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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乡村振兴

银联 62 年中狂欢，全国 20 万商户，内蒙古地区 8 个盟市

3000 余家商户低至 6.2 折，详情请关注“银联内蒙古”微信公众号。

内蒙古自治区连接东北地区

的首条高铁———辽宁新民北至内

蒙古通辽高铁近日全线铺轨完

成，与在建的京沈高铁正式“牵

手”，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基

础。

新通高铁自京沈高铁的新民

北站引出，经辽宁彰武、内蒙古自

治区甘旗卡，引入通辽站，线路全

长 197 公里，设计速度 250 公里。

新通高铁铺轨施工从 2018 年 1

月 7 日开始，采用的是 500 米长

钢轨直接铺设无缝线路。

新通高铁 2016 年 6 月开工

建设，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的“八横八纵”高速铁路网的组成

部分，经与在建的京沈高铁相连

接，汇入东北地区乃至全国高铁

网。建成通车后，通辽到沈阳的列

车运行时间将由 5 个小时缩短到

1.5 小时左右，通辽到北京将由 14

小时缩短到 3.5 小时左右，对促进

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

将发挥重要作用。 据新华网

内蒙古首条连接东北高铁全线铺通

AYINGTUOPINGONGJIANZHAN要要要FENDOUZAIYIXINA

打赢脱贫攻坚战———奋斗在一线D

木头墙、木片瓦、木烟囱、木栅栏……恬静、神

秘、古朴、淡雅,远山近村仿佛一幅天然水墨画

卷,在蓝天、苍松、白桦的映衬下徐徐打开。立夏

时节,记者从吉林省抚松县城出发,驱车数小时,

来到长白林海深处的漫江镇锦江木屋村,仿佛一

下子闯入了世外桃源。

临近中午, 炊烟从一个个木烟囱袅袅飘出。

偶有村民拿着农具从身边走过,小狗在地上追逐

嬉闹。这时,除了玩户外摄影的,不时会有游客前

来,或品尝风味独特的农家菜,或在新铺设的山

路上漫步,或坐上牛车,在村里绕上一圈,触摸历

久弥新的民俗记忆。

这种原生态的“再现”,令人忽有隔世之感。

“仅去年,这个小村就接待了 5 万游客!”漫江镇

党委副书记刘宝辉说。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这一满族古木

屋村落,还是一片“屋败人稀”的景象。随着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木屋村再度热闹起来,人们开

饭店、卖特产,“晒”民俗、兴旅游,忙得不亦乐乎。

木屋村始建于清康熙年间。

上世纪 80年代起, 密林中的木屋村落遗存

陆续被发现。其中锦江木屋村保存最为完好,被

誉为长白山区“最后的木屋村落”。专家认为,长

白山木屋具有远古遗风, 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宝

贵的旅游资源,可与北京四合院、山西大院、云南

竹楼、草原毡房等媲美。可令人揪心的是,木屋村

落大多处在深山密林,年久失修,岌岌可危。

而随着生态保护力度加大,长白山林区停伐

禁猎,木屋村的百姓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靠山吃

山”。越来越多的村民尤其是年轻人,选择告别村

落,走出大山,到城里去打工。

村民于艳霞家有一栋老木屋,儿子和儿媳外

出打工,木屋长年无人居住。她想着村子早晚得

成为“空心村”,“不如换点钱合算”,一狠心 3 万

元贱卖了老屋。“村里的年轻人好多都离开了,全

村 70多户,最少时只剩下 15户。绝大多数木屋

没人住,成了‘空巢’,有些都出现坍塌了。”于艳

霞说。

保护和发展承载长白山历史和文化的木屋

村,“等不起,也慢不得”。漫江镇镇长马宏宇说,

近年来, 各级政府投入资金对古屋进行修缮,将

整村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依托长白山

旅游区的游客溢出效应,大力宣传其独特的文化

旅游价值。2013 年,锦江木屋村作为全国保存最

为完整的满族古木屋建筑群,被住建部列入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

驻足村口,整个村庄收入眼底,50 多栋木屋

散落在缀满山花的山坡上。走近细看,见不到一

块砖、一片瓦,连农村常见的塑料布都难觅踪影。

这种全木结构房屋,在当地又称“木榼楞”,处处

有木、木皆有“道”:选相同粗细、长短的树干,横

梁竖柱,卯榫相扣,搭成四壁木墙,墙外敷以黄

泥,可挡风御寒。房顶铺就一片片木板瓦,自下而

上摞放,雨雪可顺势流滑,防水隔寒。立在屋外的

烟囱更为奇特,选用中空的枯树干制成,经过打

磨处理,烧饭取暖时虽“喷云吐雾”,却不会烧着,

越用得久越是耐火。村民们自豪地说:“这种建造

技艺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呐!”

