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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3年1月6日 星期五 阅读昭通·视界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2022 年上半年，在上海闵行区援滇
干部的积极协调下，我们有 3万多公斤枇
杷销往了上海，与往年相比利润增加了近
30万元。”在永善县明子山生态农业观光
园，承包了 305亩水果种植园的肖奇贵带
着笔者，一边参观他的水果园区，一边介
绍收成。

“枇杷、樱桃、葡萄生长在海拔1500多
米的山上，不管是品相还是口感都不错。”
肖奇贵指着远处碧绿的一片果园说，那片
脐橙也快上市了，种植在山的另外一侧的
草莓刚刚开始结果。

当笔者问起2022年水果收益时，肖奇
贵伸出了 4 根手指，“毛收入达到 400 万
元，除去土地流转租金、种植、人工、包装、
运输等成本，有近一半的纯利润。”肖奇贵
说，他从 2016年起流转了 305亩土地种植
水果，明年计划再扩大300亩。

肖奇贵的水果园区位于明子山上，山
脚下就是中国第三大水电站溪洛渡水电
站。当地已经在这里规划了集鲜果采摘
和农产品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农业示范庄
园。通过“做特十万亩优质特色水果示范
带”的产业布局，坚持“基地+景点+产业”
的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这里成了远近闻名
的乡村旅游特色景点。

这里的农业示范庄园与明子山观景
台相邻，不仅可以俯瞰县城、溪洛渡水电
站、金沙江峡谷等壮观美景，还逐渐发展
成为集美丽乡村农家乐、登山户外运动、
田园农耕体验、休闲度假为一体的乡村旅
游示范点。当地村委会干部告诉笔者，园
区已规划种植葡萄、青脆李、脆红李、枇
杷、乌桃、草莓、玛瑙樱桃、车厘子、梨等四
季水果，远销成都、昆明、广东，如今凭借
质优价廉，走进了上海市场。

“永善的枇杷卖到上海后，市民品尝
后赞不绝口，在我们七宝镇的昭通印象馆
就卖了 5000多公斤枇杷。”昭通印象馆负

责人马律说，有的市民慕名来到店里，也
有的市民通过社区团购集中购买，来自云
南昭通金沙江畔的优质水果，走进上海市
民家中，让两地联系更紧密了。

如今，除了永善的水果，永善种植的
冷凉蔬菜也上了上海市民的餐桌。

近日，走进永善县伍寨彝族苗族乡中
寨村，千亩连片的冷凉蔬菜一望无际，一
棵棵蔬菜幼苗在云雾中茁壮成长。在伍
寨乡青龙山脚冷凉蔬菜种植基地，菜农们
正忙着把刚刚采摘下来的牛心甘蓝装车，
准备发往成都、重庆等周边城市销售。

2022年 7月，永善县首批冷凉蔬菜销
往上海。闵行区援滇干部，永善县委常
委、副县长佘一说：“永善县南部高寒山区
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和地理优势，具
有海拔高、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等特点，
非常适宜种植冷凉蔬菜。为进一步做优
做强冷凉蔬菜产业，让永善县搭乘东西部
协作‘快车’，去年通过东西部协作资金投
入 1250万元，新建冷库、堆肥场、育苗棚、
抗旱池、机耕道等基础设施，全力发展冷
凉蔬菜产业，推动蔬菜产业品牌化、规模
化发展。”

据了解，伍寨乡先后引进了多家企业
进驻，通过“政府主导、企业带动、群众参
与”的模式，将伍寨社区、长海村、中寨村
的6000余亩土地统一流转给企业，打造高
山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当地群众不仅通
过基地获得了土地流转收益，实现了就近
务工，还学会了科学种植技术。

下一步，永善县将丰富冷凉蔬菜种植
品种、提升蔬菜种植品质，冷凉蔬菜种植
面积将发展到 5万亩，冷凉蔬菜将成为又
一个亿元级的产业。

“闵行区充分发挥对口协作优势，积
极牵线搭桥，协助永善冷凉蔬菜打入上海
市场。”佘一介绍，首批蔬菜运至上海后，
很快销售一空。目前已和上海的大型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和大宗采购等平台渠道
密切对接，今后上海市民在夏季可以品尝
到来自永善更多更好的高山冷凉蔬菜。

协作帮扶带动产业发展

走进桧溪镇强胜村车罗自然村，这里
宛如画作一样，听说笔者来自遥远的上
海，村民热情地与笔者聊起来。

这里四处环山，山脚下江水连天。长
久以来，家家户户种植葡萄，每到丰收季
节，吸引周边乡（镇）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晶莹剔透的葡萄，十分亲民的价格，让一
江之隔的四川游客也慕名而来。

