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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志 特约记者 张国富

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暨“醉美太阳河，
魅力梭布垭”旅游推介演出，7月13日在湖
北省恩施市太阳河乡梭布垭景区铁甲寨广
场举行。满含民族风情和乡土气息的专场
演出，在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中开幕，来
自重庆市，湖南湘西自治州，湖北省宜昌、天
门、荆州、襄阳等周边地市的游客和当地群
众近千人倾情“围观”。跟着一起“扎堆”的
《中国企业报》记者，现场中深刻感受到当地
群众对家乡一天天变美、生活一天天变好，
心怀感恩之情，意在未来之路。

石林景区：游客笑村民富
“我们以前想走出大山，需要一天。现

在修了路，有了摩托车、汽车，我们一天几个
来回都很容易。”

“我们以前自家生产的山货，要么运输
成本高，要么剩在家里烂掉、扔掉。”

“我们以前不敢想外面的世界是个啥样
儿，现在路通了，人来了，我们和外面的世界
连成一体”……四邻八方的群众向记者表达
着自己的激动心情。

“太阳河乡以精准脱贫为统领，依靠旅
游振兴乡村、依靠产业带领百姓找准致富路
子，加速经济发展，构建文明、富裕、幸福的
太阳河乡。”演出开场前，记者与恩施市太阳
河乡党委书记张丽红交流。张丽红在太阳
河乡工作了16年，他见证了山乡巨变，涅槃槃
之路。

正如张丽红所言，记者在梭布垭石林风
景区看到，游客熙熙攘攘，或对山歌，或拍照
留念，欢声笑语中兴致勃勃。景区导游介
绍，石林总面积21平方公里，状如一只巨大
的葫芦，四周翠屏环绕、群峰竞秀，景区内遍
布奇岩怪石、形态各异、景象万千。八大景
区一百多个景点，有的形若苍鹰望目，有的
神似仙女回眸，有的恰似龙争虎斗，有的酷
肖莲花朵朵，千般姿态，万种风情。

让人惊奇的不止美景，当游客有酷暑之
感时，靠近深邃的溶洞口，立刻有凉气逼人
的舒适感；走进溶洞，泉水形成的池塘里有
金鱼游动，时而滴下的山泉水，冰冰凉凉，令
人欣喜。

张丽红介绍，太阳河乡始终坚持旅游兴

乡战略，引进恩施奥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扭转经营体制，投资2亿元完成石林景
区未来三个五年发展规划的编制修订，对核
心景区村民的1300亩山林和土地承包经营
权按照现行的土地征收标准进行了有偿转
包，对游客接待中心和景区服务功能配套设
施建设完成了土地利用规划的调整和前置
手续的报批，并实施了建设。

傍晚时分，记者在石林景区的山路上碰
见一位赶路的50岁大姐。与记者简单聊天
时，她自豪地说，自己在游客接待中心食堂
工作，刚下班，正赶回家去。她说自己以前
在外地打工，现在在景区找到工作，不但离
家近，而且月薪有3000元左右。

据了解，像她这样回乡就业的村民还有
好多。

“旅游+”：助力旅游新跨越
太阳河境内山峦叠翠，云雾缭绕，风景

秀丽，富有地方特色的人文自然景观和茶盐
古道文化令记者和游客们耳目一新。

太阳河乡有著名的公路“十大拐”，蜿蜒
曲折的公路不仅是自行车骑行者的最爱，还
吸引了众多旅客的脚步。比如7月14日，就
有30多位来自荆州市的模特，在“十大拐”
的第一拐参观，看到美景，她们禁不住排好
队列，秀起身姿，很快就引来了百位村民停
步驻足，拍手叫好。云影中，景美人美心情
美，所以，往返此间的客人云游“十大拐”，乐

此不知归。
“十大拐”只是美景中的一隅，据了解，

2017年10月，恩施市唯一以乡镇为单位编
制的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恩施市太阳河乡全
域旅游发展规划》通过专家评审，太阳河乡
全域旅游迈入新天地。每年旅游综合收入
达1000多万元，旅游发展给太阳河乡人民
带来更加丰厚的红利。

依托丰厚的旅游资源，太阳河乡大力实
施“旅游+”战略行动，实现旅游产业跨越式
发展。

首先是“旅游+文化”，看准“太阳部落，
户外天堂”的定位，以“太阳文化”、“太阳部
落”打造太阳河户外旅游品牌，同时利用太
阳河乡“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山民歌之乡”
的文化优势，将“十大拐”山地自行车赛、文
化体育艺术节、农民运动会、户外拓展等活
动打造成全乡文化品牌，促进文旅深度融
合。其次是“旅游+农业”，以精准扶贫为契
机，打造农旅结合项目，推动农业和旅游相
互支撑。再次是“旅游+城镇化”，按照“生
态宜居”的要求，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
级，加快旅游水电路、环保、物流、信息、通讯
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集镇建设的
档次，进一步提高旅游接待能力和环境承载
能力。

旅游棋：好局待落子
2017年元月，恩施第一届土家新春庙

会暨太阳河乡民间艺术旅游节吸引近万名
国内外游客共享盛宴。

2017年4月，太阳河乡“十大拐”山地自
行车邀请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56支代表
队的55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与角逐，取得了
知名媒体及社会的广泛关注。

