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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记者 杨若兰
通讯员 单斌斌 吴泽奇

清晨，祥云县青海湖畔的申洱花卉
产业园内，温室大棚在朝阳下泛着银
光；棚内，非洲菊、玫瑰等鲜花绚烂绽
放，花香弥漫四周。几十名工人熟练地
修剪花枝、打包成束，一筐筐鲜切花被
迅速送入冷藏库，等待发往上海及海外
市场。“每天我经手包装的鲜花上千枝，
虽然忙碌，但心里特别踏实。”祥云县
沙龙镇青海营村村民曹大姐满脸笑意
地说道。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的关键
阶段，祥云县以高原特色农业为引擎，
交出了一份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
2024 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突破
91 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8991 元，同比增长 6.5%，增速连续三
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比优化至
2.49∶1。”祥云县政府副县长叶植介绍，

“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祥云县立足资
源禀赋，借力东西部协作，特别是在
沪滇协作框架下，以‘一朵花’为突破
口，走出的机制创新、产业提质增效、农
民多元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一朵花”盘活增收大棋局
祥云县立足资源禀赋，依托沪滇协

作平台，推行“政企合作+特色产业”发
展模式，以特色花卉产业提质增效为核
心，针对传统农业痛点，构建起“土地流
转收租金、务工就业挣薪金、要素入股
得股金、集体收益分现金”的“四金联
结”利益分配机制。

在申洱花卉产业园项目中，沙龙镇
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产业园，每年可获得
稳定租金收入。园区优先吸纳本地劳

动力，提供 300 个长期工岗位和 200 个
季节性岗位，长期工月均工资 3500 元，
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顾家

“三不误”。村级合作社入股镇级合作
联社，2024年合作联社分红近 30万元，
让“农民变股民”成为现实。政府出租
大棚设施所得租金定向分配给7个行政
村集体，用于公益事业，惠及全体村
民。2024年，沙龙镇 7个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达 166.82 万元，其中，最高的村达
44.71万元，最低的村也有11.93万元。

“以前种玉米年收入不到 5000 元，
现在土地租金加上工资，一年能挣4万多
元。”祥云县沙龙镇石壁村村民李大哥
一边忙着搬运花苗，一边算起了账。

申洱花卉产业园是沪滇协作的亮
眼成果。通过沪滇协作，祥云县引入
上海花卉种植企业，累计投入 1.5 亿元
（其中沪滇协作资金 2600 万元），建成
申洱花卉产业园，培育出“花努力”“沙龙
生花”等自主品牌，年产值超5000万元，
年利润超800万元，带动周边千人就业，
实现农民增收、集体增富、产业增效目
标，成为祥云县探索农民增收新模式的
示范窗口。

多方协同做好“花样文章”
祥云县以花为媒，依托申洱花卉产

业园，构建起“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合
作社织网、农民当主角”的协同发展共
同体，延伸出“种植—加工—销售—旅
游”融合发展新业态。

政府引导轻资产运营，聚焦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以“建棚出
租”等形式撬动资源；企业主导市场化
运作，引入上海虹华园艺等龙头企业，
带来先进技术、种源、品牌和市场渠道，
引领产业链延伸和集群发展，打造全产

业链；合作社发挥纽带作用，整合小农
户资源，对接企业与市场；农民嵌入产
业链各环节，成为产业发展的积极参与
者和主要受益者。

此外，花卉种植基地定期举办花展、
露营活动，年接待游客超万人次，带动周
边民宿、餐饮等行业增收200余万元。

如今，青海湖畔的鲜花不仅扮靓了
乡村，更成为群众增收的“幸福密码”，
一幅多方共赢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
铺展。

高原特色农业百花齐放
花卉产业的蓬勃发展，是祥云县高

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一个缩影。

2024年，祥云县农业产业结构持续
优化，呈现多元发展态势。粮食安全根
基稳固，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超额
完成上级下达任务，油料、烤烟、蔬菜种
植规模稳步拓展。“菜篮子”“果盘子”供
给丰富，蔬菜、水果产量稳中有增，为市
场提供了充足、多样的农产品。特色产
业亮点纷呈，鲜切花产业迎来爆发式增
长 ，产 量 达 3912.59 万 枝 ，同 比 激 增
70.7%，成为农业增长新引擎；中药材种
植规模持续扩大；核桃干果产量达 2.96
万吨，同比增长1.4%。畜牧业加快转型
升级，虽然受周期等因素影响，猪牛羊
禽肉产量有所回落，但禽蛋产量达 5.10
万吨，同比增长5.4%。

祥云县绘就高原特色农业富民画卷

在申洱花卉产业园，工人进行花卉养护管理工作。（摄于6月18日）
［通讯员 单斌斌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张国涛 奚铭）
七月宾川，雨润如酥，正是植绿好
时节。7月 1日至 3日，宾川县相关
部门及部分乡镇联合开展植树护
绿行动，河湖长、林长、警长、检察
长“四长”联动，以“党建红”守护

