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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十年奋进 旅居大理

□ 记者 张婧怡

位于祥云县禾甸镇东部的七宣村，
藏在云海山麓间，因其古朴秀丽的自然
风貌和独特迷人的民俗文化被人们所
知。村庄依山傍水，房屋依山而建，错
落有致，村内鹅卵石步道、古树群、溪流
与星罗棋布的古建筑遥相呼应，土墙青
瓦、古木参天、鸟啼鸡鸣、流水人家，每
年“哑巴节”吸引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土
陶制作的技艺留住异乡人的脚步……

近年来，七宣村通过弘扬非遗、注
重绿色保护、加强乡村治理，积极探索
出“政府主导+村民主体+市场参与+团
队运作”的发展模式，盘活乡村闲置资
产资源，发展乡村旅居产业，积极打造

“民俗文化+小院旅居”文旅融合发展的
乡愁示范村。目前，七宣村的“新村民”
来自上海、广东、福建的居多，一半发展
一半旅居，短则住一个月，长则住一年
之久。2023年 7月至 2024年 7月，这个
仅有 67户农户的小村庄共接待旅居客
500余人。

探索乡村发展模式
激活村级集体经济

七宣村一直以来以乡村旅游发展
为主要思路，坚持政府主导，充分调动
村民参与示范村创建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形成政府、社会力量和村民
共建共创的氛围。七宣村 67户农户以
入股形式建成“柳下餐厅”，村民自发开
展餐饮服务、文化演出、农产品销售等
活动，实现了集体运营、效益共享。引
入禾甸商会投资 500 万元积极开发旅
游公厕、民宿、智慧停车场等项目，切实
提高旅游设施配套。聘请专业团队（乡
村CEO）运营合作社集体资产，负责村
庄核心区产业规划、招商引资、资产管
理、市场经营等工作，吸收具有市场思维
的“新村民”到村发展，赋能人才振兴。

通过村民自建和吸引社会资本入
驻，将民宿、餐饮、康养等业态与闲置的
传统院落相结合，七宣村半数以上的村
民通过餐饮、住宿、表演、农特产品生产

销售等形式参与到乡村发展中，户均年
增收 2000 元，村集体年增收 8 万元，实
现村集体增收、产业人才发展与乡村全
面振兴“双向奔赴”。

盘活闲置村落资源
发展小院旅居产业

七宣村通过建立集体经济平台共
建、利益共享的体制机制，探索将村级
有偿收回的闲置老院子、废弃的集体公
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资产
的路径，全面盘活村内闲置的小院、传
习所、图书馆、餐厅、祖鼓房、公房等村
集体资产；将传统民居保护发展模式划
分为搬迁类与特色保护类两类，通过议
定的机制保护村民原本自然的生活场
所和环境，让乡村保留特色的同时，引
入优质商家来开发小院经济，鼓励村民
开展庭院经济，让庭院经济在古民居里
散发光彩。

七宣村盘活村闲置宅基地和建设
用地发展集体经济的机制已初步形
成，将土地资源转化资产意识得到村
民广泛认同，目前，已完成村内 20 余
套闲置院子改造、修缮，吸引 500 余
人前来投资考察，同时，引导村民灵
活多样参与业态经营，动员 16 户 25
宗约 2876 平方米的农户闲置宅基地、
闲置小院纳入到村集体合作社统一对
外招商。

优化配套服务设施
完善乡村旅居环境

七宣村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先后投资 1000 余万元，实施道路硬
化、排污管道建设、村容风貌整治、传习
所修缮，新建哑巴文化广场、游客服务
中心、最美公共文化空间等项目，并实
施了农宅统规集中安置点建设、农村危
房改造，乡村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营造文艺气息浓厚的乡村旅居氛围，对
村内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古村特色建筑
文化等全域资源进行整合，采取以“农
耕文化+民俗文化”为魂、“田园风光+
山野轻奢”为韵、“村落民宅+休闲旅居

康养”为基的村庄发展模式，打造山野
轻奢小院经济业态点，壮大刺绣、土陶、
歌舞队等民俗技艺体验区，建设伴山旅
游民宿，结合村内康养步道、露营地、公
共文化空间、艺术家第二居所等空间打
造少数民族古村落休闲旅居康养点，吸

引省内外中高端休闲旅居康养流量体。
目前，村内已建成民宿 6 家、瑜伽

培训室 1 家、咖啡屋 1 家、书吧 1 家、特
色餐饮 2家，村内现有旅居小院入住率
均在 90%以上，且旅居客自带流量，直
接带动就业30余人。

本报讯（通讯员 周盛朝） 永平县
强化惠农资金兑补，认真落实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和农业综合保险入保工作，不
断加大耕地使用情况的核实力度，有力
保障粮食作物增产增收。