如今,锦江木屋村的基础设施越变越好。泥

泞的村路得到硬化,电线埋入地下,还修建了林

间木栈道……游客住进木屋民居,观春花,享夏

荫,看秋林,玩冬雪,感受浓浓的关东民俗,带来

巨大的发展机遇。

曾经离开的村民看到商机, 纷纷重返家园,

搞起乡村旅游。在锦江木屋村,随处可见“农家饭

馆”、“茶馆”、“豆腐坊”等招牌。于艳霞办起山村

家庭旅馆,以“本土特色菜”吸引远道而来的食

客。来自省城长春的游客刘峰一边品尝一边点

赞:“鸡好吃,鱼好嫩,饭菜香,有小时候农村外婆

家的味道。”

客人多了,生意忙不过来。于艳霞的儿子专

门从城里回来,帮着打理木屋生意,儿媳也跟来,

用巧手剪出传统满族剪纸,为小店增添色彩。“游

客住宿,平时每位五六十元,旺季七八十元；遇到

旅行社带来的高端客户, 想吃一些特色食物,人

均餐费 100 多元!”说起收入,于艳霞特别开心。

因为家庭旅馆床位紧张,于艳霞盘算着向村

里人买一栋木屋。“当初卖木屋,只换 3万元,现

在买,居然要花 40 多万元!”一卖一买,于艳霞

“既懊恼又高兴”。懊恼的是,多花了冤枉钱；高兴

的是,生意越做越红火。

在当地政府指导下,她牵头成立木屋旅游专

业合作社。村民们或喂养农家猪,或提供土鸡柴

蛋,或专门做豆腐……分工不同,利益共享,明码

标价,规范经营。

小小木屋,已然成了“黄金屋”。

在木屋村豆腐坊, 女主人孟凡荣一边做豆

腐,一边耐心地给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讲解制作

工艺。“本以为木屋村一天不如一天,没想到真的

起死回生了!在这儿生活了大半辈子,现在是全

村最好的时候!”孟凡荣说起话,眉眼里都是笑。

抚松县旅游局局长宋赫介绍,下一步,锦江

木屋村将继续挖掘满族剪纸、高跷秧歌以及长白

山放山、狩猎等习俗,县里还要支持村里建设博

物馆,让更多长白山区的民俗和文化遗产在这里

“活”起来,吸引游客参观的同时,也吸引更多年

轻人回乡创业,参与保护和发展木屋村落,传承

和弘扬当地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新华网

长白山“最后的木屋村落”
重获新生

本报讯 近年来，锡林郭勒

盟正镶白旗在脱贫攻坚工作中

紧紧围绕京蒙对口帮扶合作的

核心内容，找准切入点和结合

点，以菜单式扶贫为举措、以

产业发展为手段、以资产收益

为支撑、以兜底保障为补充、以

精准脱贫为目的，通过项目帮

扶，有效解决了贫困人口的脱

贫问题。

今年，共列入京蒙对口帮

扶合作重点项目 5 项。其中，

菜单式产业扶贫 3 项，龙头企

业带动扶贫项目 1 项，医疗精

准扶贫项目 1项。在重点地区

帮扶的基础上，重点筛选了符

合准入条件和产业定位，具备

承接能力的共 44 个招商引资

及扶贫合作项目，主要涉及农

牧林水、工业、社会事业和服务

业，并达成合作关系。其中，援

建捐赠人才培养交流及合作项

目、正镶白旗农牧民养老公寓

建设项目、正镶白旗嘎查村屋

顶分布式光伏扶贫电站建设项

目、正镶白旗老年活动中心建

设项目、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水

冲式厕所建设工程、明安图镇

东外环至明安图镇羊场旅 游

公路建设项目、X518至星耀镇

永大村旅游公路建设项目，援

建正镶白旗职业病健康体检中

心项目、正镶白旗医院医疗设

备项目、正镶白旗妇幼保健所

妇科检查治疗设备、正镶白旗

汉授幼儿园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产业扶持农畜牧产品加工

类 6项、矿产品采选冶炼类 5

项、装备制造 机械加工类 3

项、新型建材类 3项、新能源新

材料类 3 项、塑料制品加工包

装类 3 项、云计算大数据 1

项、仓储物流类 2项、文化旅游

类 6项、房地产开发 1项。

通过项目建设，可帮扶贫

困嘎查村 36个，帮扶户数 713

户，帮扶 1575 人，覆盖全旗所

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预计脱

贫 788 人，吸纳贫困劳 动力就

业 83人。 据内蒙古新闻网

正镶白旗围绕京蒙对口
帮扶合作推进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