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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3年3月31日 星期五 阅读昭通·深度
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

这是一篇迟到的记录。
时间回溯。2022 年初夏时节，金沙江畔

右岸的仁和村青山葱郁，绿水潋滟。
巧家县金塘镇仁和村的村民自发聚在

山坡上，栽种芒果树，开挖抗旱塘。
2022 年雨水充沛，金沙江沿岸的群众

男女老少齐上阵，趁着雨水好，栽种绿色的
希望。

10 年前，白鹤滩水电站建设启动，电站
施工区和淹没区内的乡镇极多，忙于电站移
民和搬迁安置区建设的同时，巧家县开始谋
划新的沿江经济作物的布局。

金沙江是一条奇特的大江，堂琅文化的
根与源，就是通道文化。作为长江上游的黄
金水道，金沙江在崇山峻岭间激昂飞翔后，
在昭通的最南端巧家县蒙姑镇与小江、以礼
河壮丽交汇后，在蒙姑古镇的石匠房栈道开
启了黄金水道的序幕。

记忆中的金沙江是不羁的、豪情万丈
的。一条河流的流向，总是与大地的脉相
通。隆起的乌蒙山，在允许河流经过的同
时，订立了绿色的山河盟约。

金塘就是金沙江在大地上写下的绿色
旨意。

在“金色的河流”和“黄金水道”的双重
加持下，金塘镇传布着金沙江干热河谷的最
初意旨。面对这些，金沙江沉默不语，总是
在不经意间就释放出要远行的意图，惹得沿
江的草木以漫山遍野的葱茏挽留。

距离金沙江江面近，到县城不过 20 分钟
车程，占了这些便利，历史上的金塘是个商
贸发达的乡镇。移民搬迁后，1.7 万人的金
塘镇，作为乡镇一级有点小。

如果从金沙江流向来看，行政区划意义
的村和社区，流经金塘镇的地方有点多——
双河社区、兴隆村、煤炭村、拖岩村、大洼村、
梨树村、仁和村。

在金沙江流经的村庄，825 米的水位线
上，各种河谷经济林果，成为与金沙江“高
峡出平湖”相契的山河颜色。

白鹤滩水电站库区，金沙江流经的区域

更广阔，巧家县抓住机遇，“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巧家坚持把产业绿色发展作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基础，依托地区优势和市场
需求，加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农民增收。

金沙江沿线白鹤滩、东坪等 7 个乡（镇、
街道）发展甘蔗，适宜栽桑养蚕的 13 个乡
（镇、街道）发展蚕桑，牛栏江沿线红山、小
河等乡（镇）发展热区水果，各乡（镇、街道）
高海拔冷凉地区发展中药材（老店、马树以
夏季草莓为主）的产业发展思路突出特色
强产业。

在金塘的版图上，绿色产业发展是有序
推进的，如果按图索骥，可以发现时间已经
在悄悄给出答案——双河社区规划的文化
旅游项目，以“红黄绿”为主基调的绿色产
业，指明了移民搬迁后的产业发展方向；兴
隆村规划种植了 500 亩石榴和芒果，正是石
榴开花时节，沿岸的红色，映照着群众的发
展喜乐路；煤炭村种植有沃柑和花椒，小小
的沃柑开始挂果，绿色的果子躲在枝头，江
风吹拂，偶尔出来露个脸；拖岩村的花椒是
金江花椒的代名词，600 亩花椒是移民搬进
安置区，流转土地后绿色发展的希望；大洼
村的冬桃、（食用）仙人掌郁郁葱葱，随着连
绵起伏的山脉绕江而过；梨树村的火龙果，
实行“党支部+公司+农户+合作社”的新经
济合作模式，500 亩火龙果上市；仁和村在金
塘镇是绿色产业分布比较广的一个村庄，目
前规划种植了 3000 亩芒果，计划通过两年的

“绿美行动”，再种植 7000 亩芒果，让名声在
外的巧家芒果向种植规范化、产业规模化、
营销多样化迈进。

天气晴好，仁和村村支书王自琴在河畔
忙着指挥村民栽种芒果树苗。经过多次村
民议事，村里 7 个志同道合的群众，成立了
农民专业合作社，流转了 500 亩地种植芒果
树。“你们这些种植得有点粗放了，要按照 3
米乘以 4 米的科学种植法，留出生长的空
间！”本来已经被录用为镇里的公务员，但她
主动请战，到村里担任村支书，每天和群众

