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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余载寒来暑往，

三代高西沟人将这片曾

经林木稀疏、风沙肆虐

的黄土高原，变为3300

亩人工林地。其中生态

林2300亩，果树、梨树、

枣树、杏树、葡萄等经济

林1000亩，全村林草覆

盖率达70%。

从陕西省米脂县银

州街道高西沟村龙头山

眺望全村，满头银发的

村党支部书记姜良彪思

绪万千。他向记者细数

着高西沟村殷实的“家

底”——一面山上松、柏、槐、榆、柠条连

绵不断，另一面山上成片的苹果树错落

有致。

从1953年起，高西沟村村民通过锲

而不舍的奋斗，创造出土地利用“三三

制”模式，将一个生态环境脆弱、植被稀

疏、水土流失严重的穷困山村，变成了山

清水秀、旱涝保收的“陕北小江南”。

什么是高西沟经验？高西沟经验又

意味着什么？从三代人、四届党支部班

子的“绿色接力”中可以找到答案。

征山治水
创造黄土高原生态治理奇迹

高西沟村面积4平方公里，有山峁

40座、沟岔21道，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

丘陵沟壑区。这里90%以上的耕地坡度

在20度左右，曾经植被稀少，土地瘠薄，

水土流失严重。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为了甩掉贫

穷落后的帽子，勤劳勇敢的高西沟人，凭

着满腔热血和一双铁手，战天斗地，征山

治水，将一个荒芜贫瘠的穷山沟建成山

清水秀的“陕北小江南”，创造了黄土高

原生态治理的奇迹。

1962年，《人民日报》以《山区生产

的生命线》为题报道了高西沟村水土保

持治理经验，并以头版社论评价高西沟

村是“群众自办水土保持的范例”；1965

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大寨式先进典

型”，被中共西北局授予“西北农业红旗”

