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几十年，因身陷茫茫荒漠，白色是
北甸子村的主题颜色。如今却不同了。临
近春节，记者再次采访阜新市彰武县阿尔乡
镇北甸子村，虽然仍是满眼铺白，但这是洁
白的冬雪颜色，纯净无瑕，令人心旷神怡。

刚进腊月，村里曾经的贫困户徐宏春
一家早早就把年猪杀完了。徐宏春能干、
豪爽，去年她一共喂了两头猪，年底一过
秤，一个150多公斤，一个将近200公斤，

“我和对象一商量，卖那头小的，杀那头大
的，把亲戚朋友招呼过来，一起吃杀猪菜！”

杀猪那天，徐宏春前年新盖的大房
子里人来人往、笑声不断。“亲朋好友都

夸我，这几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徐
宏春也知足，自从加入村里的肉牛养殖
合作社，房子盖上了，家电买上了，“四轮
子”置上了，院里的肉牛也越来越多了。

虽然传统农村有“猫冬”的习惯，但
北甸子村村民董伟早已经把“猫冬”这两
个字从他的日程表上抠掉了。他和父亲
董福财——这名带领全村百姓植树、修
路几十年的北甸子原党支部书记的性格
一样，热情、能干，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董伟去年收获颇丰，“种大田赚钱
了，养牛养羊也赚钱了，这一年我挺知足
的。”趁着忙碌的空当，董伟向记者勾勒

新一年的计划，“我的赛马场今年将扩大
规模，到时候欢迎你再来采访。”握手告
别，董伟热情地发出了邀请。

虽然临近春节，但北甸子村养牛大
户王辉一天也没闲着。从外面推门而
入、掸掉身上的灰尘，这名旭辉肉牛养殖
合作社的领头人一脸笑容。在带着二十
几户村里的贫困户脱贫后，去年，他继续
带着大伙儿迈向致富路：“去年我自己养
了1000头肉牛，通过合作社帮着大家卖
了1万头。今年我打算继续翻番，让大伙
儿的日子越过越好！”明媚的阳光透过玻
璃窗照进屋子，一片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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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五村，喜见新气象
本报记者 董翰博 李 波 高 爽 朱忠鹤 李 越

大梨树村

新村村

雪后的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景区内，
冰挂或一排排，或一层层，如帘如柱、如珍似
玉。流连于此，不少游客凹造型、摆姿势，用
手机定格下这一美好的瞬间。冬日沉寂的
大梨树村此刻变成了欢乐的冰雪乐园。

大梨树村冬季游客的欢愉一幕，观照
出当地近年来发展冰雪旅游的不懈努
力。1月20日，农历腊月初八，第三届大
梨树冰雪民俗节拉开帷幕，活动旨在以打
造冰雪景观为依托，以传统民俗活动为载
体，将冰雪旅游和当地传统民俗文化有机
融合，打包形成旅游产品和旅游节庆品
牌，以求将“冷资源”变为“热产业”，实现
从“一季热”到“四季火”。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向冰雪要

效益，就必须花心思、下功夫。
在年货大集里感受农村“赶集文化”的

热闹氛围，在大梨树影视城“东北人家”小屋
内体验带有烟火气的地域特色，在“童年记
忆”竞技场里重温滚铁环、打冰尜的快乐时
光……大梨树村通过组织多种形式、不同主
题的活动，提升人们对冰雪消费的兴趣。

大梨树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毛正
新说，冰雪民俗节选在腊八开幕，就是要在
日渐浓郁的年味儿中与游客一起迎接新
年，共同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多年来，如何把旅游产品做出差异性、
特色化，是大梨树村一直努力的方向。

“七彩田园要丰富景观，多设些‘打卡
地’，让游客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再长一些；

挖掘‘干’字精神的文创产品要抓紧推出，
让大梨树的精神内核活起来、传开去……”
刚经历村委会换届选举、再度当选大梨树
村“一把手”的毛正新，新一年的工作计划
列得满满当当。

新的一年，总是让人们充满期望。
与景区一墙之隔，大梨树村内仁和快

捷宾馆的李萍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游客高峰
做着准备。作为大梨树村景区内第一家快
捷宾馆的经营者，自从村里大力发展旅游
业后，她再也闲不下来了。即便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她依然对今年的客流量表示
乐观。

