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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州 大 地

●●村級光伏扶貧電站村級光伏扶貧電站（（無人機照片無人機照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光伏電站的光伏電站的「「最強大腦最強大腦」」——逆變器逆變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光伏板鋪成
寧夏村揮別貧困

金山金山

明媚的陽光不僅灑在了寧夏弘德村的硬化公路上，還被源源不斷「吸」進了路燈頂端的一塊塊小

型光伏板裏，存儲起來，以便晚上繼續照亮村路。在這個村子轉一圈，就會發現這裏處處都有

「光」的影子。沿着道路兩邊一字排開的太陽能燈、家家戶戶屋頂上方的太陽能熱水器、村部旁邊

整齊劃一的光伏板、村集體土地上矩陣排放的「農光互補」溫室大棚……「光伏板把這裏的荒灘鋪

成了『金山』，給村子裏種下了一棵『搖錢樹』。」弘德村村支書任軍說。 ●新華社

記者4月1日從青海湖國家級自然
保護管理局獲悉，該局近期完成了
2021年度春季遷徙水鳥、普氏原羚種
群監測及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任
務。 調查結果顯示，世界極度瀕危
物種普氏原羚種群數量14年間增長約
9倍，達到2,560餘隻。普氏原羚是中

國特有的哺乳動物中數量最少的物
種，也是中國甚至世界上有蹄動物中
處於最瀕危的物種。青海湖是普氏原
羚在世界上僅存的棲息地。普查顯
示，2007年，普氏原羚種群數量在
300餘隻左右，比大熊貓數量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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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德村位於寧夏吳忠市紅寺堡
區，這裏是中國最大的易地生

態移民安置區。9年前，有7,000多名
西海固農民搬遷至此。沒有像樣的產
業，老百姓窮，村集體更窮。

「板上發電板下種菜」
然而，讓這裏的百姓不曾想到的

是，來自大自然看得見、摸不着的饋
贈，變成了手中實實在在的「陽光存
摺」。「做夢都想不到自己的收入來
自『曬太陽』！」村民喜金龍算了筆
賬後發現，全家一年4萬多元（人民

幣，下同）的純收入，有超過一半都
與光伏相關。
「我們以每畝每年530元的價格把

土地流轉給企業，並約定流轉費每5
年遞增10%。僅這一項，村集體每年
就能收入40萬元，村民戶均年收入
也近千元。」任軍說，流轉出來的土
地就是用於「板上發電、板下種菜」
這一太陽能發電與溫室農業相結合的
新型發展模式。
這種模式讓弘德村村民享受到了

「家門口就業」的便利。以務工為主
導產業的弘德村村民，除了在旁邊的
工業園區打工外，還可以根據自己的
時間隨時在蔬菜大棚裏幹活，每人每
天至少100元的收入。

村集體年收超80%來自光伏
此外，弘德村還先後建起了兩座村

級光伏扶貧電站，每年又可為村集體
增加四五十萬元的發電收

入。「2015年前，我們是個典型的
『空殼村』，現在村集體每年收入
100多萬元，其中超過80%都來自於
光伏產業。」任軍說。
「光伏電站由政府投資，產權歸村

集體所有，除去地租和運營成本外，
其餘發電收益全部分給村集體，用於
小型公益性事業建設及開發公益性崗
位。」紅寺堡區扶貧辦主任呂振中
說，光伏扶貧電站收益期長達 25
年，它們的穩定運行關乎村集體和村
民的長遠收益。
因疾病無法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喜金

龍，從事的公益性崗位就是村集體拿出
一部分資金專門設置的。他和很多村民
一樣，雖然以前在老家從沒見過光伏
板，現在也仍搞不懂光伏發電的原
理，但他們知道，如

今光伏板下電錶箱不停閃爍的數字，就
是每家每戶增收致富的「脈動」。
通過發展光伏產業，弘德村人均年

純收入已從2014年的1,800元增長至
2020年的10,686元，因光伏改變的弘
德村 2019 年也正式向貧困揮手告
別。而在紅寺堡區，目前共建有7個
聯村光伏扶貧電站，惠及64個行政
村，年總發電量超3,277萬千瓦時，
收益超過2,000萬元。
站在弘德村東頭極目遠眺，一排排

光伏板在陽光照射下熠熠生輝，昔日
「貧困」的西海固移民，如今
卻是逐水而居、向陽
而興……

「我對林芝的桃花早就心馳神往，今年終於有機
會，就和幾個好朋友相約來到林芝。」來自四川的
遊客舒琳說，「這裏簡直是人間仙境，雪山、藍
天、桃花相映，色彩很豐富。」
今年的林芝桃花節於3月27日在林芝市巴宜區嘎

