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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六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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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彝良县小草坝境内彝牛
二级路分路进入龙海地界后，沿着茂密的
方竹林间的硬化路，翻过2道山沟3道山脊
之后，眼前豁然开朗，一个位于缓坡之间
的美丽村落映入眼帘。红瓦、白墙、灰线
条的川南民居错落分布于方竹林间，一条
条硬化的水泥路、户间路犹如人之血管般
连接着每家每户……

这里，便是彝良县龙海镇龙海社区埂
子自然村。

埂子自然村包括埂子、河坝、岩角3个
村民小组，有农户 147户 666人，位于刀削
般的粉壁岩之下，是龙海镇川南民居风格
保存最好的自然村。

埂子自然村海拔 1580 米，年平均气
温 9.8℃，年平均降雨量 1100 毫米，长期
多雾，是优质竹笋、天麻的极佳生产地
之一。

2022 年 7 月，龙海镇党委政府认真
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对美丽村庄创建

“442”的工作要求，确定将埂子自然村
纳入美丽村庄项目建设。项目建设包
括川南民居改造、生态宜居户间道路硬
化、休闲观光及采笋道建设、村民议事
场所改造、人居环境改善提升等，总投
资 458.8 万元。

建机制 服务职能在一线体现

在埂子的提质改造过程中，龙海镇按
照“党建引领、政府统筹、群众参与、共建
共享”的原则，推动项目建设更符合要求，
切合村民意愿。

项目确定后，龙海镇党委政府及时制
定方案，采取建立“三个工作组”、建立“三
项机制”、制定“三张清单”、践行“三个一”
工作法的“四个三”工作法，把服务落实在
一线，把问题解决在现场，群众的参与度、
主人翁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

“建设中，我们组建了党政同责领导
小组、一线推动工作组、档案资料收集整
理组，全面理顺机制，细化任务分工。三
个工作组履职尽责、密切配合，切实发挥
了较大作用，引导群众自主设计、参与施
工，示范点建设取得了实效。”龙海镇党委

书记马俊介绍道。
为了让工作更有针对性和目的性，领

导小组制定“三张清单”。根据项目推进
情况，适时明确各工作组的责任，形成任
务清单；根据每天的工作进展情况，收集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形成问题清单；聚焦
问题，逐项制定措施，明确责任人和办结
时限，形成责任清单；根据“三个清单”，党
委、政府坚持定期调度，适时督促办结、及
时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为了让党委、政府的服务工作更贴近
实际，工作组还践行“三个一”工作法。坚
持“一天一见面，三天一研判，一周一总
结”的工作方式，高质高效推动项目。在
示范点创建过程中，一线推动工作组有效
组织、宣传发动群众，镇村干部、乡贤能人
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真正实现了
从“政府干、群众看”到“政府领着干、群众
乐参与”的转变。

为了让项目实施得到群众认可，龙海
镇党委政府选择一户农户的房屋为样本
进行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充分尊重群众意
愿，改造完后，群众认可后，按样本进行改
造，形成了群众满意度、幸福感都得到提
升的良好氛围。

工作中，龙海镇党委政府建立“三项
机制”。建立党建引领机制，坚持党委书
记、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亲自抓，共同
研究存在问题，制定方案措施，筑牢攻坚
克难的战斗堡垒。建立群众参与机制，在
示范点创建过程中，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
作用，在项目规划、设计、施工等过程中，
没有聘请专业的设计单位，由镇村干部会
同乡贤能人、村民小组长、党支部书记和
党员群众代表多次召开群众会议共同谋
划、自主设计。龙海镇坚持把群众满不满
意、答不答应作为创建标准，把群众期盼
和美丽村庄的建设要求结合起来，让群众
参与共建共享。建立群众自主管理机制，

制定人居环境“红黑榜”制度，将操家理
务、文明持家、尊老爱幼等情况纳入“一月
一评比”，进行张榜公布，选取最有代表
性、权威性的乡贤能人、退休干部组建乡
贤理事会，把乡贤能人选聘为民间人民调
解员，负责村组内部矛盾纠纷化解，主动
排查化解内部不稳定因素，确保“小事不
出组、大事不出村”。

