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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哪想到祖祖辈辈只会传统耕
作的农民，竟然搞起旅游、当起老
板。”鲁甸县石水井自然村云中乐
谷农旅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聂正唐
高兴地说，自从发展乡村旅游后，
在村合作社的统一经营下，全村仅
有的100多亩土地种上彩色水稻，
几千亩山坡地则种上四季瓜果蔬
菜，把农业种成景观农业，利用村
内民房、庭院等开起餐馆、烧烤店、
民宿、“太空舱”酒店、便利店、咖啡
馆、亲子乐园等，开业3个月来，尽
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营收也超
过了60万元。

48岁的聂正唐是石水井自然村
村民小组长。过去由于村民靠种植
玉米、马铃薯为生，和大多数村民一
样，为谋求更好的出路，他也加入外
出务工队伍。凭着灵活的头脑和踏
实肯干，他学会了汽车修理技术，而
后在鲁甸县城开了一家汽修厂。由
于技术过硬、服务热情周到，聂正唐
的汽车修理厂生意不错，一家人也搬
到城里生活。

2021年，地处二半山区的石水
井自然村被昭通市委、市政府确定
为全市脱贫致富示范区先导工程3
个试点村之一。人虽然在外打拼，
心却一直牵挂村里发展的聂正唐
毅然回到村里，带领大家投入到先
导工程建设中。

2022年6月，村里成立云中乐
谷农旅专业合作社，群众公认有能
力、办事公正、热心村里大小事务的
聂正唐全票当选为合作社理事长。

制定章程、建立理事议事制
度、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制定合作
社社员分配制度……合作社成立
几个月来，聂正唐和村民选出来的

5个理事、3个监事，在县、镇工作专
班以及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
团队的指导下，忙得不可开交。

石水井是鲁甸县江底镇坡脚
行政村下属自然村，地处云贵两省
三市接合部，国道213线依村而过，
与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
族自治县和我省曲靖市会泽县山
水相连，区位优势明显。因该村有
一石灰石断岩，岩石缝中有清泉水
流淌进一石窝，可容三挑水，故而
得名石水井。

2015 年以前，石水井只有 38
户村民，在鲁甸 6.5级地震灾后恢
复重建中，散居在山上的 46户村
民搬迁到石水井。目前，全村共生
活着 84户 312名村民。石水井自
然村虽然距昭通中心城市40公里、
距鲁甸县城22公里，但村民们仍然
生活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
农耕生活里。

“离城市不远，离自然最近。”
在鲁甸县石水井脱贫致富示范区
先导工程工作专班成员、江底镇镇
长康健眼中，年平均气温 16℃，森
林覆盖率超过 60%的石水井自然
村，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城里
人休闲度假、体验农家生活和农耕
文化的好地方。石水井自然村要
实现乡村振兴，单靠传统农业肯定
不行，就是要通过实施脱贫致富示
范先导工程，探索出一条适合昭通
二半山区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来，
为昭通市提供示范和样本。

“春有百花、秋有蔬果、夏无酷
暑、冬无严寒，是四川等地游客理
想的避暑休闲康养胜地。”坡脚村
党总支书记聂正江告诉记者，石水
井自然村是坡脚村人均耕地最少

的地方，全村以山坡地种植玉米、
洋芋作物为主，要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接续好乡村振兴，就必须
依托石水井自然村区位、交通便捷
优势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把仅有的
100 多亩基本农田和山上 3000 多
亩坡地综合起来考虑，在基本农田
里种上七彩水稻，在山地种板栗、
核桃、樱桃、杨梅、梨树、蔬菜等，通
过景观农业、四季果蔬采摘吸引游
客到石水井自然村体验农家生活，
走农旅融合发展的路子。

