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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巨变
□ 罗帮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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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 通讯员 吴学贵 李克钊 鞠强

早春，迎着和煦的春风，游客董金
一家4口走进弥渡县密祉镇文盛街村。

该村是弥渡县近年来打造的小河
淌水·密祉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的主
要景点之一，它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秀
丽的景色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观光。

董金说：“密祉是个好地方，有很
多美景和特色美食，特别是密祉的豆
腐宴更是远近闻名。”董金口中的美
食——密祉豆腐，是大多游客尽兴游
玩密祉后难以拒绝的特色美食。

在位于文盛街村的古道食府农家

乐，笔者遇到前来品尝密祉豆腐宴的
吴国勋一家。“我们多次从南涧县过来
游玩，每次来都能看到景区发生新变
化，这次来密祉，发现村子的环境又大
变样了。”吴国勋一边品尝豆腐宴，一
边和笔者交谈，“来密祉好吃又好玩，
确实是个游玩的好地方。”

密祉镇村庄美、饭菜香、文旅兴、
日子甜，得益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推动乡村重塑。密祉镇积极整合
农业农村、水务、文化旅游等项目，聚焦
绿美村庄建设，通过实施水美乡村、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传统村落保护等项
目，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提升，带动乡村

旅游发展，点亮“小河淌水”文旅品牌。
密祉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服务中心

农业组组长李德华介绍：“乡村旅游的
兴起，带动了密祉镇餐饮业、旅居业及
特色产业的发展，拓宽了增收渠道，群
众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近年来，弥渡县深入学习推广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把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产业发展、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列为各级重点工作，制定了《弥渡县学
习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2023—2025年）》《弥渡县绿
美乡村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2—
2024 年）》，着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弥渡县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股
股长石岩凤介绍，弥渡县坚持示范带
动，把 12个行政村确定为“千万工程”
示范村，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快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以及乡村产业培
植、产业融合发展等重点工作，建成了4
个省级绿美乡镇、4个省级绿美村庄和
218个州级绿美村庄。“通过‘千万工程’
示范村的建设，带动全县 88 个村（社
区）的人居环境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进一步增强。”石岩凤说。

弥渡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 通讯员 杨国华

近年来，南涧县乐秋乡坚持把
党建引领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红色引擎”，
以“涧水之源 绿美乐秋”为主线，充分
发挥资源优势，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村集体和
群众“双增收”。

筑牢乡村振兴“桥头堡”。聚力提
升各级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服务
力，抓实村组干部优化调整，坚持选好
用活“领头雁”“带头人”，分类摸清乡
村振兴领域人才底数共计 8 类 78 人，
选优配强村级班子，将大学生、致富带
头人、退伍军人纳入后备干部库进行
培养。目前，全乡 7 个村储备后备人

才 198 人。充分发挥村级活动场所阵
地功能效应，搭建乡级培训平台，开展
党务、村级集体经济壮大、农村实用技
术等专题培训，提高村级组织自我保
障、服务群众、带动群众、推动发展的
能力。通过“党建+”，将村党支部“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同产业发展、
乡村治理等工作有机结合，全面提升
乡村干部履职水平。突出党组织在乡
村振兴工作中的引领作用，按照“两点
一环”的思路，以米家禄红兴村、麻栗
科普示范园为重点，以东升线、乐秋线
为主动脉，大力发展环线经济，将全乡
串联形成农文旅环线示范带。

增添乡村振兴“新动能”。以强村
富民为目标，紧紧抓住产业发展“牛鼻
子”，以养殖业大发展带动种植业结构

调整，采取“党建+公司+合作社+农
户”模式，着力培育“双红、三青、一特”
绿色富民产业。实施“红大+红花”轮
作，完成“红大”烟叶种植3850亩，烟农
收入达 1870.49 万元；红花种植 1.5 万
亩，实现总产值 2137.5 万元。种植青
梅5600余亩，年产量98.5万公斤，产值
197 万元；发展常规玉米青贮饲料加
工，引进企业完成青贮加工8000余吨，
玉米亩均产值增加1000元；建成米家禄
农特产品收储集散中心，采收季每天
收储转运青豌豆100吨以上，并将青豌
豆产业和“幸福小院”相结合，让有劳
动力的老人剥豌豆赚取“闲钱”。扶持
发展肉驴特色养殖业，探索“牧草种
植+肉驴（肉牛）养殖+青贮加工”的一
体化经营模式，打造生态复合工程延

伸产业链。
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以学

习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为契机，
以生态治理污水分类减量为目标，完
成 56 个自然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群
众生活质量显著提高、幸福感日益增
强。立足生态资源，以山水为媒，探
索“大产业+新主体+新平台”模式，通
过土地流转、入股等方式，盘活“路边
经济”，打造集培训、食宿、游玩、观
景、农产品销售为一体的“红兴经济”
商圈；推出采摘体验、林下烧烤、民宿
餐饮等乡村旅游综合项目，通过“党
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路径，
各村“抱团发展”，实现乡村旅游与特
色产业融合发展，做大做强集体经济

“大蛋糕”。

□ 通讯员 张林娇 杜钦 文／图

初春时节，药材飘香。眼下，祥云县
祥城镇箐中村的百亩续断喜获丰收，田
间地头人头攒动，村民们忙着采收、分拣、
晾晒，小小续断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

走进箐中村一组村民王宝家的续断
种植地，夫妻二人有说有笑地挥舞着锄
头，随着泥土被翻起，一根根粗壮圆润、
成色极好的续断根茎露出地面。

“我家种植续断有6年了，比起常规
的经济作物来说，收益还是可以的。”
王宝介绍，“今年我家种植了 4 亩，产量
和品质较往年都有提升，晒干后的亩产
约 200 公斤，按照去年每公斤 15 元的价
格，今年还是能卖1万多元。”

