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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南泥湾
林草覆盖率超过87%

“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
般……”

80 年前，南泥湾从昔日“烂泥
湾”变成“到处是庄稼”的“陕北好
江南”。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更不
一般。

“水稻开镰啦！”
北大荒人的这一声亮嗓，回响在

距离黑龙江2000公里外的南泥湾。
2020 年 10 月 23 日，北大荒农垦

集团绥滨农场的种植技术代表和南
泥湾集团农业公司负责人一起，挥
动系着红绸带的镰刀，弯腰割下金
秋稻田第一镰，并响亮宣布开镰。
此时，两台佩戴大红花的收割机转
动起来……

两年前，北大荒农垦集团与南泥
湾开发区党工委达成合作，将北大荒
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输送到了
南泥湾。

当年，人们用镢头开垦出“陕北
好江南”；如今，南泥湾用先进技术
和管理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区。

在发展现代农业之路上，南泥湾
开发区一步一个脚印——

与北大荒、青岛袁米、陕西未来
等企业联合打造高品质稻米产业；

与延安农投集团合作，建设现代
农业物流园区和临镇冷链仓储加工厂
等基础设施项目；

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同组建南泥湾
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发起设立总规模
20 亿元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助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南泥湾不仅建成了千亩
景观示范农田，还引进中天羊业、
中欧粮业、金伯利农庄等 116 家企
业注册落地，签订合同额 120.3 亿
元，建成了田园综合体、经济作物
示范园区。

南泥湾高效利用每一寸土地，将
更多土地还给自然。“南泥湾的林草
覆盖率超过 87%。”南泥湾开发区管
委会发展规划部副部长吴雄很认真
地说。

父辈开荒，后辈种树。过去为了
解决温饱开荒，现在为了过上更美好
的生活而栽树。

卫星遥感图显示，陕北地区的
绿色整体不断向北推移，植被增加
带来的雨水把延安的天冲洗得越来
越蓝。

李鉴君介绍说，南泥湾开发区加
强林业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恢复稻田
1500亩、植被 509 亩，修复湿地 330
亩，建设荷塘 125 亩，水源涵养能
力 全 面 提 升 ， 水 生 动 植 物 繁 育 栖
息、蓬勃生长。2019 年底，南泥湾
国家湿地公园顺利通过验收，成为
陕北地区首个国家级湿地公园，湿
地率达到38.94%。

南泥湾的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
银山。

目前，南泥湾人均新增收入中
15%来自生态产业。南泥湾精心打造
生态经济，让春花、秋叶、稻田、鱼
塘形成四季不断的美丽风景，“绿
色”与“红色”旅游相映生辉，来南
泥湾参观游览者络绎不绝。

不久前参观过南泥湾的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首席教授程恩富对记者说，
昔日三五九旅大生产，丰衣足食抗
击日伪。今日发扬南泥湾精神，自
立自强高质量发展。

红色南泥湾
为党员干部补钙铸魂

在南泥湾采访，一路上，红色文
化让记者应接不暇。

三五九旅旅部旧址、中央管理局
干部休养所旧址、南泥湾垦区政府旧
址、八路军炮兵学校旧址……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使南泥湾发展起了两大
产业——旅游和教育培训。

记者看到，南泥湾党徽广场周
围，土地平整，房屋鳞次栉比，沿街

开满了各式各样的饭店。当地人介绍
说，每当夏天来临，远处的山上一片
青翠，地里水稻摇曳，当年“陕北好
江南”的美景又浮现了出来，成为了
人们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2020 年‘五一’期间，游客
突破 21.2 万人次，南泥湾已经成为
网红打卡地和延安市民休闲娱乐后
花园。”南泥湾开发区管委会党政
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峰表示，现在南
泥湾景区已经被评定为国家 3A 级
旅游景区。

窑洞、土炕……南泥湾的一家民
宿里，黄土高原的浓郁特色展现得淋
漓尽致。“我们传承特色，又有创
新。过去的炕烧火，现在这里的炕用
上了石墨烯技术，加热快还环保。”
民宿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说。

这家民宿有五口窑洞，是一个典
型的陕北院子。院子一侧有公用厨
房，顾客可以自己做饭。院子里还有
空地、地窖，来这里住几天，可以原
汁原味地感受陕北普通居民生活。

“这是我们南泥湾管委会主管的一家
民宿，目的是给附近居民做一个样
板。”张峰说。

打造陕北新民宿，是南泥湾发展
旅游的一种特色方式。陕北的窑洞，
冬暖夏凉，极具地方特色，可以吸引
大量游客。于是，南泥湾管委会打造
出样板，以此带动当地百姓参与到旅
游产业中来。

