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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齐心协力建设美丽“云中苗寨”

青山环抱、云雾缭绕，身处其间，宛若
仙境。海拔2000多米，镶嵌在万余亩天然
草场和3000多亩森林之中的“云中苗寨”，
居住着123户574名苗族群众，是乌蒙山中
典型的高寒山区苗族聚居村寨。经过脱贫
攻坚大决战，全寨虽然脱贫了，但产业单一
弱小、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寨里80%以上的
苗族群众收入依然靠外出务工。作为昭通
市3个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之一，“云中
苗寨”该怎么建？这是昭通市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中的探索和实
践，也是李小云教授团队必须破解的课
题。“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
头。”昭通市认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
的初心使命所在，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
撑所在，昭通实施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
不仅仅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更重要
的是要探索出一条适合昭通乡村振兴发展
的路子。“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活化乡村的
经济和社会功能。”李小云教授团队认为，
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不仅是建设美丽村庄，
不单是风格风貌、基础设施、村庄环境的整
治提升，更重要的是发展乡村产业、激活乡
村动能，带动群众实现可持续发展。“紧紧
围绕乡村振兴 20字方针，结合吃、住、行、
游、购、娱、学做文章，全力把‘云中苗寨’打
造成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示范村寨，争取成
为全市乡村振兴标杆样板。”围绕这一目
标，项目建设启动以来，彝良县委、县政府
确定了党建引领、政府统筹、专家指导、干
部规划、村民主体的原则，派出由县政协副
主席李珊梅为组长，镇村两级干部、专家团
队人员组建的工作专班，于 7月 20日进驻

“云中苗寨”开展工作。“要建设美丽苗寨，
就必须最大限度保留苗族文化元素。”李珊
梅说，按照保护与传承，创新与发展的建设
思路，专班人员反复召开院坝会、火塘会，
在充分尊重苗族群众意愿的基础上，确立
了力争用 3 年时间将“云中苗寨”打造成

“生态+农业+苗族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
昭通市高寒山区乡村振兴示范村目标。“打
造示范不能搞成形象工程，要突出活化乡
村社会价值的功能，才能真正起到示范作
用。”李小云教授认为，与城市功能相比，乡
村具有农产品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农耕社
会文化三大核心功能，乡村振兴的核心在
于通过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振
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记住乡
愁恰恰是新语境下，社会赋予乡村新的价
值符号。除生产、生态、农耕三大功能外，

‘云中苗寨’最大的特色还在于浓郁的苗族
文化，这对于城市和广大乡村来说，甚至是
一种稀缺资源。”李小云告诉记者，在先导
工程建设中，为保留“云中苗寨”民族文化
元素，专班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依据苗寨的
区位、气候、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确定了
以红砖和红屋顶为主基调的苗寨风貌，对
寨中新建、改建的民族文化广场、游客接待
中心、红砖步道、民宿客栈、民族餐饮等建

筑尽量彰显苗族文化特色，最大限度保留
和传承苗族文化。“在一片深绿色的大山之
中，突然有一个红砖红瓦的苗族寨子，所有
的乡村道路及道路两侧都用红砖做成艺术
品，他们设计的所有造型都比我原来想象
的好。”李小云教授高兴地说。在专班和
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云中苗寨”目前已投
入建设资金 1593 万元，完成月亮广场、游
客接待中心、咖啡厅、民宿、专家工作站、
水电路网及污水处理、改厕改圈等基础设
施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寨内人居环境，为
发展乡村旅游打下基础。走“生态+农
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之路，美丽苗寨
迈向“美丽经济”，美丽苗寨正在发生着美
丽的蜕变。

集思广益发展一个产业

“来自四方的贵客哟，请喝一杯苗家祝
福酒，苗家的美酒敬给朋友喝……”在苗家
阿妹深情的敬酒歌声中步入寨门，在月亮
广场围着篝火手拉手来一场歌舞的盛宴。
漫步红砖云梯步道、驻留百米烧烤长廊、感
受森林露营野趣、徜徉漫山花海，吃一餐苗
家杀猪饭、喝一碗苗家羊汤，在尽情体验苗
族风情的同时，品尝苗家阿妹精心调制的
咖啡，晚上住在星级民宿感受苗寨夜晚的
宁静，仿佛寻找到了梦想中的诗和远方。
今年国庆假期，来自重庆的刘先生一家对
彝良“云中苗寨”的气候、生态和民族风情
赞不绝口。他说，对居住在四川和重庆乃
至长江流域的人来说，海拔 2000 多米的

