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生异石似金梭，欲织银苍水上波”，金梭岛，这座洱海最大的岛屿，正在谱写新时代的共富新
篇。通过创新性的合作社发展模式，金梭岛实现了从传统渔村到文旅胜地的华丽转身——124 本鲜
红的股权证，让村民变股东；800 万元年度分红，见证共享发展成果；50 万人（次）旅游年接待量，彰
显转型成效。从“各自撑船”到“同划大桨”，从“靠海吃海”到“靠海护海”，金梭岛的实践生动诠释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共富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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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社员喜笑颜开。

游客在“龙宫”景区门口排队进入。

游客到达金梭岛正在下船登岛。

重庆游客王颖和男朋友在金梭岛拍照留念。
金梭岛。（无人机航拍照片）

从渔舟唱晚到文旅共富
——金梭岛的“织梦”之路

□ 记者 李迪 刘泉 文／图

“今年分红总额800万元，比去年增
加300万元。”

4 月 3 日下午，在金梭岛渔民旅
游产业专业合作社分红大会现场，村
民施林把刚发到手的厚厚一叠现金
小心放入布袋里，“直接把钱带回家，
我今天太高兴了！”礼花纸屑在他头
顶炸开一片彩色花雨，来参与分红的
社员们个个喜笑颜开。这个曾因禁

渔令陷入困境的孤岛，如今已然是另
一番模样。

为了防止洱海渔业资源枯竭和洱海
水质恶化，2012 年开始，洱海实施季节
性封湖禁渔，到 2017 年，洱海实施全年
全湖禁渔。“打渔”这条祖祖辈辈赖以
生存的老路，在生态保护的铁律前彻
底走到了尽头。禁渔前，金梭岛村民
80%的收入来自渔业，虽不富裕，但也

不愁温饱，禁渔后，大家被迫走上了离
岛求生的打工之路。

“以前村里只有一条摆渡船，除
了偶尔有走亲戚的人上岛，平时没什
么人进来”，在“渔二代”张涛的记忆
里，岛上的生活是清苦的、隔绝的，他
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和父母一起打渔，
他没想过走出去，也不知道除了打渔
还能做什么，“在外面几年，工作换来

换去像在梦游，收入不稳定，也没攒
下什么钱。”

张春富当兵退伍回到家，发现自己
日思夜想的家乡几乎成了“空心村”，祖
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渔船、渔具已经全部
不见踪影，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
只能再次离开家乡外出打工，“当时
岛上几乎只剩下老人和小孩，能干活的
全部出去打工了”。

禁渔之后：小渔村面临困境

一个“逆行者”带来了转机。“当时
的村委会主任赵成说服了我，在外面
只是给自己赚钱，回来发展，是能带着
父老乡亲一起致富的好事。”早年就外
出做生意的张春炼在一次回家探亲的
时候，得知了村里面临的生存困境，他
思索再三，决定放弃城里的生意回乡
创业。

“最大的困难就是大家没有信心”，
在成立合作社之前，张春炼用了一个星
期挨家挨户作动员，都被委婉拒绝，最
后只有13户愿意入股，其中8户还是自
家亲戚。大家勉强凑出了200万元的启

动资金，没想到又在注册登记的环节遇
到了难题。

根据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
业合作社法》（2007 年版本）的规定，要
求合作社业务必须与农业生产经营相
关，虽然并未明文禁止第三产业，但在
某种程度上来说，以旅游服务为主要业
务的合作社不合法。“国家工商总局注
册司的领导来岛上调研后，就和州市领
导共同开会研究，决定把金梭岛设为一
个先行试点”，张春炼说。终于，大理市
金梭岛渔民旅游产业专业合作社于
2012年9月13日注册成立，成为了云南

省首家以“农业+旅游”模式注册的合作
社，在政策模糊期探索出了一条合法路
径，为后续修法提供了实践样本。

“200万是远远不够的，最初大家都
是义工，没有工资，熬了一年多才勉强
有些收入，直到2017年合作社才平稳发
展起来”。既然发展合作社困难重重，
为什么不选择其他路径呢？张春炼
有自己的坚持，“如果注册公司，就算
把这个事业做起来，也和当地老百姓
没什么关系。我们一开始就下定决
心，要拉着大家一起做事，一起发展，
一起受益。”

依托金梭岛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
厚的白族文化，合作社打造了渔业文化
展示、白族三道茶、白族歌舞表演等特
色项目，并对玉龙宫溶洞进行保护性开
发，还创造出了以“南诏渔宴海八碗”为
代表的饮食文化，有效提升了金梭岛的
旅游吸引力，目前，金梭岛每年接待游
客达50万人（次）。同时，合作社不断延
伸产业链，目前已成立了4家子公司，包
括数字传媒、文旅运营、汽车租赁和旅
行社，合作社社员达到124户，金梭岛近
半的村民都是社员，2024年合作社营业
总额约1700万元。

