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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布村登上央视了！11 月 21 日、12 月 5 日
中央电视台两次将镜头对准这里，共三小时的
直播将村里的脱贫攻坚成效一一向全国观众展
示。

高布村的第一书记开讲了！直播中，第一书
记吉志雄用一场 23 分钟的激情演讲，述说了他
对高布村的真挚情感。

高布村在哪里？这个问题，吉志雄也曾问过。

北京来的“细伢子”

高布村，是寻乌县晨光镇的一个客家小山
村。

“2016 年 1 月，单位派我到高布村任第一书
记。我接到任务后，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找高
布村的相关资料。”在北京长大的吉志雄是全国
供销总社的机关干部，他告诉记者，当时网上能
查到高布村的资料很少。带着期待、好奇、憧
憬，吉志雄一头扎进了距离北京 2000 公里的高
布村。

“当时村里少有水泥路，土坯房到处都是，
虽是贫困村，却没有极端赤贫，紧挨着富裕的广
东但也没富裕起来。”这是高布村给吉志雄的第
一印象。2016 年初，高布村的主打产业——脐
橙刚经历过黄龙病的侵袭，产业重创、经济下
滑，村民们只得外出打工谋生，是个名副其实的
空心村。

初来乍到，工作局面怎么打开？村民们对自己有生疏感、有质
疑，怎么办？“交心先从党员开始。”吉志雄到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在
村的党员召集起来开座谈会，了解村情，找出问题根源。吃透村情
后，吉志雄首先把村“两委”班子团结起来，带着村干部、党员、村民、
贫困户代表去周边发展较好的村庄学习，看看人家怎么干。

思路一开天地宽，在大伙的支持下，村里确定了最先干的两件
事：修路、发展产业。

当过 17年兵的吉志雄有股军人特有的韧劲，在他的带领下，短
短一年多时间，村里的事干成了一件又一件：在全县第一个建成了校
园屋顶式光伏发电站、建设现代化的蔬果大棚、村里的泥泞路变成了
水泥路……村民们将变化看在眼里，不禁夸赞起来：“这个‘细伢子’
还真不赖！”

“‘细伢子’是客家话年轻男孩的意思，可那时我不年轻了。”吉志
雄说。当时村里的乡亲们大多年老，年轻人都在外打工、学习。那时
的吉志雄尽管年近 40，但在村里仍然算是年轻人，这是包括高布村
在内许多乡村的普遍状况，也是吉志雄最忧心的一件事。

建一个留得住年轻人的村庄

“得想办法让年轻人也回来建设家乡。”驻村一年后，趁着放寒
假，吉志雄组织召开了村里的第一届大学生座谈会。“那年寒假回村，
家乡的变化让我大吃一惊，我不禁重新打量起这个生我养我的村
庄。”刘长城告诉记者，他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大三寒假期间参加了
高布村第一届全村大学生座谈会系列活动后，自己原本计划毕业后
在外工作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不到五年时间，吉志雄在高布村组织了六次大学生座谈会，他带
着大学生们回母校、走故居、访贫问苦、去基地调研……用各种方式
培养大学生关心疾苦，爱家乡建家乡的赤子情怀。

“产业需要一个稳定的发展路径，年轻人需要一个干事创业的平
台。”经过吉志雄近 20 次协商和半年准备，2016 年 7 月，中国供销农
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驻高布村公司暨中合（赣州）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成立，并成立党支部，和高布村党支部“双轮驱动”。四年多
来，驻村公司帮助 15名贫困户在村就业，贫困户每户每年分红 1000
元。两个党支部共在村里先后发展 8名年轻党员，2019年同时被镇
党委评为先进党支部。一时间，一村两个先进党支部成为佳话。