“云中苗寨”，是绝佳的避暑胜地和体验苗
族风情的好地方。“云中苗寨”成为川渝和
周边游客打卡地，苗寨破天荒地有了酒店、
饭店、超市、咖啡店，祖祖辈辈以传统农耕
为主的苗族群众以房屋、土地入股村合作
社当上股东，吃上了旅游饭……在先导工
程实施中，李小云教授团队的理念一次又
一次地颠覆着苗寨群众的认知，改变着他
们的生活。“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中的一个
抓手，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活化乡村的经济、
社会功能，其核心就是在乡村建设过程中
打造一些新业态，既能提升农民收入，又能
壮大村集体经济。”李小云教授说，为找到
适合“云中苗寨”发展的产业之路，专班和
苗族群众一道反复讨论，在核心期建设中，
规划建成苗家杀猪饭、苗家羊汤锅及百米
烧烤长廊等地方美食区；建设了千亩万寿
菊花海，形成观光农业；将洁净清幽的数千
亩森林打造成亲子乐园，万亩草场建成星
空露营基地；将村集体、村民闲置的房屋改
造成咖啡厅、民宿、专家工作站等，从而形
成从吃住行到游购娱的乡村旅游业态。“让
产业规划真正从老百姓心里长出来，从土
地里长出来。”李小云教授形象地比喻道。

“组织村民建实体、办作坊，不断丰富苗寨
的经营业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李
珊梅告诉记者，为盘活“云中苗寨”种植养
殖资源和旅游服务设施，促进农文旅融合
发展，下一步建设中，在继续大力发展旅游
的基础上，“云中苗寨”将立足实际，通过政

府投入、引进外企、群众自投等方式，积极
引导和动员村民开发苗家特色旅游产品，
形成横向互补机制，进一步带动乡村旅游
发展。通过“云中苗寨”种植养殖专业合作
社把苗族传统手艺人组织起来，修建腊肉
坊、酿酒坊、萝卜干加工厂等传统工艺作
坊，引导村民根据各自资源、技艺特长、发
展意愿等进行科学定业、分工发展。同时，
充分挖掘乌金猪、黑山羊养殖潜力，在餐饮
业上下功夫，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促进旅
游业主导产业的健康发展。“文化振兴是乡
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赵靖告诉记者，为做
足民族文化文章，“云中苗寨”拟推出游一
趟苗家寨、赏一回苗家景、吃一餐苗家饭、
过一个苗家节、对一首苗家歌、赏一次苗家
月、跳一段苗家舞、住一宿苗家屋、淘一件
苗家宝、品一段苗家情“十个一”活动，通过
旅游这一主导产业让游客来苗寨有收获，
让苗族群众有收益。打造新业态，建设新
苗寨。根据发展规划，洛泽河镇将以“云中
苗寨”为核心，立足龙潭社区区位优势和自
然资源禀赋，结合高海拔草场、中海拔森
林、低海拔稻田的资源优势，进行田园综合
体的整体建设，形成万亩草场、松林氧吧、
云中苗寨、龙潭稻海的立体空间田园景
观。将进一步充分挖掘“云中苗寨”自然资
源的民族文化禀赋，围绕吃住行游购娱要
素不断丰富苗寨的旅游业态，延伸产业链，
提升附加值，在全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中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苗族同胞过上了别样生活

“苗寨的晨/是从第一声鸡啼开始/从
窗帘缝里看出去/看到的是隔壁这对长期
轮流出去打工的夫妻/回寨子经营餐馆/
开办民宿/成为‘乡村 CEO’的传奇……”
夜宿“云中苗寨”客栈的张先生笔下描写
的这对苗族夫妻，丈夫名叫王国立，妻子
名叫朱云慧。多年来，夫妻俩一直交替外
出打工，2021年，大苗寨先导工程实施后，
他们尝试着把自家二层楼房一楼作餐厅，
二楼改作民宿。王国立跟着昆明来的帮
带师傅学厨艺，通过半年的跟班学习，炒
得一手好菜。朱云慧则负责招呼客人，做
饭店管理。在参与苗寨的经营管理中，夫
妻俩不仅学了技术，每个月还可以领到