产业形态要由单一的农业生产
迈向多业并存。为把石水井打造成
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致富
示范村，探索具有昭通特色的乡村
振兴新模式、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提供典型样板，昭通市、县乡
村振兴局以党建为引领，在中国农
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团队的指导下，
组建工作专班，按照“一山一谷一
村”发展理念，围绕制定一个好规
划、找准一条好路子、壮大一批村集
体、造福一方老百姓的发展思路，立
足石水井自然村区位、人文、交通优
势，采取政府引导、群众主体、社会
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计划通过3
年的示范建设，在石水井自然村发
展康养休养、四季果蔬、特色餐饮、
教育研培、亲子活动、户外运动、房
车露营、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实训等
新型业态。通过以旅促农带动乡
村振兴、农旅结合带动产业融合、
多元结构带动区域经济、综合发展
带动效益提升“四个带动”，在景
观、项目、消费层次、体验方式、场
地5个方面带来超越城市的乡村旅
游体验，真正把石水井自然村打造
成休闲旅游的欢乐谷，绘制出一幅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乌蒙山
区乡村振兴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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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甸县江底镇石水井自然村乡村振兴探索鲁甸县江底镇石水井自然村乡村振兴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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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正江的新梦想

年少时，聂正江常坐在家里，仰
望着大山发愁：何时才能把进村的路
修通修好，买东西何时能不用扛着走
几公里的崎岖山路回家。

初中辍学后的聂正江走出大山，
开过大型货车、开过砂石料厂和汽车
修理厂，成了乡亲们眼里头脑灵活、
有能力、做事认真踏实的好后生。
2005 年，22 岁的聂正江到村委会办
事，当时的村支书问他愿不愿意到村
委会为乡亲们办事。作为土生土长
的坡脚村人，儿时想改变家乡的梦想
一直装在他的心里。就这样，他接下
了坡脚村的发展重任。

从坡脚村主任助理到村党总支
书记，今年已是第17个年头。从鲁甸
6.5级地震抗震救灾到脱贫攻坚再到
乡村振兴，聂正江带领群众抗灾害、
战贫穷、谋发展。坡脚村也从曾经封
闭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变成了脱贫致
富先导工程示范点。曾经坑坑洼洼
的土路变成了漂亮的彩色路；曾经闲
置的房屋、撂荒的土地、漫山遍野的
林地等资源盘活成资产、资产变成资
本、资本变成资金，村民也摇身变成
股东，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幸福
感也随之攀升。

路通了，道路等级提高了，石水
井自然村和外面的世界就近了。如
今，从昭通中心城市、鲁甸县城到坡
脚村石水井分别只要30分钟、15分钟
的车程，聂正江年少时“把路修通修
好”的梦想已经实现。随着云中乐谷
一期工程建设的完成，聂正江又有了
新梦想：要带领群众把石水井自然村
建设好、发展好，在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让村民幼有所育、小有所学、青有
所为、老有所乐，在农旅融合发展中
把坡脚村建成让城里人羡慕的宜居
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云南日报记者 蔡侯友
本报实习记者 田朝艳

“太空舱”落户小山村

青山脚，碧水旁，走进“太空舱”
酒店，床铺、沙发、茶桌、洗手台、抽水
马桶等设施绝不低于星级标准。坐
在全玻璃观景阳台上，泡上一壶茶，
与朋友谈天说地，观赏翠云池涟漪阵
阵的水波。夜晚，透过舱顶、四周真
空玻璃仰望星辰，仿佛畅游太空。

在占地四五亩的翠云池边，4 座
建筑体临水而建，这是村民聂正平回
乡投资新建的特色民宿“太空舱”。

“太空舱”落户石水井，成为该村
一道亮丽的风景，年轻游客纷纷前来
打卡。

2021年，获知家乡石水井自然村
被确定为昭通市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
程3个示范村之一后，从村里走出去的
聂正平从中看到了商机。他通过家庭
会的形式征求家人的意见，最后采纳
了儿子的建议，在老家的房子旁建设
几个像太空舱一样的高档酒店。到广
东、福建等地考察后，聂正平投资 100
多万元采购了4个“太空舱”，在云中乐
谷试营业时同时投入使用。

“太空舱”投入使用后，来石水井自
然村玩的游客都喜欢去住上一宿，聂正
平家的酒店已成为当地网红酒店。

云南日报记者 蔡侯友
本报记者 毛利涛

青山环抱、绿树成荫，呈U型的山谷间，潭水
清澈。水潭四周，青瓦白墙的村舍间分布着农垦
乐园、农耕广场、四季蔬果园，还有彩虹村道、乡
村民宿、“太空舱”酒店、亲子乐园、特色餐饮、林

