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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核心，要通
过产业融合，实现群众和村集体增收
才是关键。”在脱贫致富先导示范工程
建设中，挂联单位市直机关工委积极
指导坪子村党委补齐党建工作短板，
建强基层党支部，进一步提升党支部
组织力、凝聚力、号召力。范家坝塘采
取“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发展
模式，将核心区122户群众利益连接在
一起，通过村社一体发展合作组织、壮
大集体经济，为范家坝塘初步探索出
一条村庄美、产业兴，最终实现村集体
经济、村民收入双增长的路子。

为盘活村里闲置资源资产，村合
作社采取“农户土地流转+农户土地入
股”的方式，流转村里荒芜闲置土地
100余亩，没有流转的土地以土地入股
形式让村民们共享产业收益，有效解
决土地闲置浪费问题。在民房改造方
面，以政府补贴灰砖、水泥，村民以工
代赈参与建设，让村民既参与美化家
园又获得了收入，极大提高了群众的
积极性。

为谋求村民和村集体收入双赢，
经村民协商、合作社理事会讨论、监事
会认可，该村成立范家坝塘农旅公司，
挑选意愿高、有经济能力、具备酒店餐
饮从业能力的 5 户农户开茶吧（咖啡
店）、精品农家小吃、乡村精品民宿，销

售特色农产品。为壮大集体经济，村
合作社将财政资金以入股投资方式参
与业态示范户建设经营，农户正常运
行盈利后按期归还政府投入本金，并
按比例支付红利，根据需求可循环使
用，滚动发展，在增加集体经济收入确
保财政资金可持续发挥作用的同时壮
大集体经济。

在范家坝塘农旅公司的牵头下，
引进云南慕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
展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学生们在
这里可以体验农作物种植、管理、采
摘、加工等一系列劳动实践，学习农业
知识、感受农耕文化。

“在休闲农业生产活动中，可以通
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带动周末亲子游经
济的发展，以更好地传承农耕文化，留
住乡愁。村民除了98亩的土地流转金
收入外，还有分红和就近就业收入。”
云南慕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肖
明敏欣喜地说道。

范家坝塘多元化发展“休闲农
业+”，在核心区打造了七彩隧道景观
长廊、花山草海主题展示区、玉米迷宫
农场、农业观光体验园等农旅融合项
目，既保障了粮食安全，又保留了农民
主体地位，还留住了农耕文化的根和
魂。村民除了土地流转金收入外，还
有分红和就近就业收入，实现了资源

变资本、农民变股民的身份转变。
拧成一根绳，汇成一股劲，合成一

股力。苏家院镇坪子村党委书记王国
民介绍，范家坝塘村民们成立的合作
社采取多种运营方式，将民宿、停车
场、彩虹滑道、玉米迷宫等集体资产收
益归合作社所有。与公司合作分红收
益和土地流转收入，群众自主经营收
入，按照一码统管，分类提成的方式鼓
励群众参与自主经营管理，年终按照
村党委占 20%、122 户核心区农户占
20%、参与土地流转农户占 20%进行分
配，其余 40%中的 20%作为合作社流动
资金、20%作为村集体关爱资金，用于
帮扶困难群众。

中午时分，范家石磨豆花餐馆里坐
满了食客，范怀学忙前忙后地招呼客
人。范怀学不仅是老板，还是合作社的
理事，他说：“每个月除去合作社分红、
经营成本外，我个人还有6000多元的收
入，比以前种地轻松多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通过村社一
体抱团发展，范家坝塘目前已有便利
店·奶茶店 1家、乡村特色餐馆 3家、民
宿1家。按照发展规划，在接下来的建
设中，还将挖掘农特元素，开设农特产
品超市，线上线下销售昭通苹果、花
椒、木瓜林贡米、绿色无公害蔬菜、顺
山村土鸡和土鸡蛋等高原特色农产