“乡村 CEO”的工资加提成，忙得不亦乐
乎……穿梭在红砖艺术咖啡厅，听着舒缓
的音乐，向客人递上一杯亲手磨制的咖
啡，20 多岁的王运兰总觉得自己像在做
梦。“云中苗寨”先导工程实施之前，王运
兰和丈夫一直在福建省福州市打工，年幼
的女儿留在苗寨交给婆婆带。今年回家
过春节时，看到寨子正在改造，夫妻俩决
定留下参与建设。“当初只想着在寨子里
做工，既能照顾孩子又有一份收入，谁承
想还成了苗寨第一名咖啡师。”长着一张
娃娃脸、胖乎乎的王运兰笑呵呵地说。随
着“云中苗寨”旅游业的兴起，王运兰经营
的红砖艺术咖啡厅已成为游客和村民的
打卡点，生意特别火爆。从打工者变成经

营者和管理者，王国立、朱云慧、王运兰改
变的不仅仅是生活方式，他们的思想观念
和寨子的产业形态也发生了彻底的变
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先导项
目建设过程中，“云中苗寨”的 35 名苗族
群众通过建筑、焊工等技能培训成为技术
工人，这部分苗族群众目前正在参与第二
阶段的民房提升改造和附近乡村建设项
目。昔日的打工者变成乡村建设中的能
工巧匠，不仅仅是收入增加，更重要的是
有了一技之长，成为乡村振兴的建设者和
受益者。为改变“云中苗寨”苗族群众的
生产方式，在专班的指导下，苗寨成立村
集体公司，积极探索“党支部+村集体公
司+合作社+‘乡村 CEO’团队+农民”的
自主经营模式，将合作社经营收入的 10%
提成给村集体公司，用于 123 户 514 人的
年终分成；然后将纯利润的 10%作为公益
性基金，用于特殊困难人员及家庭的临时
帮扶；将纯利润的 30%用于“CEO”的工资
及提成；将纯利润的 60%用于滚动发展。
像王国立、朱云慧、王运兰一样，苗族群众
在村集体公司和合作社上班既拿保底工
资，又拿提成的有 12人，从事保洁、保安、
绿化等工作的有 10 人，22 名苗族群众实
现就近务工。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三变”，“云中苗寨”123
户 574 名苗族群众迈上共同富裕的康庄
大道。为改变“云中苗寨”群众的生活方
式，专班从水电路改造、操家理务、人畜分
离等人居环境提升入手，彻底解决千百年
来村寨内人畜混居现象。记者看到，在进
行村寨改造的同时，寨子里一些原生态的
苗族老屋也被保留下来，民族服饰、苗族
歌舞、传统手工艺和苗族美食培训也在
同步进行中。苗寨风情、红砖花墙、千亩
花海、万亩草场……一幅和美乡村画卷
正在徐徐展开。“从村容村貌之变到产业
形态之变，再到思想观念之变，‘云中苗
寨’真正改变的是苗族群众从‘要我干’
到‘我要干’的精气神，这充分体现了李
小云教授团队的前瞻性，干部沉下身子

‘引’与‘导’的成效。”张先生对“云中苗
寨”实施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带来的
变化十分感慨。

“端午节那天，来耍花山的各族群众超过1.5万人，寨内临时停车场车位不够，就连进寨公路沿边都停了两三公里。”说到“云中苗寨”今年花山节的盛况，洛泽河镇党
委书记赵靖喜滋滋地告诉记者，那是“云中苗寨”有史以来人数最多、最热闹的一天。地处乌蒙山腹心地带的“云中苗寨”是彝良县洛泽河镇20多个苗族村寨中最大的寨子，
原名大苗寨。2021年7月，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李小云教授团队的指导下，昭通市将大苗寨作为全市高寒山区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进行建设，依据大苗
寨独特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资源，李小云教授将其命名为“云中苗寨”。大苗寨变身“云中苗寨”，美丽苗寨也由此迈向美丽经济。“从今年5月1日试营业到9月底，‘云
中苗寨’仅旅游收入一项就已超过90万元，预计到年底可达120万元以上，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谈起“云中苗寨”，赵靖难掩心中的喜悦。随着昭通市脱贫致富示范
先导工程的实施，依托优美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浓郁的民族文化，“云中苗寨”的苗族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正在努力探索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人物故事