集民智“四美村庄”在埂子呈现

在埂子，有一条别具一格的国家安全
法治小道，小道两旁刚种植下去的山茶
花、桂花、樱花等正在舒根生长，播种下
去的格桑花、百合花等花卉种子已萌
芽。这些绿化树、花卉种子是村民们自
愿捐款购买来种植下去的。小道两旁安
装有统一规范制作的国家安全法治宣传
内容的宣传台。

4月 14日，昭通市国家安全局到埂子
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普法宣传活动。在乡
村振兴建设过程中，昭通市国家安全局将
埂子作为市级国家安全示范点进行规划
和建设，为村庄增添了更多的发展内涵。

走进埂子，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都种
植有刺老包、香椿等，菜园内各种蔬菜长
势良好。

在项目推进中，龙海镇坚持在产业发
展上破难题，在生态宜居上下功夫，在乡
风文明上出实招，在村民自治上寻良方，
在促农增收上想办法，因地制宜将埂子自
然村打造为形态美、生态美、生活美、人文
美的美丽村庄示范样板。

为切实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将村
容村貌保护建设意识进行广泛宣传、深入
民心，坚持科学规划、村民自主设计，按照
红瓦、白墙、灰线条、板栗色门窗的打造标
准，统一改造民房147户，硬化生态宜居户
间路 2万平方米，安装路灯 90盏。建设花

园、菜园、竹园的“三园”绿化带，提升了村
庄宜居品质，塑造良好生态的美丽村庄。

紧紧围绕“一档村庄八条标准”，着力
打造有新村、有新貌，既宜居也宜业的生
态美村庄。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提升，实现农村卫生厕所全覆盖，建设卫
生公厕 1座、垃圾焚烧池 4座，积极动员村
民做到“垃圾不出户”，生活垃圾日产日
清，形成“人人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良
好氛围。

坚持因地制宜，聚焦竹子、天麻等产
业发展，促进群众增收，种植竹子10000余
亩、天麻 200余亩、魔芋 100余亩，通过“村
集体经济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形
成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产业发展提质增
效；着力打造“水电工”劳务品牌，稳步推
进务工就业，通过小企业带包工头、包工
头带工人的模式，充分促进劳动力高质量
就业。埂子自然村共有劳动力 300人，其
中外出务工 110人，其中 80余人组成一个
队伍长期在外从事水电工行业。

立足埂子自然村走出去的公职人员
多的实际，从统计在外工作公职人员 30
人（其中县处级干部 1 人已退休，科级领
导干部 1 人，教师 28 人）、研究生 1 人、大
学本科生 12 人中，选取最具代表性、权
威性的乡贤能人、退休干部组建乡贤理
事会，发挥乡贤人士在乡村治理的“桥
梁”、乡村发展的“智库”、乡风文明的“榜
样”作用，从而化民风树新风，变他律为
自律；调整完善村规民约，扎实推动移风
易俗，促进农村群众在持续增收的同时，
减少办事宴请、人情往来等不必要的支
出。积极探索“优秀党员+乡贤+退休干
部”调解模式，坚持法治与人治相结合，充
分发挥村民调解队伍的作用，倾听诉求、
宣传法律、讲解政策，通过随时调、反复
调，解民忧、化民怨，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
芽状态、化解在初期，营造出风清气正新
风尚。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大抓教
育，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晨晖中，位于粉壁山下的埂子自然
村，在徐徐的清风中，竹子摇曳、婀娜多
姿，干净整洁的村庄中，勤劳的村民正在
收获幸福，一幅集生态、产业、乡风文明、
法治村庄为一体的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
振兴画卷正慢慢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6 月 2 日，记者乘车从水富市城区出
发，出城就拐入沿途种满鲜花、绿树的彩
虹乡村公路，翻过一道山脊，沿着一条水
沟逆流而上，行驶 10余分钟，一排掩映于
青山绿水之间的亮丽民居便映入眼帘，公
路旁“城市田园、果韵高滩”的指示牌特别
显眼，再往上走，就有鱼塘、蓝莓园、葡萄
园分布于缓坡之上……