称号；2012年，村党支部被中组部评为

“全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

几十年来，高西沟人咬定青山不放

松，一代接着一代干，在巩固生态治理成

果的基础上，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先后实

施了“五改”工程、“三清三治”行动，村容

村貌发生了质的飞跃。

现如今，高西沟村在绿中，房在园

中，人在景中。2018年，高西沟村被评

为“国家水利风景区”；2019年，被评为

“国家森林乡村”。

翻开高西沟村的奋斗史，几十年来，

四任村班子带领村民坚持治山治沟、封

山禁牧、综合治理，铺展开一幅美丽的绿

色画卷，全村林草覆盖率目前已达70%。

薪火相传
历史蜕变下的“三二一”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高西沟与时俱进，不

断创新发展，从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土地

利用结构入手，逐步把“三三制”模式发展

为“三二一”模式，即将林、草、粮的用地比

例由原来各占三分之一调整为3∶2∶1。

“苹果是个金蛋蛋。”高西沟人知道

延安地区的洛川苹果好，村上拿出路费

盘缠，到洛川学习果树栽培和管护技

术。2006年，姜良彪参加了一次农业技

术培训会，听延安市洛川县一名村党支

部书记分享当地发展苹果产业带动村民

增收的经验。“人家村子苹果种得好，村

民人均年收入上万元，我们能不能拜师

学艺？”姜良彪有些动心。

2007年，高西沟开始尝试种苹果

树，村民剪枝、套袋，更新改造老果园

……不出几年，红彤彤的果子挂满山头，

高西沟人尝到了甜头。

高西沟现有果园1000亩（其中山地

苹果800亩，梨、杏、葡萄等200亩）。800

亩果园已进入盛果期，年产量达800吨。

近年来，高西沟认真践行绿色发展

理念，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狠抓小杂粮和

林果两大特色产业，配套发展多种经营，

通过支部引领、合作社带动、电商销售等

方式，多渠道增加群众收入。

高西沟驻村第一书记常静介绍，

2021 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8860元，比全县平均值多出4378元。

接续奋斗
践行绿水青山造福人民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高西沟村在

60余年的治理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生态

与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之路，其创造的

绿色奇迹正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西沟作为榆林

市乡村振兴标杆村，深入贯彻“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按照“绿色低碳田

园美、生态宜居村庄美、健康舒适生活

美、和谐淳朴人文美”的标准，着力在基

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文明乡村发

展上求突破，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美

丽乡村建设之路。

姜良彪表示，下一步，村上将逐步把

空白地、退耕地全部栽种常绿树种和景观

树种，不仅实现绿化，还要实现美化，在提

高产业发展水平方面，将对现有苹果园

进行提质增效，从技术方面提升高西沟

山地苹果、小米

杂粮品质，大力发

展绿色有机农业，

打造高西沟山地

苹果、小米杂粮品

牌，坚定不移贯彻

“两山”理念。

走进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高渠

村，看“3+N”庭院经济让小菜园变

“致富园”。

在米脂县，很多农户房前屋后都

有个自家的菜院子，虽然看着不起

眼，但它却成为了老百姓的“致富

园”。2020年，米脂县通过积极谋划

设计，推动“庭院经济”，让农家院的

绿色产品直接走向市场，给农户带

来了可观的收入。

绿树阴浓夏日长，小院庄稼长势

旺。走进陕西榆林市米脂县高渠

村，村民们正忙碌着打理自家菜园。

在极具陕北特色的农家小院里，

女主人杜凤莲刚从菜园里摘回甜

瓜，在水龙头下麻利地清洗。“现在

政府鼓励发展‘庭院经济’，我这房

前屋后都种了菜，别看院子不大，我

们种上了西红柿、辣椒、茄子等各种

各样的蔬菜。不仅能节约一大笔家

庭开支，还能售卖赚钱。”杜凤莲手

上忙碌着，拉开了话匣子。

去年开始，杜凤莲和家人利用自

家房前屋后的闲置土地发展庭院经

济，家庭年收入最高曾达10万元左

右。在她的影响带动下，村里其他

农户也陆续开始发展庭院经济。

2022 年以来，米脂县鼓励和支

持农户以庭院为载体，以家庭为单

元，发展种植、加工等不同类型的庭

院经济，把小庭院做成菜园子、果园

子、加工坊等，实现多种经营方式融

合发展。

此前，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

兴局印发《关于鼓励引导脱贫地区

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的指导意见》，

提出要从特色种植、特色养殖、特色

手工等方面入手，利用自有院落空

间及资源资产，支持农户高质量发

展庭院经济。

发展庭院经济，促进农民

增收，是米脂县近年来因地制

宜打造的乡村振兴新模式。充

分利用房前屋后闲置土地，盘

活庭院资源，以“生态优先、农

民主体、因地制宜、梯次推进”

的原则，积极引导村民发展庭

院经济，使农村房前屋后的“方

寸之地”变成了“创收之所”。

灵活多样的庭院经济不仅

能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也能延

伸农业产业链，助力产业发

展。村民们纷纷在自己的房前

屋后的“一亩三分地上”作出了

“大文章”，让闲置的院落绿起

来，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

说起农村庭院，眼前总会

浮现压水井、烧火灶、大枣树等

形象。实际上，如今的农村庭

院早已不局限于此，展现出更

丰富的形象和内涵。走进米脂

县高渠村，一个个干净整洁、美

丽精致的农家庭院，一畦畦瓜

果蔬菜，高低错落，将庭院装扮

得犹如花园一般。

村民李润梅说：“以前院子

里面放了很多杂物，又脏又

乱，现在大家都比着把院子收

拾干净，不仅种菜，还种了很

多花花草草，农村环境越

来越美了。”

通过高质量发展庭院

经济，高渠村实现了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综合提升。不仅拓宽

了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提

升了区域生态治理水平，

而且还能很大程度上改善

村庄人居环境。

米脂县乡村振兴局派

驻高渠村第一书记折思远

介绍，发展庭院经济的实

践有效破解了3个难题。

一是破解脱贫群众收

入增速较慢的难题。通过

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激

活庭院各类资源和发展潜

力，发展特色庭院产业，有

效拓宽增收渠道，特别是

增加脱贫群众收入；

二是破解了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的难题。通过建

设绿色庭院、美丽庭院，以

点带面，以量变促质变，推动提升镇

村全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

三是破解了群众参与乡村振兴

动力不足的难题。乡村振兴是全体

农户共建共享的乡村振兴。通过典

型示范带动，激发“眼红病”，让村民

主动投工投劳，改造提升庭院，发展

庭院特色产业，既鼓足了钱袋子，又

美化了新院子，更增添了精气神。

庭院经济以其形式多样、适应

性强的特点在我国传统农业经济

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房前

屋后，果树环绕，户户有项目，家家

有收益……如今，庭院经济悄然走

进了米脂县的千家万户，在乡村振

兴路上奏响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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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西沟村党支部书记姜良彪介绍村产业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