品。还将根据发展需求，开发小酒馆、
咖啡馆、茶馆、小超市等，大力培育休闲
旅游、美食小吃、民宿经济等新产业、新
业态。

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实施一年
来，范家坝塘从昭鲁坝子一个普普通
通的乡村变身为“休闲文旅+生态观
光”的农旅融合乡村旅游示范村，成为
游客打卡地，从种粮食迈上种风景农
旅融合的乡村振兴蝶变之路。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
富裕，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在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中，昭
阳区苏家院镇范家坝塘自然村始终坚
持党建引领，采取“党支部+公司+合
作社+农户”联农带农共享发展模式，
将核心区 122 户群众利益连接在一
起，通过村社一体发展合作组织、壮大
集体经济，为范家坝塘初步探索出一
条村庄美、产业兴，最终实现村集体经
济、村民收入双增长，就是一个鲜活的
事例。

单打独斗成不了气候，抱团发展
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这是范家坝塘在
实施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中给我们
的重要启示。 蔡侯友

9月 15日早上 10时许，范家坝塘游客接待中心的
餐饮区内，耿忠翠正在做咖啡，不一会儿，一杯香气怡
人的手冲咖啡就做好了。3个月前，她还是一名家庭
妇女，种地带娃就是生活的全部，咖啡对她而言，完全
是陌生的。

范家坝塘核心区建好后，听闻合作社在招聘工作
人员，耿忠翠主动来报名。36岁的她除了16年前在昆
明短暂打过工外，就再也没有外出工作过。“结婚后也
想外出务工，但是 3个孩子还小，还有老人需要照管，
只能让丈夫外出务工，我留在家里。现在可以在家门
口上班，我就赶紧来报名了。”耿忠翠向记者说起报名
的缘由。

由于耿忠翠以前在餐厅工作过，所以就被安排学习
调制饮品。在老师的指导下，一个多星期她就基本掌握
了制作咖啡、奶茶、果茶的要领。“以前从未喝过咖啡，现
在我可以自己做咖啡，还能拿工资，很幸福。我还在网
上买了一些材料，打算在家做给孩子喝。”耿忠翠很有成
就感。

对于耿忠翠来说，范家坝塘的变化也给她的人生
带来另一种可能。第一个月 2300元的工资是她婚后
独自赚到的第一笔收入。

天气晴朗的傍晚，耿忠翠下班后都会带着孩子们
沿着公路去散步。一路鸟语花香，晚风轻拂，孩子们嬉
戏，跑着、闹着、笑着……作为土生土长的范家坝塘人，
耿忠翠更爱自己的家乡了。

云南日报记者 蔡侯友 本报实习记者 田朝艳

“乡愁是我心中最深刻的记忆。”当记者问范家爱
为什么放弃在外的高薪工作回到家乡时，脚穿雨鞋、头
戴草帽、全身沾满泥的范家爱这样说。

今年57岁的范家爱在外务工近20年，他常年带着
工人，奔波于昆明、丽江、大理等地的建筑工地做木
工。在外漂泊的日子虽然也赚到了钱，但内心始终没
有归属感，家乡始终是他最牵挂的地方。听说家乡范
家坝塘要建设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范家爱毅然回
到家乡参与建设。

道路扩改建、修建游客接待中心、绿化美化工
程……一年间，范家坝塘村庄改造工地上，随处都
有范家爱忙碌的身影。

看着家乡一点点地变样变美，他内心充满了自豪
感。范家爱做事认真负责，核心区建设完成后，到范家
坝塘投资兴业的云南慕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聘请他到
青郊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工作。如今，范家爱每天
带领工人挖地、锄草、修沟、种菜，从外出务工搞建筑当
老板又回到了农民的老本行。“不但能从事自己最熟悉
的农业生产，还能为家乡的美丽建设出把力，看到家园
越来越漂亮，我感到特别高兴。”范家爱说。

“现在每个月在家能领到 5000元的工资，也够生
活了。好好带领工人管理好基地，让来参与劳动实践
的学生了解农业生产，体验农耕文化，吸引更多的人来
范家坝塘游玩。”对于范家爱来说，当农民做农活，是目
前他最想做好的事。凡人微光。范家爱说，虽然自己
能做的不多，但定当努力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盼望家乡早日发展起来。