借助车罗自然村的天然优势，将其打
造成为乡村振兴示范点。“对 56户 72幢房
屋实施风貌改造，进行雨水沟、污水管道
改造，建设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道路两
侧也安装了160盏太阳能路灯。”闵行区援
滇干部、永善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郁达义
介绍，通过实施水肥一体化、大棚、采摘道
等项目，将原有葡萄园打造成“智慧农业、
科学农业、观光农业、绿色农业”主题示范
园，其中归于村集体的经营性资产，收益
主要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加脱
贫群众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

“环境改变后，来游玩的人多了，村里
也热闹起来了，现在仅种植葡萄，每亩地
毛收入可达2万元。”强胜村党委书记龙自
群给笔者算了一笔账，村里计划着让房屋
多的村民开一些农家乐，让采摘游玩的客
人，有吃有玩有住。“在东西部协作资金的
支持下，2022年对‘肖氏大院’这一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未来还将把村里一
所闲置校舍改造成游客接待中心，让这里
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旅村’。”龙自群说。

闵行区援滇干部、永善县乡村振兴局
党组成员叶晨杰告诉笔者，在桧溪镇源胜
村，村民们现在办理公共事务与原先大不
一样。有村民说，在这大山里就像在县城
里一样。

作为乡村公共事业服务提升项目，源
胜村村委会将闲置的村小学老旧房屋进行
升级改造，宽敞的服务大厅，还有党员活动
室、农家书屋、爱心超市等服务设施，让村
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高效便捷的服务。

协作帮扶，要让老百姓得实惠；产业
发展，同样也要让企业有支撑。

在永善县产业园区溪洛渡片区，由上
海援建的近 1.2 万平方米厂房已经交付，
永善县竹笋加工龙头企业云南七彩人家
将把生产车间迁至这里，“该企业入驻后，
将提供 300 余个就业岗位，年产值预计
8000万元至 1亿元。”佘一表示，东西部协
作不仅仅是把东部资金和项目引过来，更
多的是把两地的所需所能有效地结合起
来，就像高寒山区冷凉蔬菜项目一样，让
协作项目实现“上海、东部地区所需，永
善、云南所能”。

佘一介绍，由上海协作帮扶资金援建
的永善县产业园区细沙片区标准化厂房及
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已经封顶，其中包含1个
标准化车间，总占地面积达2908平方米；三
层厂房建筑面积8861平方米，项目支撑全
县竹子种植面积41.96万亩，各类可采笋用
竹林面积29.96万亩，带动竹产业发展。

项目建成后形成的固定资产委托永
善县属国企代持代管，收益主要用于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加易地搬迁安置点
脱贫群众收入。

组团带去最好的教育、医疗服务

在永善县人民医院，笔者见到了来自
闵行区的医疗专家宋小飞、汤卫国、林延
昆 3 位医生，去年 8 月他们作为新一批援
滇医生，来到这里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展诊
疗服务。传帮带教，成为他们援滇期间的
核心工作。

刚到永善不久，宋小飞就遇到了一
例重症疑难患儿输尿管结石梗阻，作为
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泌尿外科主治
医师，宋小飞十分清楚患儿病情危急。

“因患儿双侧输尿管梗阻导致尿量减
少，如不及时解除输尿管梗阻，有导致
肾功能受损加重伴发高钾血症，甚至危
及生命的可能。”考虑到患儿年龄小，病
情危急，宋小飞带领医院外一科团队，
仔细分析并研讨患儿病情，最终决定为
患儿施行输尿管镜下双侧输尿管内双 J
管置管引流术。术后摄片证实输尿管
梗阻已解除、引流效果满意，患儿的肾

脏得到了及时有效的保护。
汤卫国是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普

外科（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成功为一名
80岁高龄患者行“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
腹腔镜下肠粘连松解术+腹腔引流术”，
因患者年龄大、基础疾病多、麻醉及手术
风险大，通过组织科内会诊后向医务科
申请院内多学科会诊，在 1小时内即完成
了手术，且术中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术后
快速恢复。

像这样的手术每天都在进行，宋小飞
说，来到永善 1 个月时间，他就做了 25 台
手术，考虑到当地百姓就医需求，他们几
位上海援滇医生，基本放弃了休息日，通
过一次次手术实践把自己的医术心得分
享给当地的医护人员。

在永善县溪洛渡高级中学，来自闵行
区的范玉华、杜骏、胡洁、张涛飚 4 名教
师，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首批“组团式”教
育帮扶人才。范玉华作为上海外国语大
学闵行外国语中学副校长，将在这里挂
职并担任为期 3年的校长，“来到永善后，
我们开展了调查研究，主要深入学生，了
解学生的现状及需求，帮助学生改善生活
环境和学习环境，帮助学生改变学习习
惯、生活习惯。”范玉华说，往年永善夏天
并不很热，去年8月这里和上海一样，遇到
了极端高温天气，住校学生宿舍没有电
扇，当他把学生情况发到微信朋友圈后，
他在上海的学生自发组织募捐，还有一些
企业朋友也慷慨解囊，很快募集到一批电
风扇安装到学生寝室，为酷暑难眠的学生
送去清凉。