据了解，续断是一种中药材，也叫接
骨草，有较高的药用和经济价值，具有好
种植、易管理、成本低、耐干旱等特性，深

受种植户的青睐。
“续断在箐中村种植有七八年的时

间了，管理比较简单，收入也可观，还有
专门的收购商来村里收购，越来越多的
农户开始尝试种植。目前，全村种植面
积达175亩。”箐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谢文琼介绍，下一步，箐中村将培育
好产业发展的“土专家”和“田秀才”，示
范带动农户种植中药材，把中药材产业
发展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法宝”。

近年来，祥城镇立足资源优势和生
态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探索推广中
药材规模化种植。目前，该镇共发展续
断 370亩、重楼 940亩、红花 120亩、天冬
230亩、金银花 32亩、白芨 15亩，产值达
4000 万元左右，为乡村振兴添了一剂

“致富良方”。
▶ 箐中村村民收获续断。（摄于

2月12日）

祥云县祥城镇——

种下中药材 开出“致富方”

南涧县乐秋乡——

“党建+”点燃乡村振兴“红色引擎”

本报讯（记者 朱蕾 杨福寿） 2 月
20日上午，州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2025年第一次集体学习。

州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鹏主持并
讲话。

程鹏强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
习近平经济思想都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
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为大理州
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
了路径。要健全学习机制，深刻领会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
的科 学 内 涵 ，准 确 把 握 贯 彻 落 实 好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
对大 理 发 展 的 重 大 意 义 ，全 面 抓 好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
的学习，不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

程鹏要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
积极履职尽责，不断强化民主监督，坚
决落实挂钩包保责任，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着力提高协商议政质量，广泛凝聚
各方共识，把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成
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为助推
以洱海保护治理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
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学习中，王瑛、管金堂等作重点
发言。

州政协党组成员、不是党组成员的
州政协副主席，州政协各委室主要负责
同志、专职副秘书长等参加学习。

州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2025年第一次集体学习

岁月如流，离开永平县古富村的
老家已近 30 年。在这悠悠的时光长
河中，老家的最初模样在记忆深处时
而清晰、时而模糊。然而，得益于一
系列利好政策，老家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每次重回故土，都有耳目一
新的感觉。

曾经的老家，道路状况堪忧。那
弯弯曲曲的土路，是村民们出行的唯
一通道。晴天时，车辆驶过，尘土漫
天飞扬，行人走在路上，不一会儿就
灰头土脸；每逢雨天，土路就变得泥泞
不堪，一脚踩下去，鞋子和裤脚沾满了
泥巴。那时，出行对于村民们来说，是
一件既艰难又烦恼的事情。

但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国家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老
家的土路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
一条条宽阔平坦、连通家家户户的水
泥路。村民们告别了“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的日子。

居住条件的改善更是让人眼前
一亮。曾经，老家的房屋大多是破旧
的瓦房，历经风雨的侵蚀，显得摇摇
欲坠。而如今，瓦房已逐渐被一幢幢
崭新的洋房所取代。宽敞明亮的客
厅、温馨整洁的卧室、设施齐全的厨
房和卫生间，无一不让人感受到现代
生活的便捷与美好。许多家庭还在
房前屋后种上了花草树木，让房子与
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宛如世外
桃源。

生 态 环 境 也 在 悄 然 发 生 着 变
化。在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推动下，
村民们积极参与植树造林，经过多年
的努力，昔日的“光头山”重新披上了

绿装。森林植被恢复，生态环境改
善，林中丰富的资源也为村民们带来
了额外的收入。每到雨季，村民们纷
纷走进山林采摘野生菌，这些大自
然的馈赠在市场上价格不菲。林中
还生长着许多珍贵的中药材，如天
麻、茯苓、重楼等，村民们在保护生
态环境的前提下，合理地采挖和培育
中药材。

经济的发展是老家变化的重要
支撑。过去，村民们大多以传统农业
为生，收入微薄，生活拮据。随着农
业产业的大力发展，老家因地制宜发
展起了核桃种植产业。如今，老家人
均拥有 2 亩核桃，核桃树成为了村民
们的“摇钱树”。每到核桃成熟的季
节，村民们便忙着采摘、晾晒、加工核
桃，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些优
质的核桃不仅在国内市场上广受欢
迎，还远销海外市场，为村民们带来
了丰厚的收入。

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下，老家也紧
跟时代步伐。家家户户都通上了无
线网络，信息畅通无阻。村民们通过
手机、电脑等设备，及时了解国内外
新闻资讯、农业技术知识、市场动态
等。网络的普及，让村民们的生活变
得更加丰富多彩，也为农村经济的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老家的变化，离不开国家的好政
策，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更
离不开村民们的辛勤奋斗。在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下，我相信老家的未来
会更加美好。我期待着再次回到老家
时，能看到更多令人欣喜的变化，能感
受到家乡更加蓬勃的发展生机。

老鼠斑（驼背鲈）
分布于西太平洋海域。幼鱼多出现在潮池中，成鱼活动于较深水域，性情

凶猛、机警，属肉食性鱼类，以小鱼及小型底栖性无脊椎动物为食。

巍山县南诏镇南山村蔬菜规范
化种植基地一角。（摄于2月18日）

近年来，巍山县依托特色农产
品发展优势和坝区良好自然气候优
势，通过坝区带动山区发展蔬菜种
植，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通讯员 陆向荣
赵雷梦怡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