自乡村振兴工作启动以来，水富市云
富街道高滩村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为
主题，以“城市田园、果韵高滩”为品牌，通
过强产业、育主体、探机制、强党建等举
措，坚持抓党建促农旅融合、促产业发展、
促乡村治理，打造城市近郊农文旅融合发
展精品示范村，持续擦亮省级乡村振兴示
范点名片。

党建引领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高滩村在乡村振兴建设中，通过建强
堡垒、完善机制、锤炼队伍、协同提升、志
愿服务等有效举措，助力乡村振兴。在党
组织建设上，高滩村立足选好用好带头
人，选举出文化水平高、有开拓精神的“90
后”李结银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带领村“两
委”班子共谋发展，以村党总支和“营在乡
村”管委会临时党支部为引领，全面统筹
各项工作，把党建工作贯穿乡村治理和乡
村振兴全过程，布局创新引流渠道，汇聚
起更强大的振兴力量，推动“城市田园”全
面发展。在产业建设上，优先扶持有意愿、
有基础的党员大户带头示范，探索“党员+
群众”致富帮扶机制，已回引党员户 2户。
村党总支定期与返乡务工人员座谈，面对
面交流高滩村新变化，引导村民主动发力，
发挥自身优势，增强在外青年返乡创业吸
引力，激发内生动力。通过示范带动，2022
年至今，已发展种养业大户12户，各业态提
供就业岗位318个，户均增收2.56万元，促
进农户就地就业增收300余万元。学堂村
民小组年近70岁的安礼香，在家闲着没事，
就申请来蓝莓园帮助采摘蓝莓，不但可以
活动筋骨，每个小时还可以领到10元的工
资，见记者采访，她特别高兴。

建立和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高滩村
采取“龙头企业+集体经济+合作社+大户
带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村民以土地、闲置
资产、资金等形式与管委会联合经营，成
立农民专业合作社4家，引进南坳生态园、
露营地、研学中心、5G智慧果园、垂钓协会
等企业、协会 7家；建立精品果蔬、绿化景
观产业等高效生态循环基地，扶持回引农
户发展生态农庄、民宿、商超、小吃店等。
全面整合资源，以村集体经济公司为主，
成立蓝莓、黄果柑等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以规模化、标准化等发展为主，实行分
级分装、线上线下联合销售，建立市场营
销团队，畅通销售渠道，建立“产、供、销”
一体化的农业服务体系；通过“企业+农
户”的方式建立农企合作联动机制，以点
带面带动村民共建共享，拉动高滩经济发
展，提高农户经济收益。同去年相比，高
滩劳动力就业率提高了 11%，农户收入户
均增加1.5万元。

高滩村创新人才机制，把“90后”的马
脑村党总支副书记郭振超选聘为乡村
CEO，全面协助建设、管理、营销全村集
体经济。“我们的定位，就是以城市田园、
近郊旅游为特色，争取一年四季都有水
果采摘，都有游玩的地方。”郭振超说，

“我们刚入驻时，营业收入仅 5 万元，到
现在半年时间，营业收入已经超过 50 万
元，我们争取实现年终突破 100万元收入
的发展目标。我们将把城市近郊旅游、
产业与景观融合起来，让亲子游、团建、
研学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休闲娱乐
一体化的城市近郊旅游点。”

创新管理 夯实产业主体

为推进乡村振兴，水富市委、市政府
统筹全局、精心部署，制定出台《水富市乡
村振兴示范创建工作方案》，高滩村立足
实际，结合产业基础，挖掘资源优势，赋予
高滩“城市田园、果韵高滩”发展定位。围
绕定位要求，高滩村锚定“城市近郊乡村