“我们组织语文教研组参与闵行区线
上教研活动，和闵行区的老师一起听课、
一起评课，听教研员做微讲座等，让上海
和永善的远程教育实时在线。”范玉华介
绍，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已经有了新的
工作思路，包括：通过理顺部门关系，强
化行政领导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通过
中秋节暨教师节联欢活动，修订完善绩
效方案以及改善教师工作环境来提升教
师精气神；通过支教老师开设公开课、指
导教研活动、指导组内教师参与县新教
材教学大赛等活动提升教师教育教学理
念策略等。

乌蒙山绵延不绝，山峰苍莽；大峡谷
沟壑纵横，峰峦叠嶂。盐津县坐落于纵横
群山、蜿蜒河流的图画中。沪滇协作以
来，盐津人振奋求进，与来自上海的力量
一起，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牛”日子指日可待

车辆沿着蜿蜒山路快速行驶，柿子镇
三河村很快出现在眼前。

在三河村先锋养牛场，闵行区援滇干
部，盐津县委常委、副县长周健正在与养
牛场负责人交谈牛的生长管理情况。

“2021年合作社引进了220头安格斯母
牛，其中有180头怀孕，再过一段时间将陆
续产仔。”养牛场负责人黄吉海开心地说。

“这时候是关键期，草料喂养要合理，
同时要注意牛的健康状况，不能出意外。”
周健叮嘱道。

三河村位于柿子镇南部，有30个村民
小组4004人，当地村民习惯散养的鸡、羊、
牛都不成规模，如何才能让村民有稳定的
持续增收途径？当地镇政府和村干部把
主意打在了“牛产业”身上，可规模化养
牛，需要建设场地和配套设施，这需要一
笔不菲的启动资金。

上海援滇资金的投入，让一座可容纳
200余头的标准养牛场拔地而起。

“一期建设于 2021年 7月完工并投入
使用，共饲养纯种安格斯母牛220头，基本
能看到收益，也为发展带来了希望。”柿子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浏说。

所谓“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
部”，为保障养牛产业发展壮大，当地成
立了肉牛发展专业合作社，民主推选了
党总支书记为理事长，带领群众探索养

牛的有效路径，同时发动三河村“两委”
干部、村民小组长以及驻村工作队员 13
人主动带头购牛代养，成了养牛产业最
可靠的主心骨。

村民胡仕元在牛场建好后，主动认养
了一头安格斯母牛，此前他刚刚脱贫，这
次养牛贷款政府补贴了利息，合作社也补
贴了一些利息。“我认养的母牛是1.5万元
买来的，现在已经升值到2.6万元左右，再
过些日子生下小牛犊，更值钱嘞！”胡仕元
高兴地说。

目前，三河村先锋肉牛养殖场已吸
纳党员、村干部、驻村工作队、三类对
象、脱贫户等共 102 户参与该合作社的
养牛产业。

在 村 民 看 来 ，养 牛 实 实 在 在 带 来
了经济效益。一头母牛买进时平均成
本 16800 元，按饲养 400 天产犊见效算，
饲养成本为 6000 元，每产犊一头缴纳
集体经济费用 200 元，合计成本 23000
元。但在收益上，饲养 400 天的母牛本
身增重保底 200 公斤，按 34 元一公斤
的育肥牛估算，母牛增值 6800 元；配种
产出的牛犊按 3 个月接种出售，均价保
底 7000 元。可售牛犊除本后，利润与
合作社五五分成，也可按售价折股继
续放入养牛场代养育肥，折抵牛犊成
本和饲养成本，一年一头牛纯收益在
3800 元以上。

与此同时，从村民购买母牛进场，不
管购牛价是多少，除本分红的时候，不论
市场价格如何波动，合作社都给群众保底
购牛价，售卖的牛犊和母牛除去饲养成
本，所得利润合作社和群众五五分成，其
间牛意外死亡风险都由合作社承担，全程
保障群众养牛的零风险。

按每出栏一头牛集体经济收益 200
元计算，220头牛一年可产生村集体经济
收入 44000元，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资金
保障。

黄吉海告诉笔者，在上海援滇资金的
支持下，合作社第二座可容纳 200余头牛
的新牛棚也快完工了，到时候这 180多头
小牛犊就有了新家。

“我们已经援建了 5座肉牛养殖示范
场，在合作社的带领下，养牛场成了村民
共同的产业。”周健说，牛产业壮大了，干
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发展产业创增收，
群众的“牛”日子过起来了。

