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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23日至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率全国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江苏、山东检
查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全面有效实施土壤污染防
治法，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依
法做好土壤风险管控和修复工作。

检查组深入江苏连云港和山东
日照、威海、济南等地田间地头、企
业、园区、建设工地，就农用地和建
设用地污染防治、土壤取样监测、土
地综合利用、企业污染物排放及责
任落实情况进行实地检查。栗战书

说，江苏、山东两省认真贯彻实施
土壤污染防治法，狠抓“土十条”
部署重点任务的落实，土壤环境质
量总体稳定，污染加重趋势正在得
到遏制，净土保卫战取得成效。

在威海，栗战书主持召开专家
座谈会，围绕土壤污染防治标准体
系建设、风险管控保障措施、技术
支撑、监督责任、信息公开、执法
队伍和能力建设等进行交流，听取
意见建议。栗战书指出，土壤污染
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地
域性、长期性等特点，污染一旦发
生，治理修复的难度大、周期长、
成本高。搞好土壤污染防治，要坚

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预防为
主、保护优先，对可安全利用土地
也要因时因地因情因需有序有效开
展修复治理，力避形式主义、盲目
“一刀切”，造成无效投入。在搞
好土壤污染普查、摸清底数的基础
上，按照法律规定，实行严格的分
类管理，首先是采取强有力措施防
止污染面积扩大和程度加重，坚决
杜绝新的污染，依法做好风险管
控。对没有污染的土地切实做好规
划、加强保护；对已经污染的土地
要依法进行修复治理，在确保安全
的情况下利用；对重污染地块要严
格管控，有的就是要“封冻”在那

里，绝不能出现任何危害人民群众
健康安全的事件。

在济南，栗战书主持召开执法
检查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的情况
介绍和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他强
调，制定好一部法律不容易，实施
好一部法律也不容易。要全面有效
实施土壤污染防治法，抓住重点，细
化措施，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防
治工作。一要严格落实法律责任，对
照法律条文，履行各自职责；二要进
一步完善标准体系建设，推动防治
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三要建立政府
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保障机制；四要
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技术研发，提供

有效的技术支撑；五要加强执法队
伍、执法能力建设；六要依法强化监
督责任，形成监督合力。

检查期间，栗战书考察了新亚
欧大陆桥东端起点，参观了胶东
（威海）党性教育基地刘公岛教学
区，并到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调
研。栗战书希望江苏、山东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两省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新发
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加强自主
创新，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
的新机遇新挑战，推动形成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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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相向、绿水逶迤，鳞次栉
比的村舍依山傍水，参差错落。丽
日蓝天下，美丽的中郝峪村宛若世
外桃源，镶嵌在绿水青山中。

这个位于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
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曾因地理位置
偏僻、交通不便而长期贫穷。2003

年，这里的多数村民仍“靠天吃
饭”，年人均纯收入才2000元。

没有人料到，这个村庄竟会与
“股份”“公司”“模式”这些字
眼相连。

好风景带来好“钱景”

2003年，中郝峪村村支书赵东
强自筹资金1万元作为旅游业户的
奖励扶持资金，当年夏天，5户农
家乐正式开业。开始生意红红火
火，当年便收回了投资成本，每户
还得到了2000元的扶持奖励。

然而，就在农家乐刚有点起色
的时候，村民间开始恶性竞争，互
相压价。“你40元，他30元，我20

元，甚至有的可以白吃白住。”赵
东强说，恶性竞争与无序管理使得
农家乐开始走下坡路，短短 6年
间，村里的农家乐陆续关门停业。

刚做起来的农家乐眼瞅着就要
黄了，这时回乡青年赵胜建提出了
公司化集体运营的想法，让农家乐
业户联合起来，把全村资源按照评
估办法整合、入股成立旅游开发公
司，劳动力、闲置房屋、山林、菜地、
果园等有价值的东西都合法流转，
由村民选出的评估小组统一评定股
份，资源变资产，村民变股民。

2012年，淄博博山幽幽谷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成立，80后赵胜建任
公司董事长。

也是这一年，中郝峪村探索出
“公司运作+单体承包+村民入股”
的发展模式。公司负责全村旅游项
目开发和运营，所有游客的接待、
分配和价格全部由公司统一安排、
制定和收取，所有收入当天公开，
杜绝了业户之间竞相压价，恶性竞
争。公司运营的项目，全部承包给