大学生刘日伟，2018 年带着在深圳积累的销售经验回到村里，
成为驻村公司员工，2019 年年底开始承包家门口的果蔬大棚，并一
炮打响；大学生黄良园 2019年回到高布成为一名驻村扶贫骨干；大
学生刘群2020年毕业后回村，担任镇里的基层专干；年青人刘东方、
严艳园通过成人高考继续本科学习，他们已光荣入党或成为入党积
极分子……随着村里的学子在家乡的活动越来越多，邻村的大学生
也愿意来高布村做“留学生”了，邻村的大学生刘学生直接搬到高布
村，成了驻村公司的一员。

山村变化步步高

2018年大学一毕业，刘长城就回到村里考取了扶贫专干的工作
岗位，不久后，进入了驻村公司工作。刘长城的父母随之返村，支持
儿子在家门口干事业。

刘长城的父亲刘万春重拾祖传的木雕手艺，母亲古长玉在驻村
公司的果蔬大棚工作，如今，家里的新房子盖起来了，添置了辆二手
小轿车。刘长城今年光荣入党，成了全村最年轻的党员和团支部书
记，刘长城的父亲希望自己的木雕作品可以得到更广泛的认可，母亲
则把在果蔬大棚里学到的技术用到了自家果园里，今年获得了丰收，
一家人其乐融融，奔小康的劲儿更足了。

今年暑期，村里的大学生在一起精心筹备和组织了寻乌县百
香果产销对接会和百香果上市发布会，通过 20 多个直播间在线进
行实时直播，销售 14万公斤百香果鲜果、7000多袋百香果干。“活动
成效非常好，村里的年轻人对村庄的发展更有信心了。”吉志雄高
兴地说。

五年来，吉志雄把软弱涣散的高布村党支部带成连续五年被上
级党委评为先进的党支部；村里的烂泥塘变成了文化广场，村小学的
老旧旱厕改成了冲水厕所；百香果示范园、脐橙育苗基地、蔬菜大棚
基地成为了乡村新的“打卡地”，五年来带动百香果、脐橙等当地农产
品销售量超过1000万斤；2019年，高布村所有贫困户实现脱贫。

五年来，吉志雄三次任职期满三次选择留下。这个骑着电动车
在田埂上穿行，做起事来风风火火，交谈起来和蔼可亲的“细伢子”带
领高布村实现了步步高和年轻化的转变，成为村民们心目中的“村里
人”“自家人”“好书记”。

“不知不觉，任高布村第一书记五年了，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
乡。”站在高处俯瞰高布村，吉志雄动情地说，“我记住了这里的一个
个身影、一个个笑容，这就是我和我越来越年轻的高布村。”

“诗与远方”的酝酿
——对靖安发展全域旅游的探访

唐诗文 本报记者 邱 玥

12月26日，无人
机航拍铅山县湖坊
镇金银花基地。近
年来，该镇采取“公
司+贫困户+协会”
的方式，通过产业扶
贫资金入股、贫困户
劳力入股、土地入股
等模式，发展金银花
产业，带动贫困户脱
贫致富。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近年来，靖安以“旅”为先，本着“生态为本、文化为魂、产业相融、全民共建”的发展共识，加快推进全域旅游

发展步伐，3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3个省级特色小镇……

2019年，纷至沓来的游客达106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61.66亿元。

随着“有一种生活叫靖安”品牌不断唱响，今年12月，靖安又拥有了一张新名片——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一场具有想象力的“诗与远方”，正在靖安大地酝酿。

一一

顺着环三爪仑百里风光带，过
宝峰隧道不久便进入了三爪仑乡，
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洪屏水库，
往前行驶一段就依次进入骆家坪原
始森林景区、观音岩风景区、虎啸峡
景区、三爪仑知青风情小镇，最后是
犁壁山苏维埃政府旧址……12月10
日，记者走进总面积120平方公里的
三爪仑乡，发现这里处处是景点、村
村可游览。

一个乡镇能做到全域“美如画
卷”并非易事。三爪仑乡人大副主
席舒敬告诉记者，近年来，三爪仑乡
整合全域生态旅游资源，坚持以全
域规划引领乡村旅游发展，通过完
善旅游基础设施、提高旅游服务质
量等，将全乡创建成为国家 4A级旅
游景区，成为靖安县乡镇一级推进
全域景区化的代表。