吴雄介绍说，2020 年，南泥湾
接待游客突破 80 万人次，单日最高
达到5.3万人次。

从民宿出来，沿着公路走，路
边 两 座 小 楼 引 起 了 记 者 的 注 意 。

“这是南泥湾教育培训基地，分为
南北两区。”吴雄指着两座小楼介

绍着。南泥湾是军垦、农垦的发祥
地 ， 有 着 丰 厚 的 红 色 文 化 旅 游 资
源，每年来到南泥湾参观学习的人
络绎不绝，为发展教育培训奠定了
良好基础。

教 育 培 训 基 地 一 共 占 地 1100
亩，军垦大酒店、农垦大酒店等已经
建成，加上改造完成的窑洞，目前一
共能提供1000张床位。“2020年，培
训基地一共接待培训近1.7万人。”吴
雄介绍说。

有不少企业看好南泥湾的教育
培训产业。中国兵器集团等企业已
经入驻南泥湾教育培训基地，在南
泥湾打造中兵南泥湾军民融合产业
园。南泥湾还积极拓展对外合作，
打造教育培训基地、金盆湾青少年
研学基地，与延安干部培训学院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累计培训学员 421
批 3.93 万人次。随着教育培训基地
建设的不断推进，南泥湾将成为党
员干部补钙铸魂、加强学习的重要
基地。

“2021 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南泥湾的红色旅游和教育
培训产业将迎来更大发展契机。”吴
雄信心满满地说，大生产纪念馆、
大 生 产 风 貌 街 区 、 长 征 精 神 体 验
带、蜂语秘境、花园城堡等项目将
要相继对外开放，配套基础设施也
将全面完工。

科技南泥湾
开启“数据大生产”

南泥湾，有着不少美名：“陕北
好江南”“红色文化小镇”……如

今，它又有了一个新名——“科技示
范镇”。

2020 年 11 月，南泥湾镇被陕西
省科技厅认定为省级科技示范镇。

南泥湾发展高科技，这是很多
人没有想到的。对此，辛柯俊就曾
吃惊过。

辛柯俊是江苏南京樯图数据研究
院院长。2020 年 12 月，南泥湾开发
区管委会领导到南京调研。“樯图能
不能到南泥湾发展一下？”当调研团
提出这个想法时，辛柯俊有些吃惊，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南泥湾是一个革
命老区，他没想到，南泥湾想走科技
创新的路子。

不久后，调研团离开了南京，但
还是隔三差五地联系辛柯俊，介绍南
泥湾的发展规划。辛柯俊有点拿不定
主意了，不过，这难不倒他，因为樯
图做的就是帮人拿主意的事。

“我们的产品叫‘全息大图’，就
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信息进
行自动加工处理，最终生成类似作战
地图的辅助决策大图。”辛柯俊说。
于是，他让计算机围绕南泥湾的信息
生成了一幅图，结果出来后，辛柯俊
眼前一亮：可以在南泥湾建设乡村振
兴数字化智能分析平台。

辛柯俊向记者分析说：“‘十四
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我们想在南泥湾建立一个
平台，进行‘数据大生产’，向全国
提供乡村振兴‘全息大图’及延伸服
务。”辛柯俊介绍说，目前，该数字
平台项目已经立项，正在紧锣密鼓地
筹备建设。

记者看到，《南泥湾开发区“十
四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四大
战略工程”，位居第一的就是“科技

创新”。数字经济正成为南泥湾重要
经济增长点。

在南泥湾 359 创业基地大厅里，
摆着一张重点项目规划建设推介图。
推介图显示，开发区规划建设占地
300亩的绿色科技双创平台，谋划实
施一批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人
工智能等新基建项目，建设一批平台
经济、共享经济、飞地经济等创新科
技项目。

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路上，南泥湾
跑出了加速度。

1月13日，中兵南泥湾军民融合
产业园概念性规划通过了专家评审。
南泥湾管委会副主任赵建军表示，建
设中兵南泥湾军民融合产业园将在南
泥湾形成“北斗+产业”这一数字经
济新模式，成为引领创新发展的又一
新典范，对开发区打造北斗应用示范
基地、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

近年来，南泥湾引进越来越多
的硬科技，带动应急装备、果业气
象监测平台、无人机展示中心等数
字产业发展，红色土地逐渐长出了
数字经济。

优良的营商环境成为南泥湾的重
要吸引力。

延安农泽科技公司在南泥湾建起
了农业大数据中心。公司副总经理王
佩说：“从2019年11月起，开发区管
委会先后与我们进行了8次对接。优
良的营商环境和优惠的投资政策让我
们深感其诚意，决定来到南泥湾投资
发展。”

王佩说，开发区管委会对企业
落地、项目建设十分重视，安排专
人协助办理注册手续，短短两天，
公司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入驻了创

业基地。
对于南泥湾开发区管委会的这支

队伍，辛柯俊也有深刻印象。“他们
大半夜才到南京，第二天早上六点多
就开始了工作，真有一股吃苦耐劳的
劲儿。”辛柯俊说，这体现的正是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
精神。