村民，村民按照指定价格、经营标
准，负责搞好接待、服务等工作。

“现在一到周末房间都预定不
上，我这一套小院一晚880元，440

元交给公司，剩下都是自己的，一
年轻轻松松挣七八万块钱。”村民
孟凡云言语中洋溢着幸福的滋味。

2019年，中郝峪年接待游客人
数突破23 . 8万人次，全村综合收入
达到3500万元。

以模式入股输出全国

而今，实现了致富梦的中郝峪
人又把成功的种子播撒到全国。可
复制、可推广的“郝峪模式”在河
北、内蒙、重庆等全国27个村落地
生根，1000多个村先后到中郝峪村
学习考察。

内蒙古赤峰市雷营子村就是其
中之一。2017年上半年，雷营子村
多次派人到中郝峪村学习其先进的
经营理念。为了将“郝峪模式”
“复制“到位，他们又和中郝峪村
达成合作协议，由公司派出专业的

推 广 团 队 ， 到 雷 营 子 “ 传 经 送
宝”。

雷营子村距离赤峰市区约75公
里，地广人稀，全村东西绵延17 . 5

公里。经过大半年的运作，中郝峪
村派出的推广团队帮雷营子村建起
了开心牧场、真人CS、高空拓展、
手工体验区等，手把手教村民怎么
营销、怎么做市场，村民的眼界越
来越开阔。

2017年8月20日，推广团队帮助
雷营子村策划的首届赤峰市乡村旅
游文化节成功举办。几天时间里，
一年到头见不着几个生人的雷营子
村涌进了3万多人。2019年雷营子村
旅游收入达到116 . 8万元。

与此同时，重庆市丰都县的莲
花洞村、石柱县的华溪村也与中郝
峪村进行了合作。中郝峪村与华溪
村联合成立乡径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中郝峪村组建团队进驻华溪
村，对农家乐实行统一培训、统一
管理，提升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

莲花洞村的廖长贵是当地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现在我们农家乐

一天营业额近万元，周末更高一
点。中郝峪模式引进后，我们的收
入翻了近十番。”

无数村庄的旅游资源因为“郝
峪模式”被盘活，而中郝峪村也因
此获得更持久的收益。8月25日，正
在石柱县中益乡进行乡村旅游运营
的赵胜建说：“和我们合作的一些
村子中，我们以模式入股，合作运
营，模式发挥效应之后，中郝峪可
以获得更长远的收益。”

“分”与“合”中有智慧

“郝峪模式”为什么能引来如
此多的借鉴者？优势何在？

从农家乐、民宿到发展为景
区，中郝峪村探索形成了“1+2+3”
的乡村振兴模式。赵东强介绍说，
“1”是以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
改革为主体，全面实施公司化运
营；“2”是突出抓好乡村旅游和
美丽乡村建设两大引擎；“3”是
建立健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人
才振兴三大保障机制。

“郝峪模式”体现着“分”与
“ 合 ” 的 智 慧 。 由 “ 分 ” 而
“合”，股份制的实行，让村民们
真正意识到不论吃住在谁家，赚的
钱全村人都有份，村民开始享受合
作带来的红利。

而此时的“合”仍不乏“分”
的影子，即充分鼓励和尊重每户农
家乐的经营特色。每户农家乐根据
整体档次，依照地方旅游部门的标
准评定不同星级。每家的招牌也不
一样，有的靠窝窝头味道正宗，有
的靠山野菜品种齐全。靠特色招牌
饺子，村民郑芹经营的农家乐每年
可留住几百人的固定客源。

中郝峪村的乡村旅游，从初期
的单一观光农业，逐渐形成集规模
化种植、农副产品制售业、旅游、
休闲、娱乐、服务于一体的“新六
产”发展格局，乡村实现了从贫困
村到富裕村、小康村的美丽嬗变，
乡村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乡村旅游“郝峪模式”走向全国
“分”与“合”避免了恶性竞争，“模式输出”获得长远收益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陈颖

说到开农家乐的收入，村民笑得合不拢嘴。

整洁美丽的农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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