洛泽河镇党委书记赵靖的心愿——

将“云中苗寨”
打造成共同富裕第一村

“大苗寨有草场、松林，有天然喂养的
猪、牛、羊，还有传承数百年的苗族风俗及
文化，是打造乡村旅游的绝佳之地。”说起
大苗寨，洛泽河镇党委书记赵靖如数家
珍，感情深厚。赵靖是彝良县洛泽河镇
人，2000年便担任龙潭社区主任。“在社区
22个以苗族同胞为主体的自然村中，虽然
大苗寨条件最差，但全村都是苗族，有着
自然环境优美、民族文化浓郁等得天独厚
的资源。”赵靖说，自己担任洛泽河镇党委
书记后，就一直想发展大苗寨的乡村旅
游，苦于无资金，有想法却没办法实施。
在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选点过程中，彝
良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在要求各乡（镇、
街道）推荐选点时，赵靖极力推荐大苗
寨。李小云教授团队来大苗寨调研时，他
积极推介，并得到认可。在昭通市委、市
政府的专题会议上，“云中苗寨”被列为 3
个示范点之一。“书记，这片挡墙怎么建？”

“这么多树必须得砍掉一些才行吧？”工人
们在施工中遇到问题，总爱听赵靖的建
议。“不用砍，就用石头将树包起来，让树
根镶嵌在挡墙中。”赵靖的建议得到专家
组的认可。这个创意被命名为“树石相
依”，已成为“云中苗寨”的一个天然景
点。在大苗寨改造为“云中苗寨”的过程
中，赵靖只要有时间就往寨里去，了解工
程建设进度，提供建设意见建议供专班参
考。谈起龙潭社区未来的发展，赵靖更是
信心满满，心中已有了更长远的蓝图：通
过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将“云中苗寨”
打造成彝良县集农文旅为一体的共同富
裕第一村，争取成为昭通市乡村振兴标杆
样板。
云南日报记者蔡侯友 本报记者毛利涛

从普通苗族群众到游客接待中心管
理员的李建武——

忙碌的日子充实而幸福

在“云中苗寨”寨门，总能看到一位
身穿保安制服的村民忙碌着。他就是土
生土长的大苗寨村民李建武。从普通苗
族群众到游客接待中心管理员，说起身
份的变化，李建武特别自豪。他在寨子
中威望较高，村集体公司便聘请他担任
接待中心的管理员，兼顾组织苗家拦路
酒、篝火晚会和维持秩序等工作。在“云
中苗寨”未营业前，李建武与老伴在家种
地、喂猪、养牛，日子过得很平淡，收入也
不高。在“云中苗寨”农文旅融合发展
中，他将万寿菊种植规划区内的半亩多地
种上万寿菊，收入近 2000元，加上每月村
集体公司发的工资 2500 元，他的收入一
下子翻了几番。李建武每天早上 8 时准
时到接待中心做好营业前的各种准备工
作，然后从“乡村 CEO”手中领取每天的
工作任务。他每天的工作都不固定，有拦
路酒任务时就及时组织同胞们穿戴好苗
族服饰到寨门迎接客人的到来；如果有篝
火晚会，就带着村民上山拾柴火；晚上有
空，就组织村民到广场练舞，有时忙到很
晚才回家。尽管很累很忙，但他觉得特别
充实和幸福。

云南日报记者蔡侯友 本报记者毛利涛

从美丽苗寨迈向“美丽经济”
——彝良县洛泽河镇龙潭社区“云中苗寨”乡村振兴探索

云南日报记者 蔡侯友 本报记者毛利涛 实习记者田朝艳 文/图

通过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建设，美
了苗寨、醉了游人、富了群众，数百年的苗寨
因此释放出强劲的活力，摆脱贫困的苗族群
众因此吃上旅游饭，这样的做法值得点赞。

“云中苗寨”的美，美在生态环境、美在
民族文化。在“云中苗寨”，旅客在亲近自
然中释放了情怀，体验了民族文化，游客也
因此记住了乡愁，感受到了苗寨的魅力。

留存历史，文明留传。在留存特色中
记住了乡愁，一种文化、文明因为留存得到
留传，这就是“云中苗寨”走“生态+农业+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之路，从而实现乡村
振兴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蔡侯友

幸福花儿开。

＞感言

美景入画来。

说句心里话。

““云中苗寨云中苗寨””群众在群众在
寨门前载歌载舞迎嘉宾寨门前载歌载舞迎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