“生态绿”。
在桑园河、大银甸水库、仙鹅

水库等地，200 余名党员干部职工
分工协作，扶正树苗、培土浇水，种
下紫薇树 900 余棵、芒果树 400 余
棵、凤凰树 100 余棵、清香树 30 余
棵，为河湖、水库筑起一道绿色屏
障。在开展植树活动同时，志愿者
们还自觉捡拾周边的垃圾、杂物
等，共同守护碧水绿道。

宾川县水务局河长制工作负
责人杨雪琴说：“此次行动，‘四长’
联动齐发力，共同推进绿美河湖建
设，同时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植树造
林、保护生态环境。”

◀ 7月1日，宾川县力角镇干
部职工、护林员、志愿者在桑园河
张家段开展义务植树。

［通讯员 马宜君 摄］

宾川县开展“‘四长’联动 建绿美河湖”植树护绿行动

“一时美”向“一直美”迈进

阿尼么村由党支部牵头，按照合作
社统一管理、群众自愿参与的原则，以
村规民约提升基层治理水平，集中力量
治理“脏、乱、差”，实施“户清扫、组集
中、合作社统一清运”的村庄垃圾处理
模式，建设污水排放管道5公里，配套建
设日处理污水 30 立方米的集中处理设
施，村庄环境实现了“零垃圾、零污水、
零遮挡、零投诉、零破坏”，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实现生态
价值变现，走上良性发展道路，推动乡
村从“一时美”迈向“一直美”。

漾濞县平坡镇阿尼么村村民李波涛
看到村庄变美了，便把饭店从公路边搬
回村子里，她说：“我家以餐饮和民宿经

营为主，月收入能达到一万元。此外，
还有一些卖农产品的收入。”

旅居画家李德付来到阿尼么后就没
有离开，他说：“我是贵州人，平时创作水
彩、油画，闲下来的时候，也会帮村里画
一些壁画。我会长期居住在这里。”

漾濞县平坡镇宣传委员陈娟见证
了阿尼么村的变化，她说：“阿尼么村把
自然生态、农耕文化、民族音乐等巧妙
地融入发展与治理中，让阿尼么留得住
美景、守得住灵魂、接得上现代气息。”

阿尼么村在深化农村改革中，敢闯
敢干，创造出“模式好”“业态新”“带富强”
三条经验，实现了政府投资有实效、村民
参与有钱赚、集体经济能增收、乡村发展
可持续，在以文化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的路上闯出了新路径，实现了既有“流量”
又有“留量”，既是“网红”还能“长红”。

上接第一版

本报讯（记者 凃春艳 高正达）
自 2014 年与弥渡县红岩镇清水沟村建
立挂钩帮扶关系以来，大理州融媒体中
心多措并举开展帮扶工作，持续助力村
内基础设施改善、农业产业发展，让村
民生活越来越好。

清水沟村共种植白芸豆 100 余亩，
产值约 30万元。为了提升农户种植水
平，近日，大理州融媒体中心驻清水沟
村工作队邀请大理大学专家，到村开

展白芸豆种植技术现场教学培训。培
训中，大理大学副教授苏子峰采取理
论讲解与田间现场教学相结合的方
式，向农户细致地讲解了白芸豆种植
的技术要点，并通过现场提问、现场解
答的互动模式，让农户更好地掌握种植
技术要领。

通过培训，农户不仅学到了实用的
种植技术，种植观念也开始由简单粗放
向精细管理转变，为提高白芸豆产量、

实现稳定增收打下基础。清水沟村
村民毕荣富说：“以前种植白芸豆没有
规范性，听了苏老师的讲解，才知道种
植时要注意株距、行距、修枝、打杈、施
肥、授粉、打药等，这样才能让白芸豆
增产。”

自挂钩帮扶以来，大理州融媒体
中心先后派出 20多名工作队队员驻村
开展帮扶工作，为全村经济发展出谋划
策，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劳动技

能培训、劳务输出等方面开展全面帮
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清水沟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毕永勤介绍：“挂钩帮扶以来，大理州
融媒体中心在信息、资金和技术等方面
给予了清水沟村大力支持和帮助，累计
投入帮扶资金 30 多万元。村里通过发
展特色产业，增加了村民的收入，同时实
施了一批基础设施项目，方便了村民的
生产生活，让清水沟村稳步向前发展。”

大理州融媒体中心——

挂钩帮扶出实招 多举措发力助农增收

本报讯（记者 张洲 赵磊） 为弘扬
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伟大抗战精神，7月
7日，大理市湾桥镇联合周保中将军纪念
馆共同开展以“弘扬抗战精神 共筑复兴
梦想”为主题的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8
周年活动。