拉村拉開帷幕。林芝市旅遊發展局4月1日發布的
數據顯示，開幕式當天全市共接待遊客9.7萬人
次，實現旅遊收入 1,926.4 萬元（人民幣，下
同），與疫情前的2019年開幕式當天相比分別增
長35.75%和32.6%。
林芝意為「太陽的寶座」，平均海拔3,100米。

每逢初春，漫山遍野桃花盛開，與藍天白雲、雪山
冰川交相輝映，成為獨特景觀。

遊客激增 一房難求
本屆桃花節前3天，林芝市共接待遊客25.6萬人

次，實現旅遊收入9,534.4萬元，與2019年同期相
比分別增長32.59%和96.83%。
林芝市旅遊發展局黨組副書記張潤東告訴記者，

從3月下旬開始，林芝的旅遊接待人次就出現明顯
增長，特別是桃花節期間，市區及周邊賓館酒店、
家庭旅館均出現「一房難求」的現象。

他表示，遊客激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內疫情
已得到總體控制。去年以來，西藏一直是低風險地
區，國內遊客對西藏旅遊的偏好進一步加強。
受疫情影響，2020年上半年林芝市累計接待國內

外遊客人數同比下降69.69%，旅遊總收入下降
80.56%。
「今年，我們通過各種線上線下的推介活動，把

林芝桃花節向全國人民推介出去，讓它成為林芝旅
遊的一張亮麗的名片。」張潤東說。
他說，遊客不僅可以在這裏觀賞到美麗的桃花，

還可以體驗到西藏的民族風情。 ●新華社

西藏林芝桃花節人氣爆登

普 氏 原 羚 14 年 數 量 增 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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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所愛隔山海，山海亦可平」的愛情

故事，不僅存在於影視劇和小說中，

現實生活中一樣存在。台灣姑娘潘姵

蓉遠赴三四千公里外的新疆烏魯木

齊，不僅收穫了愛情，還實現了創業

夢想。

近日，記者在烏魯木齊市的一家甜品店見
到潘姵蓉，她正繫着圍裙和店員一起招

呼客人。「現在這個店面有100平方米，3個
店員，經營快3年了。」潘姵蓉說，她大學
畢業後一直在台北從事烘焙工作，直到在網
上結識了丈夫新疆青年夏斌，才和新疆有了
交集。

堅持品質至上善於創新
2013年，在夏斌的邀請下，25歲的潘姵蓉

第一次來到新疆，遊玩三個月後回到台灣。
因為愛情的力量，2014年她又來到新疆，並
開始製作甜品創業。潘姵蓉說，剛開始的啟
動資金只有5,000元人民幣，但因堅持品質至
上和善於創新，自己製作的甜品很快就得到

新疆顧客的喜愛，生意越來越好。她和夏斌
的感情也歷久彌堅，2016年，兩人在新疆領
證結婚。
潘姵蓉在烏魯木齊的實體店生意越來越紅

火，她又開始籌劃開分店。「雖然2020年受
到疫情影響，開分店的事暫時擱置。但我相信
未來一定會實現的。」
新疆盛產水果，且種類繁多，這對於熱愛製

作甜品的潘姵蓉來說如魚得水。她嘗試着將新
疆當季水果融入自己的甜品中，哈密瓜、蘋
果、蟠桃、紅棗等都是她的優選食材。

「覺得新疆人有人情味」
在創業過程中潘姵蓉還認識了很多朋友，

「最開始通過甜品認識了很多顧客，然後有些

顧客成為了我的好朋友，漸漸地我有了除製作
甜品以外的生活圈。」
「我特別喜歡新疆，因為我覺得新疆人很有
人情味。創業之初很多人給了我幫助。」潘姵
蓉說，剛開始創業時，有一個咖啡店的老闆主
動幫自己在社交平台上拓展客戶，「因為有了
他的幫助，我才有了最基礎的顧客群體，我一
直很感謝他」。
新疆的優美風光也讓這位台灣姑娘流連忘
返。這幾年，她已經遊歷了喀什、和田、伊犁
州、塔城等地。
潘姵蓉說，甜品店是以丈夫的身份註冊的，
「這兩年大陸出台了越來越多的惠台政策。以
後我打算將店舖轉到自己名下，這樣不僅辦事
方便，還能享受到很多政策紅利」。

