升

其附加价值， 转化成老百姓的可支配性

收入。
关键之一 ， 就 是 要 找 到 好 的 转 化

方式。 这个方式， 可能各地都不一样。
必须因地制宜 ， 但主要有两点 ： 一 是

“靠山吃山 ”， 不同于过去简单粗暴地

“吃 ”， 那是暴殄天物 ， 一时吃饱今后

吃 空 ， 而 是 要 科 学 合 理 地 “吃 ” ， 从

“卖石头 ” 到 “卖风景 ”。 “山 ” 包括

自然景观和文化民俗 ， 是当地 特 有 的

资源 ， 要变成金山银山 ， 绿色 产 业 一

定要更富有内涵 。 主要措施包 括 自 然

景观的打造和传统文化的切入 。 二 是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 若是一时

间没找到转化方式 ， 不妨 “以 空 间 换

时间”， 绿水青山是贫困地区的安身立

命之本 ， 留住它 ， 就留住了希 望 。 毕

竟 “原汁原味 ” 是 全 世 界 都 稀 缺 的

资源， 越沉淀越吃香。
第二个关键是重视产业的作用。

绿色扶贫决不能抛弃产业， 而是发展

绿色产业 。 产 业 拆 分 开 来 看 先 是 立

“产”， 有提供产品的能力， 不管是企

业带动 ， 还是 农 民 自 己 搞 ， 要 有 产

品。 但有了产品行不行， 供给过剩了

怎么办？ 所以要成 “业”， 业态。 任

何一个产业都不是个体支撑的， 要有

上下游， 要有相关的主体共同配合形

成一个有机整体。 比如产业园区， 它

就有这种集聚作用。 节省成本的同时

防止同质化。
与 此 同 时 ， 要 注 意 好 有 关 “精

准 ” 的三个维度 ： 不 仅 要 准 ， 还 要

精； 不仅要精， 还要有可持续性———
首先要找到准确扶贫对象， 提供准确

的致富途径； 其次要精细地引导和管

理 ， 要提供相 应 的 培 训 和 指 导 ； 最

后 ， 若卖不出去 ， 后 续 肯 定 难 以 坚

持， 所以还要帮其扩大销路， 让致富

途径持续下去。
文汇报： 在贵州采访时， 部分村

干部表示， 现在越来越多的乡村都在

搞农旅文带动扶贫， 将来可能游客分

散流失， 他们感到很大的竞争压力，
对于这种压力， 如何化解？

雷明： 在游客持续涌入时便有这

种危机意识， 这很不容易。 确实， 如

果差异化做得不好， 的确可能造成客

源流失。
要解决这个问题， 关键还在于政

府。 政府要有统筹规划， 各区域不能

脱离整体， 同时也要差异化安排。 政

府要依据产地优势， 将特色做起来，
“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将特色做

到极致； 在制定旅游发展规划时， 也

要根据市场需求， 引入企业， 以相关

大户为主体； 还要改变 “好酒不怕巷

子深” 的老观念， 主动出击， 做好品

牌推广。
文汇报： 在农村扶贫中， 如何提

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雷明 ： 我 们 过 去 说 ， 扶 贫 要 扶

“智”， 就是提高贫困户的综合素质，
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其实， 还应该

包括扶 “志”， 一种自我努力的志气。
在农村， 可以用乡规民约等农村特有

的方式， 去激励、 约束， 营造一个让

有劳动能力的人以奋发向上为荣， 不

敢、 不愿偷懒的环境， 形成思想观念

的转变。 当然， 在调动群众积极性方

面， 最关键的还是让好政策精准落实

到每一名贫困户的身上， 带动他们自

主脱贫。
在扶贫这件事情上， 基层干部的

角色和群众不同， 群众是自愿， 但干

部承担的是责任和义务， 必须有积极

性 ， 胜任不了 就 该 让 更 出 色 的 人 来

干。 扶贫很难做， 但你坐在这个位置

上， 就不要抱怨， 忍住委屈， 要有奉

献精神。 当然， 我们平时也要创新体

制机制， 更多地关心、 爱护和激励基

层干部， 为他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
提高他们在扶贫工作中的积极性。

专家访谈

吴仕巧整理丝瓜田的吊线。 （除署名外， 均本报记者赵征南摄）

九丰农业园区技术员对村民进行技术培训。 （九丰公司供图）

花茂村以 “四在农家” 为依托， 走农、 旅、 文融合的脱贫致富路。 唐正摄

“红色之家” 已成为来花茂村的外地游客必去的景点。 母先才坚守着花茂村最后的土陶作坊， 如今撑起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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