在地里忙碌。
“忙点好，到时候山坡、河边更翠绿了，

谁不说俺家乡好！”梨树村的村支书李德
银站在火龙果种植基地上，看着一天天长
大的火龙果，绘声绘色地介绍：鲜果已获
得进入上海、昆明等城市商场的质量认证，
可以进超市、商场销售。新开发的火龙果
酒，去年小试牛刀后供不应求，果干成为新
兴的多元产品，果苗供给村里种植火龙果
的群众……

仁 和 村 种 植 芒 果 有 着 得 天 独 厚 的 优
势，王自琴带领村、组干部和致富带头人到
四川攀枝花等地考察，最终决定在仁和村大
力发展芒果产业。截至目前，新种植芒果
3000 余亩，并通过镇级验收。每亩 600 元以
奖代补资金已全部兑现给群众，接下来准备
嫁接四季芒果金煌、凯特等多个品种，让村
民实现一年四季都有芒果可卖。“芒果的产
量高，市场需求大，经济效益好，还能美化家
乡。我们计划打造万亩芒果园，把芒果打造
成仁和村的特色产业。”王自琴说。

发展产业中，王自琴负责片区中的一位
村民让她印象深刻。何某某对于发展芒果
产业很不支持，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不适合
发展芒果产业。王自琴多次耐心地给他讲
解乡村振兴政策、全国各地的芒果市场、仁
和村的资源优势、孩子将来回村的发展前
景，最终打动了老人，老人直接把在外务工
的儿子叫回来，他们一家种植了芒果 30 余
亩，老人还积极动员其他群众要抓住乡村振
兴的机遇大力发展芒果产业。

村“两委”协调资金建设抗旱塘，争取
“百千万”示范工程项目，村民自发组织代表
采购芒果树苗，在全村党员的带领下，仁和
村种植了 3000 余亩芒果树。放眼望去，漫山
遍野的芒果树茂盛生长，三年后，将挂满“致
富果”，成为仁和村民的“招财树”，真正实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仁和村这个小小的金沙江右岸的村庄，
坚持绿色发展主基调，在金沙江的转弯处，
江风吹拂下，绿色经济林果蔚然成林，从当

年距离水边最近的一个“塘角”变身“金塘”，
逐渐完善的绿色生态产业，开始释放巨大的

“绿色福利”。
在一份巧家金沙江热区产业开发的白

皮书上，巧家坚持“两山”理念，持续打造“绿
色金沙江的产业牌”的思路和推进举措在逐
步落实——

推进标准化建设，提升绿色生产优势。
立足巧家甘蔗、蚕桑、中药材及草莓 4大区域
优势特色高效产业，依托并发挥龙头企业等
新型经营主体辐射带动作用发展产业，实现
标准化、规模化种植，通过套种、新品种引进、
产品研发等方式逐步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
业附加值，带动农户的积极性，增加收入。

强化绿色品牌打造，深挖绿色产业效
益。不断深化“生产、加工、销售、融合”的全
产业链布局，实现从卖原料到初加工再到深
加工的多次跨越。快速推进“三品一标”认
证，最大限度争取品牌保护。制定出台种
植、加工标准体系，严格质量控制。

坚持以绿色发展为引领，把绿色发展贯
穿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各环节、产业兴
旺全过程，以绿色发展引领产业融合，节约
集约循环利用各类资源，大力发展绿色加
工，优化产业布局，推动农产品从种养到初
加工、精深加工及副产物利用无害化，鼓励
支持农产品加工业与休闲、旅游、文化、康养
等产业深度融合，努力构建农村产业绿色发
展的生态链、产业链、价值链，使绿色成资
源、有价值、可开发、增效益、促增收。

现在，仁和村村民生活的地方高出金
沙江的水面。随着白鹤滩水电站的建成，
金沙江已把这些地方变成一群普通人的

“旧址”。他们居住过的房子、耕种过的土
地，将像传说中李福星（李复兴）混迹的“故
乡”一样，在历史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
片蕴藏着巨大能源的水域。在金沙江带来
的大水利工程的历史抉择面前，他们怀着
复杂的感情，期待那高出水面的新村庄，但
无论往后到了哪里，他们都会眷恋故乡一
辈子。

从从““金塘金塘””到到““绿廊绿廊””
记者 杨 明/文 通讯员 闫科任/图

昭巧二级公路昭巧二级公路（（金塘段金塘段）。）。

金塘镇浩浩荡荡的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