靖安县文广新旅局局长孙红星
告诉记者，“一城三镇六片区”是靖
安县全域旅游的总体布局，随着休
闲驿站、公路驿站、花卉观赏点、美
丽示范乡镇、美丽宜居示范村庄和
农户庭院等的打造，让游客不论身
在何处，入眼皆是美景。

“全域旅游不是单纯的景区景
点建设，而是结合本地特色，融入文
化内涵，创新模式，做好‘旅游+’和

‘+旅游’文章，从而彰显地域独特魅
力。”孙红星表示。

12 月 11 日，靖安县九岭山中一
座山洞里，记者顺着长330米的隧道
缓缓向地下深入，主厂房大厅中，三
台古董级的卧式发电机组正在进行
发电作业。国家电投高新清洁能源
分公司宜春生产中心副主任王春旭
告诉记者，地下发电厂的神秘感吸
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随着“工业+旅
游”模式的推广，如今，罗湾地下发
电厂已成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

走进水口乡象湖湾生态园，负
责人邓斌正在大棚里忙活。作为休
闲农业综合体，生态园在农业种植
的基础上，保留了乡村旅游的特性，
既有蓝莓、沃柑、火龙果等有机果品
生态采摘的田园牧歌风光，又有水
上乐园、篝火晚会、户外拓展等现代
化旅游服务体验。“我们最吸引人的

地方就是‘土’。我们负责种水果，
游客负责采摘。”邓斌说，每到节假
日，就有大批游客带着孩子前来进
行农业科普研学。变“单向观景式
旅游”为“双向体验式旅游”，这便是

“旅游+农业”的魅力所在。
在中华传统文化园非遗展示一

条街，“万宝洋行”“卧龙书院”“聚贤
堂”……琳琅满目的招牌挂在古色
古香的店铺前，颇有一种穿越到古
代的感觉。在“聚贤堂”里，宜春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靖安
铜钱编制技艺代表性第四代传承人
张灿金正在教游客编制铜钱，盔甲、
刀剑、船……造型丰富。“我对手工
文化特别感兴趣，在游玩的同时能
够学习到非遗文化，真的特别高兴，
一有空我就会约几个同学一同来。”
一名来自华东交大的学生兴致勃勃
地说。

靖安县还利用VR、AR技术，建
成沉浸式、体验式智慧旅游体验馆，
游客不仅可以体验漂流、滑雪、空中
冲浪等旅游项目，还能通过扫码“智
慧靖安”APP，了解靖安非物质文化
遗产相关知识。

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交织相
融，让靖安旅游悄然发生改变：游客
不再只是看看风景、拍拍照片、吃吃
饭，而是进行个性化度假、“能玩一
周”的深度体验。

二二

一株株古树，就是一个个有生
命力的文物。

靖安县内树龄百年以上的古
树有 5000 余株，“2014 年开始，靖
安在全县范围内实施古树名木‘树
保姆’管护模式，每一株古树名木
均有一名‘树保姆’，负责古树名木
的日常巡护、宣传推介、复壮管护
等。”靖安县林业局副局长胡庆国
说 ，截 至 目 前 ，全 县 共 有 1345 名

“树保姆”。古树得以保护，催生了
“古树经济”的发展，古树所在地林
农依托古树资源，大力发展森林旅
游，开办农家乐、采摘园，实现了由

“砍树卖木材”到“看树卖景观”的
转变。

本着“以河为贵、以树为荣、以旅

为先、以得为本、以城为美、以俭为
宝”的理念，践行“一产利用生态、二
产服务生态、三产保护生态”模式，以
生态建设促进全域旅游发展，以全域
旅游优化绿色产业布局，变生态优势
为经济优势，这是靖安决策者们发展
全域旅游一以贯之的行为。