「當時到大陸發展算
很幸運。」回顧自己在
大陸30年的穩定發展，
福建省漳州市東山歐凱
金屬塑料製品有限公司

總經理呂榜洲深有感觸，「來到東山島投
資，是選對了地方」。

呂榜洲是台灣彰化縣人，祖籍廈門，自
1973年在台灣創業以來，一直從事五金、
塑膠、休閒用品行業。後來經朋友推薦來
漳州市東山縣考察後，他發現東山與台灣
語言相通、習俗相同，便於1992年攜家
人一起來到東山投資辦廠，生產漁釣和捕
撈用具等漁具製品。

「當時國外正興起海釣捕撈業，因此公
司產銷兩旺，發展很快。」近日接受採訪
時，呂榜洲對大陸投資環境連連稱讚，
「大陸改革開放步伐加快，社會環境和

諧，地方政府給予了我們許多幫助，讓我
們能安心經營企業。」

為兩岸交流出力
如今，呂榜洲在東山投資總額達600萬

美元，其公司已由當初的一個小作坊工廠
拓展為擁有300多名熟練員工、5萬平方
米廠房、約120畝廠區的規模企業，年產
值約2,000萬美元，產品出口美國、加拿
大等世界各地。

用心經營好企業的同時，呂榜洲樂意為
兩岸交流出力。他不但經常為台商投資漳
州牽線搭橋，而且多次陪同漳州市有關負
責人到台灣洽談合作項目。十年前，首屆
東山—金門—澎湖三島合作論壇在東山舉
行，三地簽署旅遊發展合作協議，其中就
有呂榜洲的一份功勞。

「我覺得這項活動很有意義，便陪同東

山縣縣長赴金門、澎湖會商，三方很快達
成了共識，同意舉辦三島合作論壇。」呂
榜洲說，三島合作發展旅遊等項目，是探
索兩岸融合發展一個很好的舉措，自己能
為此貢獻一份力量非常值得。

扎根大陸30年，呂榜洲見證了往來兩
岸的滄桑變遷。他向記者回憶道，早期從
台灣到東山，需要經香港乘飛機到汕頭，
要花10多個小時才能到；要是沒有趕上
飛機，就只能坐輪船，那就要花30多個
小時，「自從有了『小三通』後，方便很
多，通常半天時間就到了，費用也節省了
三分之一」。

近年來，大陸出台一系列惠台利民舉
措，與台灣同胞共享發展機遇、為台胞台
企提供同等待遇。今年是「十四五」開局
之年，大陸明確完善保障台灣同胞福祉和
在大陸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促進

海峽兩岸交流合作、融合發展。

設基金回饋社會
作為漳州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常務副

會長，呂榜洲還熱心幫助台商解決投資
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能為台商
服 務 ， 我 覺 得 是 一 件 很 有 意 義 的 事
情。」呂榜洲被漳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選
聘為涉台案件陪審員，多次參與調解台
商法律糾紛。他還擔任東山海關行風監
督員、東山縣人民檢察院聯絡員等職
務。

本着回饋社會的感恩之心，呂榜洲設立
海難救助基金，資助貧困學生，認養貧困
兒童，積極參與當地公益慈善事業。

新冠肺炎疫情下，兩岸交流交往受影
響。對此，呂榜洲盼着疫情早日結束。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美國國務院發布
《2020年國別人權報告》，指稱大陸試圖「以商業壓力操控
台灣媒體」。對此，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1日回應指出，
以上「指稱」完全是昧於事實的惡意捏造。他強調，美方應該
做的，是睜眼看看自己國內極其嚴重的人權問題。
馬曉光表示，外交部發言人已經對美國國務院這份充斥着謊

言的所謂「人權報告」進行了駁斥。
他指出，所謂「大陸以商業壓力操控台灣媒體的言論」，完

全是昧於事實的惡意捏造。民進黨當局為一黨之私利，長期操
控媒體、豢養網軍、打擊異己、鉗制輿論，編織謊言欺騙民
眾。
美方出於利用民進黨當局的目的，對民進黨當局這些惡劣行

徑遭到台灣社會各界普遍質疑和強烈譴責視而不見、充耳不
聞，反而顛倒黑白、污衊中國，充分暴露了美方手段之拙劣、
用心之惡劣，充分暴露了美台勾連背後骯髒的政治交易。「美
方應該做的，是睜眼看看自己國內極其嚴重的人權問題。」

台商深耕大陸30年：「選對了地方」 美稱陸「操控台媒」
國台辦：惡意捏造

●●潘姵蓉的潘姵蓉的
學徒在甜品學徒在甜品
店中製作甜店中製作甜
品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台烘焙達人為愛赴新疆創業
將當季水果融甜品 生意紅火籌劃開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