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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刚下过一场雨，青藏高

原上的俄合拉村绿意更深。27岁的

马强强准备咖啡豆、打扫桌椅，为

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作准备。

俄合拉村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

自治州合作市佐盖曼玛镇，是当地

有名的旅游村。村子里错落分布着

20 多座以白墙木梯为特色的藏式

民宿，一条小溪从村前蜿蜒流过。

马强强创办的咖啡厅建在俄合

拉村一角，装修风格简洁。与其他咖

啡店不同，他家的咖啡因牦牛奶的

融入而独具风味，许多游客及当地

村民都会走进他的咖啡厅“打卡”。

“我开咖啡厅的初衷是出于热

爱，很庆幸赶上了时代发展的大好

机遇。”马强强说。

甘南州平均海拔在 3000 米以

上，这里气候高寒，人烟稀少，当地

经济以农牧业为主。2015 年起，甘

南州从开展全域无垃圾行动入手，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随着一批风光

优美、独具特色的旅游村寨拔地而

起，游客纷至沓来，甘南州扩大开

放、加快发展的步伐越来越稳。

俄合拉村就是其中一个旅游

标杆村。佐盖曼玛镇副镇长任君红

介绍，全村共有 34 户 196 人，以前

村民收入主要来自种植、养殖业。

从2019年开始，当地政府投入4000

多万元改善村内基础设施，将俄合

拉村打造成集游客服务中心、马队

驿站、藏式民宿、酒吧等于一体的

度假村落。

“过去牛羊就圈在自家院子

里，现在牛羊迁到草场，家里变成

民宿，不仅人居环境变好了，还增

加了一份收入。”54 岁的村民旦知

草说。

任君红介绍，现在村民们可通

过入股分红、就地打工、提供骑马

服务等方式共享绿色发展红利，

“旅游业收入已占到俄合拉村总收

入的四成，每户每年最多可增收 3

万元至4万元。”

马强强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萌

生了创办咖啡厅的想法。他说，看

好村子的旅游发展潜力，也想为村

民致富打开一扇新的“窗子”。

2021年，俄合拉村接待游客数

量达5.6万人次，总营业额超过340

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大约三分之

一的游客光顾了马强强的咖啡店，

不少外地游客表达了对牦牛奶口

味咖啡的喜爱。这也激发了他加大

投入、扩展业务的想法。

焕然一新的村子不仅留下了更

多人就地务工，也呼唤更多年轻人

回归。在马强强的咖啡厅旁，一幢两

层的木质建筑已经完工，这个新建

成的“藏家乐”将成为另一位返乡年

轻人的梦想起点。（据新华社报道）

“200斤没问题！下午就发货。”

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

土桥镇辛付村的一座温室大棚里，

32 岁的李珊珊“挤”在架豆丰收的

一片绿意中，冲妻子付荷花大声重

复着刚刚电话里接到的订单。大棚

门口，一袋袋新鲜采摘出来的架

豆，被码得整整齐齐，准备运往周

边的农贸市场。

一座座院落错落有致，一条条

村道宽阔平坦，载着架豆的货车穿梭

在像公园一样的辛付村里。忙完棚里

的活，李珊珊又匆忙赶回家中，与老

人商量新房客厅软装设计的“扫尾工

作”。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但他脸上始

终洋溢着幸福灿烂的笑容。

临夏县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

高原过渡地带，平均海拔超过2200

米，曾是我国深度贫困地区。2013

年从湖北省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后，李珊珊创过业、打过工，却都

以失败告终。

“那时候一心想着走出大山多

闯闯，总觉得外面机会多。”李珊珊

表示，当时辛付村大多数年轻人的

想法跟他一样。

2020年，经过村上干部和家人

的反复劝说，李珊珊决定在而立之

年拼一把，返回家乡种植大棚。“我

没有种植经验，但政府有技能培

训。”李珊珊打开手机，展示着“辛付

村日光温室指导交流群”里的聊天

内容。“选种、育苗、施肥、采摘……

在群里，与种植相关的各类问题都

能随时提问，专家都是‘秒回’，这

只是线上的，线下镇上农技站的专

家们也会定期来给我们指导。”

辛付村包村组长齐永霞介绍，

近年来，辛付村大力发展现代高效

设施农业，流转土地 1300 亩，建成

高效节能温棚300座。“通过集中经

营、分散经营和农户自主经营的方

式发展温棚蔬菜。目前，全村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两年多的时间，李珊珊已经发

展成村上的种植大户，经营着12座

温室大棚，种植了架豆、西葫芦等

蔬 菜 ，每 座 大 棚 的 年 收 入 超 过

30000 元。“现在，周边一些老百姓

到他家棚里打工，每人每月能有

1000多元的收入，让一部分人实现

了就近就业。”齐永霞说。

钱包鼓了，生活好了，辛付村

老百姓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村子

的“颜值”也越来越高。“过年的时

候亲戚来串门，都找不到我家在

哪，变化太大了。”李珊珊说。

土桥镇党委书记鲁得强介绍，

近年来，通过一系列人居环境提升

项目的实施，辛付村已经初步实现

了公园式秀美村庄的建设目标。

“我们通过埋设污水管道、改造厕

所、安装路灯等一系列举措，积极

统筹推进棚户区改造和村容村貌

整治，提升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让老百姓能更好地安居乐业。”

鲁得强说，如今的土桥镇一点

都不土，辛付村也已成为名副其实

的“幸福村”。“未来，我们要在持续

大力发展种植产业的基础上，依托

辛付村环境美、离城近等条件优

势，发展乡村旅游，进一步拓宽群

众的致富渠道。”

去年，李珊珊把老屋翻修了，

装修正在扫尾。今年，他把两个儿

子分别送到镇上的小学和幼儿园。

苦尽甘来，李珊珊坦言，从未想过

辛苦付出换来的幸福生活如此甜

蜜。“下一步，我想发展电商，把我

的种植事业做大做强，挣更多的

钱，带动更多的乡亲增收致富。”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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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辛付村，也是“幸福村”！

·伟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