村民有了“主人翁”意识

两岸峭壁耸立，峡谷流水潺潺。庙坝
镇石笋村附近的白水江碧波荡漾，村民的
生活如今变了样。

庭院外墙粉刷一新，新修的混凝土
道路畅通无阻，夜晚太阳能路灯发出的
灯光，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让人意外的
是，村民们已经习惯将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在新建的垃圾箱里，大家觉得，即使在
高山上，保护绿水青山同样重要。

石笋村白杨坡乡村振兴示范点项目
是援滇重点项目，其中实施房屋亮化工程
进行院坝、厨房改造 200 户，串户路硬化
70公里，在主干道及重要场所安装太阳能
路灯600盏，新建分类垃圾桶300个。

从基础事情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干
起，将改善村庄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
升公共服务等事关村民生产生活的项
目优先安排，极大地激发了村民参与村
庄建设的热情和内生动力，增强了“主
人翁”意识。

石笋村核桃村民小组村民康龙武的房
屋是2008年修建的，建好后外墙一直没有
粉刷，山上气候潮湿，外墙已经斑驳发霉，
这次粉刷后白墙蓝瓦让房屋焕然一新。

自从上山的路修好后，山脚下镇上的
老人常到他家来坐一坐，喝喝茶，为此康
龙武把家里的客厅腾了出来，干脆办起了
免费的老年活动中心，许多老人在他家一
坐就是一整天，天黑后，在路灯的指引下，
才缓步回到镇上。“这在以前，想都不敢
想，不要说老人，就是年轻人天黑后下山
都难。”康龙武指着门外的道路和路灯说，

“瞧！这变化多大。”
在石笋村，有一片800多亩的“云上梯

田”，春季的油菜花、秋季的水稻，成为一
道亮丽的乡村风景线。

道路通了，风景美了，慕名前来打卡的
人也多了，村民郑勇看到了商机。多年在
外经营餐馆，他发现要是在这半山腰建个
民宿一定有赚头。于是他拉来几个志同道
合的朋友，贷款投入300多万元，办起了农
家乐，餐饮、住宿、停车、休息，一应俱全。

“现在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正在抓紧装修，
很快就可以开门迎客。”郑勇高兴地说。

美丽乡村，要一点美、一片美、整体
美，“一盘棋”思想是核心。石笋村白杨
坡乡村振兴示范点项目依托“云上梯
田”项目，重点推进白杨坡人居环境提
升，打造“产业发展新示范”“多元文化
新指南”“乡村度假新体验”三位一体乡
村振兴示范区。

美丽乡村，要景色美，更要经济美，产
业运营是重点。周健介绍，在项目建成
后，通过有选择地引进、扶持与农业循环
经济相关的行业性龙头企业，开展规模化
经营，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推进农业
延链、补链、壮链、优链，努力构建“田产
粮、粮养畜、畜肥田、田成景、景成旅”生态
循环产业格局。

目 前 ，盐 津 已 引 进 航 旅 集 团 投 资
1.87 亿元，通过旱地改水田、灌溉与排
水、田间道路和农田防护等工程建设，
已完成 7030 亩土地提质改造及稻谷种
植。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乡村振兴

的典型经验和模式初见雏形。

居民生活变化日日可见

在援滇干部的带领下，笔者前往豆沙
镇水田新区扶贫车间电商平台，这里的直
播间刚刚装修好，150平方米的多功能演
播厅、3间直播间、会议室、产品仓库和展
厅，让这里的农产品通过直播镜头走向全
国。

盐井镇团结社区党总支书记林晓琴
介绍，对于当地百姓来说，有了直播间，
这里的农产品就可以走向全国，直接或
间接带动就业人群可达上千人。“这里有
一对主播从事轮椅生意，如今他们已经
报名参加培训，将加入我们团队，今后还
会吸纳更多的商户加入进来，打造盐津
电商直播品牌。”林晓琴说。

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说，生活的变化日
日可见。援滇干部、盐津县乡村振兴局副
局长方宇介绍，项目建成后可以有效提升
当地农副产品销售，可帮助当地农民增
收，促进当地文化在网上直观展示，当地
群众可以实现在家门口网上带货直播，预
计覆盖受益易地搬迁点脱贫户近 1.5 万
人。

在水田新区高级中学，一幢可容纳
1500 人的学生宿舍楼正拔地而起。校长
黄仁平告诉笔者，学校原计划招生 2700
人，由于宿舍楼限制导致学校目前招生只
有计划的一半，在上海援滇资金支持下，
配套建设水田高级中学女生宿舍楼，预计
今年寒假前后交付。

（本版稿件来源：“今日闵行”微信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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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日子“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