为“城市更美”，按照“山水旅游
城”定位，启动了“决战城市功能品
质提升、打造县城美丽大景区”大行
动；

为“河流更美”，按照“把河道当
街道管理，把库区当景区打造”理
念，实施“认领河长制”；

为“道路更美”，按照“把公路当
景区建设”理念，实施“路长制”，打
造了一条“最美国省道”；

为“环境更美”，升起了“智慧生
态云”，对空气、水质、道路等实时监
控。同时成立旅游警察大队、旅游
巡回法庭、生态检察室，形成综合监
管机制；

…………
坚守“绿色本金”，收获“生态红

利”。三坪村平均海拔 700 米，过去
村民以售卖木竹原材料和粗放型木
竹加工制造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不
仅收入低，还破坏生态环境。近年
来，该村通过封山育林，森林覆盖率
达 86%，年平均气温 15℃，空气负氧
离子含量高达 10 万个每立方厘米，
成为天然的“森林氧吧”，越来越多
游客前来避暑。三坪村抓住机会，
成立农宿协会，引导村民利用闲散
房屋开办农家乐。村民户均年收入
由当初传统农业收入的不足 1 万元
增长到6万元以上。

良好的生态优势，让旅游引资
项目聚集井喷。2017 年以来，靖安
县共有 41 个旅游项目竣工，累计完
成投入71.64亿元，目前在建项目22
个，总投资约175.85亿元。

三三

一隅宁馨，一处老旧。雷公尖
乡梅缘民宿坐落在青山怀抱中，整
体采用新简中式风格，老件家具散
发着悠悠木香，勾勒出一幅清幽宁
静的生活画卷。

老板刘冬梅是土生土长的靖安

人，从前是一名林场职工，林场改制
下 岗 后 ，在 深 圳 从 事 餐 饮 工 作 。
2012 年，在得知靖安出台系列鼓励
人才返乡创业的政策后，刘冬梅毅
然返乡。2013 年，开办蓝孔雀生态
庄园，打造集观光度假、休闲体验、
商务会议、住宿餐饮、特色种养为一
体的精品农宿度假生态山庄；2016
年，开办蓝孔雀梅舍艺术宾馆；2019
年，开办梅缘民宿……一路走来，借
着好生态，刘冬梅的生意做得风生
水起。

随着全域旅游发展逐渐深入，
老百姓思想逐渐转变，全域旅游慢
慢融入群众生活，认同、参与、共享
的良好局面渐渐形成。

“现在大家都不乱扔垃圾了，就
连路上有落叶都会主动扫一扫，都
知道来旅游的人多了，不能给村里
丢脸！”12月9日，双溪镇马尾山村村
民吴海妹骄傲地说。近年来，双溪
镇依托马尾山村的田园风光、山水
资源和乡村文化，建设了小桥流水、
古亭韵味、竹林深海等多处景点，打
造马尾山生态旅游小镇。乡村美
了，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村民“我
家在景区，人人是风景”的意识越来
越强。

省级贫困村璪都镇港背村党支
部书记、村主任童涛军是全域旅游
的践行者。这个1990年出生的河南
小伙，2015 年通过大学生村官考试
来到港背村后，就一直在思考带领
村子脱贫致富的法子。立足港背村
森林覆盖率达 95.7%、自然资源丰
富、生态环境优美、人文底蕴深厚的
特点，童涛军决定走旅游扶贫的路
子。修缮包家古祠堂，打造靖安县
第一个综合性乡村旅游展览馆，开
设“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农耕文化
博物馆”等景区，打造千年古樟、包
家古祠、沿河游步道、竹筏漂流等旅
游项目，并优先吸纳贫困户就业，发
展蜜蜂养殖，并将土蜂蜜转化成旅
游商品……

童涛军带领村民一步步走稳了
旅游扶贫路，港背村于 2017 年顺利
脱贫，并荣获“江西省十大秀美村
庄”“江西省 4A级乡村旅游示范点”
等称号。现在的港背村，家家户户
搞农家乐、养蜜蜂、卖农产品，日子
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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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志雄（中）和高布村村民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