“你们采访的主题叫‘望年’，只有奋斗
昂扬，旺年才会有望。”李萍说。

东兴村

“祝全市人民生活越来越好，日子越过
越红火！”1月21日，铁岭市昌图县亮中桥
镇东兴村的村民活动广场红灯高挂，村“两
委”班子成员和村民代表站成两队，面对
摄像头高声为铁岭市人民送上新春祝福。

为了配合铁岭电视台春晚摄制组的
拍摄，东兴村“铲车”“旱船”齐上阵。铲
车运来玉米，村民以锹为笔写下“小康社
会前程似锦”的美好祝福。划旱船、赶毛
驴……村里的秧歌队前来助兴，唢呐响起，
东北乡村浓浓的年味儿扑面而来。村党总
支书记吴艳良说：“过去这一年，玉米值钱，
养猪养牛挣钱，村民接待两个旅游团还收
入点儿活钱儿，东兴村的日子过的是红红
火火。辽宁日报《一棒玉米》的报道一出
来，东兴村更是名气大振。这次拍摄，东兴村

将代表昌图县向全市人民送上新春祝福。”
村民董育环是秧歌队的主力，一场表

演下来，她对年的期盼马上变得强烈起来：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列单子，等到1月30日
村大集，我们全家上阵把年货都办齐。”

“玉米行情太好了，包地的价格也跟着往
上涨。我准备再包点儿，但能不能像去年那
样包600亩，还得看开春时的地价。”王飞是

《一棒玉米》中的主角，因为一直在忙碌着玉米
脱粒服务，她甚至还没来得及准备年货，不过，
对于种地的事她可一点儿也没马虎。

村民张立艳的心思则在招待游客上。
去年12月，村里迎来了两个旅游团，她家作
为民宿一共接待了16位客人，共收入1280
元，扣除购买床单被褥的支出，纯收入超过
700元。“乡村旅游这个事真挺好，村民是

真受益。”张立艳说。
实现村民的愿望，自然是村党总支书

记吴艳良要做的事。作为“玉米村”的领
头人，新一年他既想把村大集提档升级，
又想以保护黑土地为抓手提升玉米的产
量和质量，但他说的最多的事，还是如何
把乡村旅游做起来。吴艳良说：“我希望
新一年里，村民都能好好修一修自家的厕
所，这是我们村发展乡村旅游急需解决的
问题。然后每一家都在园子里多种香瓜之
类的经济作物，在院子里多养一些鸡鸭，让
游客在东兴村住得好、吃得可口，走的时候
还能带上点儿土特产。村里负责把基础服
务做好，在水库周边种一些观赏性的植物，
把水库下游的沼泽打造成花海，让游客能
够深度体验农村生活。”

元旦过后，盘锦市盘山县太平街道新
村村党支部书记马龙涛一直没闲着，最重
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新一轮的土地流转。全
村5100多亩耕地，每年流转一次，包地的价
格会根据上一年种地的收入上浮或下调。

“去年是个丰收年，一亩地，水稻和河蟹的价
都挺高，种地的都挣到钱了，所以今年包地
的价格涨不少，去年平均一亩地850元，今
年最高的达到了1300元。”马龙涛说。

2020年是张亚如经营绕阳湾国家级
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的第三年，效益比
前两年都要好，河蟹和大米都丰收。特别
是他们引进的新品种澳洲小龙虾，俗称澳
龙，已经在稻田地里试养成功，不仅澳龙
的收成不错，水稻的产量也提高了。澳龙

比小龙虾个头大、肉多，口感也好，突破了
南方品种在北方种植的技术瓶颈后，市场
前景很可观。整个冬天，张亚如的公司都
在忙着建澳龙孵化基地，这个种苗供应基
地可以为全县乃至全市提供澳龙种苗，让
更多农户受益。张亚如始终记得自己的
这个示范基地的宗旨，就是探索科学种田
的更多可能性：“2021年，我们不仅要推广
澳龙的养殖，还要进行水稻品种试验，选
择出一种适合稻渔立体种养的水稻品种，
已经跟省市科研部门和中国农业大学联
系好了，合作开展试验。”

盘锦瑞农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王树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语气兴奋：“去年
的疫情给各行各业都造成了损失，但是我