下烧烤、乐谷咖啡……以农促旅，以旅兴业，在农
旅融合中实现乡村振兴，这是昭通市鲁甸县江底
镇石水井自然村实施脱贫致富示范区先导工程
带给我们的启示。 阳光穿过便利店门框和玻璃

橱窗照进室内，暖和而明亮。一
排排货架上，各种食品、日用品码
放得整整齐齐。上穿咖啡色薄毛
衣、下着蓝色牛仔裤，脚蹬深灰色
休闲鞋的店主笑呵呵地招呼着进
店顾客。

“生活幸福美满、精神十足。”
这是店主聂正浦给人的感觉。

现年 52岁的聂正浦从小就生
活在石水井自然村，在鲁甸 6.5级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和脱贫攻坚战
中，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关怀
和帮助下，村子路通了、水通了，散
居在山上的乡亲们搬到石水井自
然村，家家户户住上了钢混结构的
楼房。娃娃读书不但不用交学费，
中午吃饭还有免费的营养餐，村民
们看病有医保，过上了吃穿不愁的
小康生活。

在石水井自然村开展脱贫致
富示范先导工程过程中，聂正浦将
家中的3 亩林地入股村合作社，自
家两层楼房一楼开便利店，二楼改
造成民宿。按照合作社章程，根据
出资比例，便利店收入90%、民宿收
入 39%归聂正浦一家所有，其余收
入归合作社。

采访中，聂正浦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一家5口人，两个女儿已经出
嫁，儿子在部队服役，自己打理便利
店和民宿，妻子李正莲在合作社上
班，便利店、民宿收入，夫妻俩工资、
年底合作社股份分红等几项收入加
起来，每年收入不会低于10万元。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过，就像
吃甘蔗越吃越甜。”种了大半辈子
地的聂正浦说，做梦也没有想到有
一天坐在家里就能当老板，妻子在
家门口上班领工资，现在都不用伸
手向儿女们要钱了。

“村民幸福感强不强，决定乡
村振兴的成色，更是决定着全面小
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质量。”康健告诉记者，先导工程实
施中，石水井自然村制定了合作社
与群众的利益分配机制，按照村民

以全部土地、房屋、庭院等入股合
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后期分
成中，净利润 39%属于村民，合作
社占 61%，村民全额投资经营的项
目和实体，净利润90%属于村民，合
作社占10%。

据悉，石水井自然村目前已
整合群众土地及房屋 12栋用于烧
烤区、民宿、餐厅、咖啡厅建设，通
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三变”，充分调动群众参
与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
府+党支部+合作社+运营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
制，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转变集
体经济发展模式，政府统筹协调，
合作社整合资源，运营公司经营
管理，使农户以出资、出让、转包、
入股等方式实现一份资产多份收
入，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加充实。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
期盼，也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和
必由之路。”为共建共享幸福家
园，石水井自然村计划在合作社
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的收益，在
村中建立起老年人日间关爱中
心，村中 60 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每
天在中心健身、娱乐，早晚都在
中心吃上免费可口饭菜，让他们
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

“这样暖心的事就连儿女都做
不到。”听闻村里的打算，76岁的王
廷秀老人高兴地说。她告诉记者，
来村里游玩的人多了，她和几个老
姐妹每天都在村里划定的区域出
售自家地里产的果蔬，一天能挣一
两百元。聂正浦介绍，这几个老人
都是留守老人，平时用钱都靠外出
务工的儿女，现在每天有收入，幸
福感也提升了。

石水井自然村变身云中乐谷，
村民生活由小康迈向幸福小康，正是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出“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的鲜活事例。

＞见闻

一个曾经被人遗忘的小山
村成为游客打卡地，一个曾经
的传统农耕小山村正迈向农旅
融合发展之路，一个个曾经见
到村外人就害羞脸红的村民正
自信满满地与人打交道，过上
由小康迈向幸福小康的生活，
这一切都源自于脱贫致富示范
先导工程的实施。

创新是推动乡村振兴的第一

动力，在石水井乡村振兴探索中，
群众主体激发新动力、项目建设
引入新理念、参与建设提升新技
能、利益联结带来新收益……思
想观念创新、业态创新带来了村
容村貌之变、群众生产方式之变，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增强，更加充实，这正是先导示范
工程的目的所在、意义所在。