2024年，永平县完成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兑补 2247.08 万元，涉及 40325 户，
补贴面积 35.40 万亩；农机购置补贴资
金涉及农户 2270 户，补贴机具 2404 台
套，补贴资金 298.819 万元；水稻、玉米

种植业保险投保 10.68 万亩，全县育
肥猪、能繁母猪养殖业保险投保 3.55
万头。

永平县各项惠农资金补贴款的及
时发放，切实减轻了种植养殖农户的
负担，缓解其购买生产资料的压力，提
高了其发展种植养殖业的积极性，保
障了农户收入的稳步增长，让农户们
切实感受到了国家惠民利民政策所带
来的实惠。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 通讯员 李瑞

近年来，南涧县乐秋乡聚焦产业发
展，聚力富民增收，着力推动乡内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多路径壮大集体经
济、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

探索牧光互补，发展绿色经济。流
转农户闲置宅基地，投资225万元，实施
装机容量 252.96 千瓦的乐秋乡问六大
村牧光互补项目，实现“板上发电、板下
养殖”的绿色发展模式，该项目 2024 年
11 月并网发电，预计年收益 11 万元以
上。探索“牧草种植+光伏发电+肉牛养
殖+青贮加工”一体化产业发展模式，在
米家禄村委会河边队村装机容量450千
瓦的光伏发电站，下方建设牛舍和青贮
饲料加工厂房，并通过养殖业带动青贮
玉米种植2000多亩，加工青贮饲料8000
余吨。

深化农文旅融合，培育“美丽经
济”。以米家禄村委会红兴村、麻栗村
科普示范园为重点，进一步招商引资、
盘活土地资源，深化农文旅融合。引进
南涧切格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
合作开发切格（无量山）野奢帐篷营地，
推出露营、帐篷酒店、林下烧烤、山地卡
丁车等项目，实现年租金收益6万元，带
动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投入 200 万

元在麻栗村建设上箐乡村旅游示范点，
打造精品民宿，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租
金收益 6 万元以上；引进云南庆秋庄现
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庆秋庄生态
农业庄园，现已建成温室大棚发展草莓
等特色水果种植，着力打造赏花、摘果
的休闲观光农业，实现年租金收益 1.5
万元。

培育“双红、三青、一特”产业，推进
农业经济发展。坚持“党建+公司+合作
社+农户”发展模式，着力培育“双红、三
青、一特”绿色富民产业。培植“双红”
产业，实施“红大+红花”轮作，2024年完
成红大烟叶种植 3850 亩，收购烟叶
10000 担，烟农收入达 1870.49 万元；红
花种植 1.5万亩，总产量 22.5万公斤，总
产值 2137.5万元。培植“三青”产业，依
托“一村一品”发展青梅种植，目前，全
乡种植青梅 5600 余亩，挂果 3000 亩，总
产量98.5万公斤，总产值197万元；引进
企业发展青储饲料种植加工；将青豌豆
种植和“幸福小院”管理结合起来，用好
留守劳动力，促进 100 余位当地留守老
人、13 个本地青壮劳动力就地就近就
业。扶持发展肉驴特色养殖，探索“牧
草种植+肉牛（肉驴）养殖+青贮加工”的
一体化经营模式，推动农业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

祥云县七宣村——

打造“民俗文化+小院旅居”的乡愁示范村

引入瑜伽培训。 （本文图片由大理州文旅局提供）

对村内闲置房屋进行改造。

永平县强化惠农资金兑补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南涧县乐秋乡——

探索产业融合发展
蹚开富民强村路径

巍山县南诏镇文笔村委会小川村
村民罗金水在编织竹编产品。（摄于
2024年12月30日）

近年来，巍山县南诏镇坚持党
建引领，积极打造“一村一品”特色
产业，不断培育发展手工编织、休闲
观光农业等新兴产业，促进当地农
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通讯员 赵雷梦怡 摄］

丁公鱼
热带和亚热带暖

水性近底层鱼类，它们
常生活于沙底、石砾底
或礁石附近的沿岸浅
海区，可生活于咸淡水
或海水中，肉食性，以
小型底栖无脊椎动物
为食。

魔鬼炮弹
热带珊瑚丛常见

暖水性鱼类，栖息在礁
区水流强劲处，性情胆
小，游速较慢，夜间栖
洞而居，属肉食性，以海
绵及浮游生物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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