活动当天，湾桥镇干部群众代表和
大理大学学生代表齐聚周保中将军纪念
馆，共同向周保中将军铜像敬献鲜花，表
达对周保中将军的崇高敬意。敬献鲜花
仪式后，参加活动的全体人员在纪念馆
专职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各个展区，通
过听解说、看展品的方式，深入了解周保中
将军的生平事迹。

周保中将军是大理湾桥人，他文武
双全，年轻时便写下了“再穷无非讨口
不死定要出头”的楹联，15 岁进入云南
陆军讲武堂读书。在北伐战争中，他以
卓越的军事才能屡立战功，被擢升为少将
军衔。1927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组织安排下，他投身
到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斗争中。周保中
将军和他领导的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
间和日寇展开了殊死斗争，留下了无数
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新中国成立
后，周保中将军长期在云南工作，为国
家建设继续贡献着力量，工作期间，他密
切联系群众，勤政廉政，呕心沥血、鞠躬
尽瘁，一直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周保中将军在各个时期展现出的大
无畏奋斗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激励着
现场的每一个人。湾桥镇上湾桥村党员
杨雄表示：“展馆里的展品、图片、资料，
带我们回到那段峥嵘岁月，我真切感受
到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我们要牢记历史，传承先辈精神。”
2023 级大理大学艺术学院学生徐荣华
表示：“作为当代学生，我们应该将所学
知识与祖国需求相结合，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大理市湾桥镇联合周保中将军纪念馆
开展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活动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决战决胜“十四五”·变化

□ 刘绍德

曾经，高铁驶过的地方，是我的
诗和远方；如今，高铁驶过的地方，是
我的家乡。

周末，我总喜欢坐在巍宝山的观
景台上，看那一列列银白色的高铁如
一条条游龙，或由北向南，或由南向
北，穿过巍山坝子，驶向远方。

七月的巍山坝子，犹如一块巨大
的绿毯，稻浪翻滚着青翠的涟漪，偶
尔能看见几顶斗笠在田间移动，那是
农人在给稻子除虫。高铁驶过时，他
们会直起腰来，用沾满泥水的手背拭
去汗珠，望着这每日数趟的“铁龙”露
出笑容——自高铁开通后，城里的客
商来得勤了，他们再也不用为生态稻
米的销路发愁。

记得大（理）临（沧）铁路刚动工
时，坝子里可热闹了。老人们蹲在村
口的老槐树下，看着黄色的工程车来
回穿梭，嘴里念叨着：“这铁家伙比马
还快，怕是要把山都惊醒。”孩子们
则沿着施工队卡车的行车轨迹，捡
那些掉在地上的螺丝钉当宝贝。最
激动的是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他们
说：“以后回家，再也不用在昆明转三
趟汽车了。”

通车那天，整个巍山坝子都沸腾
了。身着各色服饰的乡亲们涌向新
建的高铁站，有人抱着新腌的咸菜，
有人提着刚做的蜜饯……我扶着八
十岁的阿婆站在月台上，她紧攥着我
的手微微颤抖：“你爷爷当年赶马帮

去大理，要走整整两天呐。”话音未
落，第一列高铁已风驰电掣般进站，
车窗反射的阳光在她脸上跳动，恰似
撒下一把碎金子。

现在，我时常看到穿着时尚的游
客背着相机包在坝子里穿行，他们拍
摄古榕树下的彝族民居、稻田里飞起
的白鹭，也拍摄那呼啸而过的高铁。
有位摄影师曾对我说：“这‘铁龙’与
稻田的组合，是最美的时代剪影。”确
实，当高铁掠过青瓦白墙的村落，掠
过正在晾晒的扎染布，掠过田间吃草
的水牛，时间仿佛在这里叠出了多重
维度。

前些日子收拾老屋，我翻出一本
发黄的相册，里面有一张父亲年轻时
赶马帮的照片。照片中，他背着竹篓
走在泥泞的土路上，身后是一座摇摇
欲坠的木桥。如今，木桥早已被宽阔
的钢筋混凝土桥取代，而马帮也换成
了每日往返的物流货车。但每当高
铁驶过时，我总会想起那些在山路上
跋涉的日子，想起阿婆讲的故事，想
起坝子里世代相传的农谚。

高铁依旧日夜不停地驶过巍山
坝子。它带走了什么，又带来了什
么？答案在那些背着行囊匆匆下车的
游人脸上，在农贸市场里新增的电商
服务站中，在村里老人学会用智能手
机查看高铁时刻表时的笑声里……
它带走了闭塞，带来了希望，像一条
无形的纽带，将南诏故地与外面的世
界紧紧相连，见证着巍山坝子日新月
异的变迁。

高铁驶过巍山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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