们合作社的农户没受太大影响，这得益于
国家采取的措施，让流通渠道一直保持畅
通。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加
强农业品牌竞争力，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今年，我们要在棚菜的标准化生产上
下功夫，实现从量产到质产的转变，靠品质
挣钱。国家政策好，我们干事就有劲头！”

像张亚如和王树国一样，新村的每个
人都在忙碌着。齐艳平大姐是在大棚里接
的记者采访电话，新一茬的小柿子刚刚成
熟，早上刚卖出了两箱，临近春节，市场越来
越好，她每天从早忙到晚，午饭都是在棚里
吃的。去年家里的两个大棚，每个挣了4万
元，只不过，其中有一个是租的。齐大姐说，
自己的理想就是有两个属于自己的棚。

北甸子村 冬雪洁白

水泉村 花海升值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乡间田野上，年
味愈浓。在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
县水泉镇水泉村，村党支部领办的润泽土地
股份专业合作社里，冬闲变冬忙，村民们自
发开起了碰头会，为新一年的发展作规划。

“咱们合作社又上了新台阶，花海观
光、鲜果采摘、光伏发电、蔬菜认养这些项
目彼此支撑，去年虽受疫情影响，仍实现了
100万元的收入，今年还得接着干。”水泉村
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唐廷波说，“具体怎
么干，大伙儿来议一议。”

集中连片的花海，是合作社发展的起
点，也是吸引游客的根源和招牌。但地处
辽西，受自然条件限制，露地花卉的花期仅
能从6月末维持到10月初。如何让花开得
长久，提升花海的附加值，大家在动脑筋。

“若是天暖和，花开的时间长就好了，
可惜咱这儿天太冷。”合作社元老之一佟树

臣自言自语。
“自然条件不允许，咱们可以自己创

造条件。花海本身也是这样从无到有建
起来的啊。”村委会副主任夏增喜说，“你
看大棚里的蔬菜现在还绿着呢，咱们可
以把花海也移到大棚里。”

“你别说，是个路子，我早计划建连
体棚了，那样花期能提早到‘五一’，延后
到元旦，一下子延长4个月，值得干。”唐
廷波说，“还有，咱们现在种的花仅有观
赏功能，还应该种些可以销售花籽的品
种，提高花海的附加值。”

提到“附加值”，水泉村种植大户郭凤
刚接过话茬，“同样是那块地，种啥真有讲
究，我把老玉米换成设施蔬菜和果树后，地
里的产出拔节长。我觉着咱们合作社的鲜
果采摘也可以提提档，种点稀罕品种。”

“省农科院果树所给咱们提供了鸡心

果苗木，顺利的话，这个项目今年就能
上。”唐廷波说，听说鸡心果外观漂亮，卖
价还高，旅游、采摘功能都能实现。

“儿童游乐区也可以再丰富内容。”村妇
联主席唐丽华建议，“网红桥”和“网红秋千”
可以翻新，再增加些项目，留住更多小游客。

你一言，我一语，集众智，水泉村未来
的发展思路越发清晰。

“咱们村从一穷二白开始，成立了合
作社，发展村集体产业，富了民，强了村，
还美化了环境，成绩实属不易。这一切，
都是党建引领的成果。我琢磨着，今年是
建党100周年，咱可以把花海核心区的党旗
标识重新制作一下，改成‘1921-2021’，再在
观光区里增加一些党建元素，这是红色旅游
的思路，肯定更有吸引力。”唐廷波说，“我
想，待到春暖花开时，咱们花海核心区会
焕然一新，更加升值。”

新村迎新

玉米转型

千树“梨花”

2020年12月，本报推出大型主题新闻策划《大地情书》，选择了5
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记者进行驻在式采访、蹲点式调研，系列报道深
情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辽宁乡村的深刻变迁和乡村振兴
的生动实践。进入全新的2021年，这些村庄又有哪些新期待呢？

冬日的大梨树村成了欢乐的冰雪乐园，“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乡村旅游让村民受益，以“玉米村”闻名的东兴村要转型旅游
村；新村村每个人的快乐写在脸上，种地的种菜的养蟹的去年都
挣到钱了；北甸子村的年味浓了，村民在忙碌中迎接春节的到来；
水泉村开始为新一年的发展作规划，还要在集中连片的花海上做
大文章。

我的

年度
时刻
SHI 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