“当时他主动让出了自己的一部分
股权给我，给足了我信心和动力。”有了
发小张春炼的承诺，在外打工的张春富
回到金梭岛加入合作社，还成了理事长
助理。“每个月有工资，又能把家里照顾
好，每年还能享受分红，比起以前，幸福
指数有了质的飞跃。”

既是股东又是员工，合作社 80%以
上的社员都拥有这样的“双重身份”。

合作社成立13年来，一直按照入社

自愿、退社自由、地位平等、民主管理、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以对合作
社发展的贡献大小来确定股权比例，
同时发动社员参与经营管理，获得双份
收益。为了鼓励更多村民加入合作社，
理事长张春炼主动稀释了手中的股权，
他的持股占比从最初的 68%，到现在只
有13.6%。

张涛在外辗转几年后也回到金梭
岛，在合作社里找到了一份后勤管理的

工作，现在他每天规律上下班，一家人
在一起安安稳稳地把日子越过越好，

“我们两口子都在合作社领工资，父母
在合作社的入股分红一年比一年多，全
家人的生活都比以前好。”

金梭岛目前有 632户1669人，常住
人口1200多人，金梭岛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张问军介绍：“村里60%的人都
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实现了就地就近就
业，2024 年，人均收入约 19800 元，村集

体收入比2023年增加了30万元左右。”
此外，合作社还积极支持村里的卫

生、教育等事业发展。“学校无论遇到什
么困难，只要找到合作社他们都全力帮
我们解决”，金梭岛完小是岛上唯一的
一所学校，现有学生 73人，校长赵国荣
介绍，“学校老师不够，合作社帮忙从外
面聘请了 2名代课教师并支付工资，还
出资帮助学校进行球场、绿化等建设，
让校园环境上了一个档次。”

“各位游客请排好队，我们将进入
龙宫景区。”每天上午 10 点左右，金梭
岛就开始热闹起来，摆渡游轮往返穿
梭，链接起一批批旅行团游客和金梭岛
的短暂缘分。像王颖和男朋友这样自
驾到金梭岛旅游的还属于“小众”群体，
他们从重庆来到大理旅游，在做攻略的
时候，王颖专门给这个相对“冷门”的地
方预留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我们就是
特地来感受这种本土的生活，这里很
美也很宁静，希望以后能来这里居住
更长时间。”

来自福建的徐飞龙是最早在金梭
岛实现定居愿望的人之一，2013年他在
去双廊的路上偶然看到这个小岛，进来

逛了一圈，他立刻决定把原定开在双廊
的客栈，落地金梭岛。“这个岛是独一无
二不可复制的，真正喜欢安静的人才会
进来，这也自然区分出了我们的客户群
体。”在这里生活了 12 年的徐飞龙已经
把自己当成了金梭岛的一分子，“岛上
有什么活动我都会参与，哪家有红白喜
事我也会去，感觉自己和原住岛民没什
么差别。”

“我们准备订婚了，以后我还打算
把父母也接过来”，来自黑龙江的姑娘
张思琪才到金梭岛一年多的时间，她不
仅找到了工作，还找到了爱情。她的男
朋友就是金梭岛的村民，也是和她坐对
桌的同事。

大理市贝丘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是合作社的一家子公司，目前有像
张思琪这样的12名年轻员工，他们来自
五湖四海，最初被金梭岛的秀丽风光吸
引，如今因共同的创业梦想扎根于此。

“理事长就是我的‘天使投资人’”，
公司负责人刘擂来自重庆，2023年他带
着技术和创意来到金梭岛，他提出的景
区数字化转型和张春炼的想法是“瞌睡
碰到枕头”，两人一拍即合，由合作社出
资成立子公司，开启了金梭岛文旅数字
化转型的新阶段。“公司将从数字营销、
智慧旅游、旅游数仓三个维度来赋能
金梭岛旅游产业提质升级，目标是在 3
年内孵化出一个‘数字文旅+在地文

化+低碳经济’的标准化模型。”
在金梭岛创业 2 年，这里安静的环

境和包容的氛围逐渐治愈了刘擂在大
城市快节奏生活里积压的抑郁和困惑，
他打算长期定居金梭岛，用自己的所长
来回馈这个“第二故乡”。“比起别人叫
我新大理人，我更愿意别人叫我新岛
民，我希望金梭岛越来越好。”

目前，金梭岛上已有40多户外来人
口在岛上开客栈、开餐馆，“从最初无人
问津到现在人潮涌动，看到这样的变化
我很欣慰，不论是外地人还是本地村
民，大家能够和谐融洽地生活在一起，
有欢声笑语，这是我一生奋斗的动力。”
张春炼笑着说。

破冰之局：13户渔民到124户股东的逆袭

共富方程式：双轨创富，共享红利

金梭岛2.0时代：新老岛民融合共生

合作社社员领取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