宜居南泥湾
亲身享受家乡发展的幸福感

“以前村里都是土路，现在水泥
路直接通到家门口。”南泥湾镇南泥
湾村村民侯秀珍老人一边介绍着，一
边把记者迎进了窑洞。

陕北的冬天有点冷，门口的积雪
还没化，但窑洞里暖暖的，几盆绿植
摆在屋里，水灵灵的。

“您闲着的时候做什么，也上网
吗 ？” 记 者 问 。 侯 秀 珍 老 人 回 答
说：“别看咱这窑洞在山沟沟里，
早就通网络了。你下次来，估计连
电线杆也看不见了，线都在地下走
了，整齐！”

2020 年，南泥湾镇实施乡村振
兴 基 础 设 施 配 套 工 程 ， 水 、 电 、
气、网管线入户，铺设排污管道，
硬化路面，改造水渠，安装路灯……
村民们感受着居住环境实实在在的
变化。

南泥湾农场退休职工曹斌家里有
8 口人，过去住在农场安排的老楼
里，只有 50 多平方米，年代久了不
安全。现在他家搬进了安置房，年轻
人也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如今的
南泥湾真是大变样，环境好了，马路
宽了，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曹斌说。

2020 年，南泥湾开发区建成群
众安置房46栋789套，改造农家院落
345 户、改厕 267 户，环卫、绿化一
体化全覆盖，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成效
显著。

居民住进了新房子，老房子也没
闲置，有了新用途。

“南泥湾开发区成立以前，大家
基本是种点玉米，没啥收入，要不就
是到外头打工。现在真没想到，自家
不住的窑洞也能挣钱。”南泥湾镇桃
宝峪村村民李生成说。他家的房子毗
邻南泥湾开发区红色文化小镇旅游核
心区，租赁出去办农家乐，每间每月
能收入600元。

旅游热带来了闲置房屋和宅基地
的增值，开发区房屋年租金从不到
3600 元/孔 （间） 增长到 7200 元/孔

（间） 以上。
桃宝峪村第一书记王林说：“为

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提升游客体验
感，桃宝峪村宣传、动员村民将道路
沿线闲置院落整体向外出租，办农家
乐，在解决村民就近就业的同时，增
加村民租金收入。去年9月完成基础
设施建设后，村上通过招商引资，发
展了 6 家农家乐、3 家民宿，村集体
的停车场和 30 余个经营摊位的生意
也跟着火爆起来。”

2020 年夏天，南泥湾国家湿地
公园里，游客们熙熙攘攘，或三五成
群拍照，或与好友漫步，或携子女
戏水玩耍。李生成抓住了商机，在
湿地公园的一条小溪上开起了水上
乐园，通过经营游船等游乐设施，
在“五一”到“十一”的旅游旺季
赚了四五万块钱。

“我今年 58 岁了，岁数太大了，
不想外出打工了。”李生成说，这几
年南泥湾发展得太好了，在家门口就
可以获得不错的收入。

旅游淡季，村民们还可以参与到
项目建设、环卫绿化、景区运营等工
作中。“现在开发区有 570 多名农民
农工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创收。”王
林说。

“人居环境的改善不只是结果，
也是一个过程。”作为第一书记，王
林来桃宝峪两年了，曾是公安干警
的他，如今对南泥湾乡村振兴的成
绩有了更多的思考。“不仅要让村民
感受到居住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更
重要的是让他们参与其中，通过亲
身参与享受家乡发展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今 日 南 泥 湾
本报记者 卫 庶 潘旭涛 张一琪 张鹏禹 海外网 王西洛

冬日暖阳洒在高 13 米的党徽雕塑

上，照亮了党徽上镌刻的共产党宣言……

很多来到陕西延安宝塔区南泥湾镇的

人，被广场上巨大的党徽所震撼。

深入了解南泥湾后，记者发现，今

日南泥湾有太多令人震撼的地方。

80年前，八路军第一二O师第三五

九旅在南泥湾掀起大生产热潮，成为

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为后人

留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

湾精神。

80年后，牛年春节前，南泥湾开发

区管委会主任李鉴君向记者说，我们要

做“新时代的三五九旅”，要把南泥湾建

设成乡村振兴的样板间。

▲▲南泥湾党徽广场南泥湾党徽广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一琪张一琪摄摄

◀◀20202020年年 1010月月 2323日日，，南南
泥湾千亩水稻开始收割泥湾千亩水稻开始收割。。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陶陶 明明摄摄

▲▲南泥湾镇南泥湾村村民侯秀南泥湾镇南泥湾村村民侯秀
珍在窑洞里热情迎接客人珍在窑洞里热情迎接客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潘旭涛潘旭涛摄摄

▶▶初秋时节初秋时节，，游人在南泥游人在南泥
湾景区的湿地公园游玩赏景湾景区的湿地公园游玩赏景。。

祁小军祁小军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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