休闲旅游示范”目标，以库塘竞技垂钓、农
事体验、综合研学等为主导，按照“统一规
划、分期建设”思路，整合各类资金3340万
元，盘活村集体固定资产200万元，一体化
推进基础设施完善、功能塑造、产业重构、
治理创新，高位推动高滩村开发建设。

升级本地产业，以“水富·城市田园”
为引领 IP，把传统的农业园区、废弃库塘
全面升级为集现代农业、观光体验、城郊
微旅游、自然研学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紧盯“源头活水”问题，认真践行“以工促
农、农旅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水
富乡村振兴路子，构建以粮油、蔬菜为主
的基础产业，以黄果柑、蓝莓为主的特色
产业，以垂钓、旅游为主的优势产业。结
合本地资源优势，以周末游、晌午游、微旅
游等城市近郊游为主，依托3000亩水果蔬
菜，做优蔬菜、水果等农耕体验产业；依托
120口库塘，做强竞技垂钓、综合研学等优
势产业；抢抓数字经济、电商直播风口，培
育智慧果园、电商物流等新兴产业，建成
以5G智慧果园、电商物流为主的现代农业

“8+4”产业体系，构建起以乡村旅游为主
线的多元化产业体系。

培育新兴产业。以垂钓产业为核心，
深度挖掘高滩村村史文化、高滩村洞溪口
摩崖石刻文化，实行垂钓竞技和旅游相结
合，以垂钓经济撬动近郊游产业活力，培
育生态农产品线上直播、线下实体销售等
新兴产业。目前，已吸引了 10000 余名游
客前往高滩，为周边群众带来 8万余元经

济收入。结合现代农业科技，文化创意，
休闲娱乐，开创一、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循
环经济产业链模式。

完善产业规划。立足高滩村在区位、
产业、人才、管理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加强
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同时研判市场需求
变化，综合考虑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因
素，做足“果”产业及“水”产业文章，围绕
近郊游、微旅游、周末游，以“11236”规划建
设项目，打造“水富·城市田园”。

高滩村谷场村民小组的卿冬梅在蓝
莓园进出口处负责管理采摘和销售工作，
她说：“在‘城市田园’乡村振兴示范点建
设前，我和丈夫常年奔波在各地的工地上
做工，虽然工资高但无法照顾到老人和孩
子。现在在家门口我们就可以找到事情
做，感觉非常好，老人小孩都一起照顾了，
一个月还有5000多元的工资收入，可以满
足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开支啦！”

高滩村不断探索建立“营在乡村”管
委会，选聘乡村CEO专职建设管理运营业
务，赋能乡村振兴，并设立土地流转中心、
股份合作中心、营销信息中心、综合培训
中心，实行“非常‘4+1’管理”模式，建设、
运营管理全村集体经济。按照“购采共
生、保底分红、休闲观光、科技示范”方式，
农户与管委会联合经营。同时，确定村集
体经济参与业态运营融入乡村振兴进程，
实行“保底+分红”，按总收入的 7%进行分
红，形成村集体、管委会、企业、农户四方
共赢的局面，预计2023年村集体经济年收
益将达50万元以上。创新“一张门票游高
滩”。“城市田园”通过优化布局进一步拓
展运营空间，随着市场热点不断以“加法”
丰富业态内容和设施，为游客打造城市休
闲微度假周末游。力争通过 3—5 年时间
的努力，“城市田园”实现年接待游客量达
10万人次，年营业额达 1000万元，人均增
收1300余元。

果韵高滩美如画，城市田园向振兴。
高滩村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全面推进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更
加宜居宜业和美的“城市田园、果韵高滩”
已经展现在市民面前。

龙海社区：依托产业建设幸福埂子
记者 毛利涛 文/图

高滩村：打造“四季果韵”的城市田园
记者 毛利涛 实习记者 田朝艳 通讯员 田 枭 文/图

风景如画的高滩村一角。

游客采摘蓝莓。

埂子自然村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