云南日报记者 蔡侯友 本报实习记者 田朝艳

“探索出一条适合昭通坝区乡村
振兴发展的路子，系统思考、系统谋
划、规划设计很重要。”苏家院镇镇长
兰鹏飞告诉记者，范家坝塘是苏家院
镇坪子村的一个自然村，下辖 3 个村
民小组，共有 122 户 435 人。2016 年，
该村脱贫出列后，外出务工和传统种
植、养殖仍然是当地村民的主要创收
方式。

“每一个乡村都有各自特点，乡村
振兴关键是找准定位，找到一条适合
自身发展的路子。”兰鹏飞说，范家坝
塘地处昭鲁坝子核心区，离昭通中心
城市16公里，毗邻大山包一级公路，永
苏段公路、昭璞绿道穿村而过，被云南
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洒

渔烟柳、千年朱提银都、凤凰旅游小
镇、六祖文化广场等景区景点包围，发
展城郊型休闲度假经济拥有得天独厚
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把范家坝塘放在昭鲁坝区系统
谋划，进行全域规划。”2021年 7月，根
据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团队“不
搞大开发，不搞大建设，因地制宜盘
活村集体资产”的建设理念，成立区、
镇、村、组人员组成的工作专班。本
着注重实效、优化功能、突出特色的
原则，昭阳区委、区政府出台范家坝
塘建设实施方案，整合资金项目，高
位推进工程建设。确定了以花山草
海、七彩坝塘为建设主题，以花山草
海、田园综合体、农业体验园为核心，

以百花大道—丰收大道为环的“三核
一环”总体布局，全面打造“休闲文
旅+生态观光”农旅融合的乡村旅游
示范点。

立足于城郊型周末休闲旅游经济
的定位，按照一年出成效、两年求突
破、三年大提升的工作方案，范家坝塘
正遵从群众简便、突出适用、注重可落
实的意愿，结合昭通市“六大战略”内
容，依托干部规划家乡行动，正组织力
量编制范家坝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2021—
2025年）》，以期做到发展有遵循、建设
有抓手、振兴有蓝图。

村庄怎么建，群众说了算。在范
家坝塘的村庄规划中，李小云教授团

队的设计方案经过公开征询、群众讨
论，通过多层次、多角度征求意见建议
后，才确定下来，确保村庄规划设计既
科学合理，又让群众满意。

围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目标，范家
坝塘示范先导工程发展规划围绕探索
乡村产业优化，推动主导产业升级；探
索乡村人才振兴，推动发展环境提升；
探索乡村文化振兴，推动文化素质提
升；探索乡村生态振兴，推动人居环境
提升；探索乡村组织振兴，推动治理能
力提升“五个提升”，将范家坝塘打造
成产业融合发展、生态保护合理、人才
培育先进的可借鉴、可推广的城乡融
合型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2021 年 10 月 31 日 19 时，昭通市昭阳区
苏家院镇范家坝塘100 多人齐聚在村民罗兴
玉家的院坝里，通过充分协商，村民以举手
表决的方式决定成立昭通市昭阳区花海坝
塘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全村 3 个村民小

组 122 户 435 名村民的承包土地、房屋等资
产入股合作社。

一年来，在中国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
院李小云教授团队的指导下，该村在实施脱
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中，始终坚持党建引

领，采取“党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联
农带农共享发展模式，初步探索出了一条产业
共融、产权共有、村民共治、发展共享，实现村
民资产变资本、农民变股民，村集体经济、村民
收入“双增长”的抱团发展路子。

金秋十月的风如同穿梭在田间地
头捉迷藏的孩童，一不小心就撞翻了
调色盘，在乌蒙大地上洒下一片斑斓。

伴着明媚的暖阳，记者一行穿过
七彩隧道走进范家坝塘。蓝天白云
下，金色稻田与茵茵草地交相辉映，白
墙灰瓦的小楼房与土墙石瓦的老房子
完美契合，栩栩如生的墙体彩绘与五
颜六色的百花遥相呼应，一幅乡味浓
郁的水墨丹青画卷。