“将来太阳河乡将紧紧围绕‘旅游兴乡’
战略，树立打造湖北省明星旅游乡镇的目
标。”当地政府负责人介绍，为早日建成全域
旅游的新格局，太阳河乡以梭布垭石林景区
为龙头，李爸沟、茶山河、石乳关度假区、金
峰寺、巴盐古道等旅游资源即将得到开发；
特色养殖与种植等各类专业合作社共40余
家，发展势头良好，旅游产品供给丰富；交通
条件得到全面改善；“文旅结合”“体旅结合”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为该乡全域旅游打
下坚实基础。

“优化宜业宜居宜旅环境，我们义不容
辞。将来，乡里将进一步积极作为，努力争
取项目资金。”张丽红介绍，太阳河乡还将进
一步完善旅游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建设。为
此将结合“五个一批”的帮扶措施，以水、电、
路为重点，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将
通往中心村公路全部硬化，投资4000多万
元解决8000人饮水难问题，投资1250万元
解决低电压和用电卡口问题，不断加大对基
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太阳河乡旅游接待能力如何？在距离
梭布垭景区几公里的省道边，记者走访了硒
坪民宿。住宿的39位游客来自襄阳市诚信
建设促进会，负责人张华介绍，硒坪民宿标
间房大约200多元，干净卫生。民宿服务很
贴心，有图书阅览室，有歌厅舞厅放松心情，
一日三餐有特色，价格也适中。游客们点
赞：“美丽乡村，难忘的回忆，值得称赞的民
宿。”“醉美恩施，魅力梭布垭，山清水秀太阳
河乡是我们思念的地方。”硒坪民宿何以得
到游客这么高的评价，老板徐青山介绍，“以
前我们在外地打工，因为政府发展旅游，我
们两口子回来经营自己的楼面，五层楼房可
以住大约40位客人，税收、水电等都有优
惠，我们感恩政策好，所以服务高标准，价格
适中。”

太阳河乡乡长钟辉介绍，太阳河乡境内
所有景点交通都很便利，公路两侧近百家接
待民宿，干净、卫生、规范。目的是吸引游客
来，形成品牌，带动百姓致富。

乡村振兴融入“大福清”发展战略

“我们的乡村振兴工作，坚持‘党建引
领、多维共治’，将乡村振兴融入‘大福清’发
展战略。”福建省福清市乡村振兴办主任高
建明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乡村振兴工
作抓起来千头万绪，但一定做到以人为本，
以目标为导向，使这项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形成城乡发展的统筹化和可持续化。

高建明所说的目标导向，集中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由于脉络清晰、抓手有力，目
前，福清市在着力保障农业、优先发展农村
工作中，定下的阶段性目标是，实现农业总
产值增长3.5%、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9%。为此，福清重在做好以下工作。

在党建引领方面，福清市以提升乡村组
织建设质量为主题，以抓好《关于进一步加
强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加

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两个意见
的落实为根本，树立大抓基层组织建设的鲜
明导向。继续推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工作，
目前村财收入10万元以上村达345个。根
据《福清市基层党建引领示范工程建设方
案》，突出构建“一圈、三带、两镇”的党建示
范格局。

在规划先行方面，坚持“五个留住”，落
实“多规合一”，做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与城
镇规划衔接，体现“山、海、侨”福清元素。植
入产业，修编村庄规划，调整“两图一表”，完
善“两单一表”，严格界定村庄管控线，体现
乡土味、留乡愁。

在项目带动方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打好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乡村振兴第一仗，以
项目带动乡村振兴落实落地。

一是以“同置业、壮村财”工程为抓手，
开展“耕地整治禁抛荒”和“数字乡村、电商

引领”专项行动，构建农业“三大体系”，促进
产业兴旺。二是以“清沟、扫地、摆整齐”、巩
固“两违”治理成果、湖库连通工程为抓手，
开展“拆旧拓新摆整齐”、“村植千树、绿化福
清”专项行动，大力实施“一革命五行动两整
治”，全面打造生态宜居。三是以建设生命
公园为抓手，开展“留乡愁活化民俗”专项行
动，继续推行“一约、一会、一队”，推进移风
易俗、传承保护传统文化，持续提升乡风文
明。四是以“基层组织固本强基”、“乡贤促
进会”和“信访清零”工程为抓手，深化开展
乡村平安建设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三
治融合，持续提高有效治理。五是以“农村
幸福院建设”为抓手，农村水、电、路等基础
设施提档升级，科、教、文、卫、体等公共服务
质量提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生
活富裕。

在要素保障方面，实施乡村组织振兴工

程，构建“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有
劲干事”工作格局，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
障。

在示范引路方面，持续发挥新农村建设
江镜镇南宵村、新厝镇江兜村、石竹街道洋
梓村、海口镇牛宅等5个精品村和一都镇普
礼村、东张镇道桥村等5个精品提名村示范
典型效应。

下一步，福清市将进一步推进产业兴
旺，持续推进“一区三园”建设，培育提升一
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休闲农业园区；提升
生态宜居，全面落实《福清市加快美丽乡村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方案》，打造75个新建村
和25个提升村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发挥乡
风文明，结合文明村镇、移风易俗示范镇及
示范村等创建活动，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
约，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制度化、常态化、长效
化。

樊樾 本报记者 楚贵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