蔡侯友

云中乐谷儿童乐园。

石水井自然村全貌。

产业形态由传统农耕迈向农旅融合

“我是云中乐谷烧烤‘小王子’。”
一见面，38 岁的杨万高风趣幽
默、充满自信的话让采访气氛活
跃不少。

“别看简单的烤鸡、烤羊，这可
是技术活，重要的是作料配制、腌
制时间、火候掌握。”杨万高自豪地
说，他烤的整鸡、全羊外焦里嫩，客
人都争着指名点着要。

杨万高从小生活在石水井自
然村，先后到过新疆、山西、浙江、
广东等地务工，“在工地上搬过砖，
工厂里干过计件工。”杨万高告诉
记者，在外务工这么多年，从这个
省到另一个省，从一个工地到另一
个厂，苦和累暂且不说，关键是找
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与人沟通交
流都拘束得很。

2021年下半年，听到石水井自
然村要发展乡村旅游，已是两个孩
子父亲的杨万高兴冲冲地返乡参
与到村里的建设中来。

如今，杨万高当选为云中乐谷
农旅专业合作社理事，妻子在村中
合作社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夫妻俩
工资收入虽然暂时不如外出务工
高，但年终资产、工资、股份分红等
几项收入加起来，收入也不错。“关
键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既能照顾
老人，又能管好孩子，外出务工这
么些年，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石水
井才是我的根。”

“村中的妇女见到县里和镇上

的干部都会主动热情打招呼，这一
可喜的变化得益于先导工程的实
施。”康健告诉记者，特殊的山形地
貌让这里的村民生活在相对封闭
的小环境里，外面的人平时很少到
村里来。县、镇、村干部到村里来
开展工作，路上相遇，村民们大多
都是礼貌避让，妇女们更是腼腆。
自 7月 1日试营业以来，村里来的
游客多了，村民们也变得开朗大方
起来了。

“原来见了干部都会绕着走，
主动打招呼很害羞。”谈起康健的
看法，正在餐厅打扫卫生的几名
中年女服务员七嘴八舌说道，现
在来村里游玩的人越来越多，原
先见到人就害羞胆怯的心理负担
没有了，反而觉得见到人不主动
打招呼不礼貌，见到干部们更觉
得像亲人一样。

“过去日子过得不如外面好，
见到外面来的人总觉得低一等。”
村民夏凤标说，他们一家收入主要
靠他外出务工，妻子在家种两亩多
玉米、3 亩多马铃薯，每年养两头
猪，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
初中，虽然不愁吃不愁穿，和亲戚
朋友相比或者见到外面来的人，心
里总有被人瞧不起的感觉。

自从村里发展旅游后，夏凤标
家5亩多土地全部入股村合作社，
他和村里10多个青壮年积极参与
村庄建设，通过一年来的学习和实

践，10多个人都学到技术成为乡村
工匠，现在每天挣的工钱都不低于
300元，妻子则在合作社特色餐厅
上班，每个月有固定工资。夫妻俩
每个月工资收入超过 10000元，年
底合作社还有股份分红，再也没有
自卑感了。

从外出打工到参与家乡建设
成为乡村工匠，夏凤标的自信和开
朗源自观念改变、环境改变，源自
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我们要打造超越城市的现代
乡村农业综合体。”对聂正唐、杨万
高等合作社理事来说，他们的变化
和村民不一样。他们谋划的不仅
仅是自家的小日子咋个过，还有如
何依托独特的区位，利用石水井自
然村浓郁的农耕文化、优美的自然
生态，带领村民在道路沿线、荒山
荒坡、村庄内部等开展绿化美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生态保
护和美化村庄行动，一体化推进农
村老旧危房及畜禽圈舍拆除，利用
村规民约、爱心超市引导群众破除
陈规陋习，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乡村发展新格局。把村民畜禽
圈舍改造成咖啡厅、便利店；通过
村民房屋、土地、林地等入股，发展
民宿、餐饮、大型游乐园、劳动技能
培训实践中心、房车营地、建森林
步道，把山上的耕地种上四季瓜果
蔬菜等景观农业。

观念一变天地宽。石水井村
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带来的是村容
村貌、产业形态、村民生活的蝶变。

思想观念由相对保守迈向逐渐开放

生活由小康迈向幸福小康

特色民宿“太空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