沿着笔直干净的进村公路一路前
行，别具一格的小菜园、小花园、小果
园点缀村庄，道路两旁，花团锦簇、莺
飞蝶舞，让人有一种车行花海间、人在
画中游的感觉。

为实现从一处美到一片美，从环
境美到内涵美的蜕变，范家坝塘聚焦
环境净化、道路硬化、家园美化、村庄
绿化、景观亮化、乡土文化 6 个重点，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
施完善工程。整合资金 2223 万元，建
设游客接待中心 1 个，新建、改建旅
游道路 5 公里，建设停车位 70 余个，
铺设生产生活用水网管 7.9 公里，打
造农旅融合示范户 4户，改造户厕 108
户，建设绿化美化横跨 3公里。同时，
坚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打造
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小景观、小庭
院“5小景观”42 处。成立由村民代表
参与的人居环境提升小分队，健全完

善村规民约、村庄保洁、垃圾收费等制
度，通过镇村干部职工挂社保户和“红
黑榜”评比曝光奖惩等活动，村庄保洁
实现了由搞突击向长久治的转变，村
民的环境卫生意识由“要我干”向“我
要干”转变，曾经脏乱差的乡村摇身一
变成了天蓝、水清、景美的生态宜居新
家园。

苏家院镇党委副书记赵佳媛说：
“刚开始，群众对于打造‘5 小景观’不
理解不支持，我们先选取 4 户农家庭
院打造示范花园户。村民们看到成效
后，主动把自家闲置的庭院建成小花
园，充分发挥各自智慧，打造各式各样
的花园庭院美丽景观。”

77岁的村民范家田每天坐着轮椅
沿公路转悠，边欣赏风景边和过往的
邻居打招呼。他逢人就说：“从没想过
范家坝塘会变得这么漂亮，像花园一
样，而且交通便利，我坐着轮椅想去哪
儿就去哪儿，方便得很。”已经是第二
次来游玩的陈女士和朋友们正忙着与
金色稻田合影，个个笑靥如花。对于
现在的范家坝塘，她赞不绝口，表示回
去后要推荐更多的朋友来玩。

范家坝塘营业后，昭通山水旅行社
把它纳入昭通中心城市周边游的一个
打卡点。旅行社负责人张金丰告诉记
者：“范家坝塘作为一个新的网红打卡
地，花山草海的浪漫画卷很吸引游客。”

做亮“面子”：建设乡味浓郁的美丽村庄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兑现了“决不能落下一个
贫困地区 、一个贫困群众”的庄严承
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如何通
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这不仅是
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
更关系着现代化的质量和成色。

昭通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并

亲自到过的地方。2015 年 1 月 19 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昭通脱贫攻坚作出“要
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举措、
更加有效的行动抓好脱贫攻坚，确保扶
到点上，扶到根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
到实惠”的重要指示。昭通各级各部门
和 630 万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感恩奋进，在脱贫攻坚大决战中，
全市 185.07 万贫困人口告别贫困，创造
了 35.47 万人一步进城入镇的历史奇

迹，啃下了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
“硬骨头”，让困扰昭通千百年的绝对贫
困成为历史记忆。

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既是摆在昭通各级各
部门面前的现实课题，更是必须扛起的
历史责任。2021 年 8 月以来，在中国农
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李小云教授团
队的指导帮助下，昭通市分别在坝区、
二半山区、高寒山区选择 3 个不同类型

地区，启动实施了昭阳区坝上花海·七
彩坝塘、彝良县云中苗寨、鲁甸县云中
乐谷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旨在探索
具有昭通特色的乡村振兴模式和路径。

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实施一年
来，取得哪些阶段性成果？有什么经验
值得总结？群众满意度如何？在昭通
市委宣传部的组织下，本报记者通过蹲
点调研采访，从今天起，在“美丽昭通”
特刊连续推出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人物故事＞

学到新技能的村民耿忠翠——

更爱自己的家乡了

返乡找到新工作的范家爱——

“乡愁是我心中最深刻的记忆”

做好谋划：寻找一条适合发展的路子

做实“里子”：村民和村集体抱团谋求双赢

感言＞

从单打独斗迈向抱团发展从单打独斗迈向抱团发展
——昭通市昭阳区苏家院镇范家坝塘乡村振兴探索昭通市昭阳区苏家院镇范家坝塘乡村振兴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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