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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故事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巧家县炉房乡
鸡噜村的1000多亩石榴树长出了黄绿色
的嫩芽，像茶尖一样绿油油的。部分树枝
上已长出了红红的花骨朵，含苞待放十分
惹人喜爱。

“这种枝条只往上长高，不会结果，修
剪了是为树干上的其他枝干提供更多的
营养、让出更大的生长空间。”李龙春熟练
地从石榴树主干中央剪下来一枝 1米多
长的树枝，当我们疑惑地问“这么长的枝
丫剪了不可惜吗？”她回答道。

李龙春现为巧家县鸡噜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记者在3月初得知她被
评为云南省致富带头人前往采访时，她正
和几个村民在为石榴树修枝。农历正月
十五之后，她就组织了 10多名村民为全
村的石榴树修枝、拉枝、除草、浇水，一直
守护着她心爱的石榴树，期待今年能有个
好收成，给村民带来致富的希望。

彝家姑娘早当家。1988年出生的李
龙春是当地的彝族姑娘，中专毕业后回
村，201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17年担任

村委会副主任，2021 年当选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

鸡噜村位于金沙江一级支流以礼河
畔，这里海拔差异大，最高海拔达到 2100
米，最低海拔只有 1200 米，年平均气温
22℃，降雨量相对较少。这个地区的可使
用土地面积少，人均土地面积只有0.6亩，
也制约了鸡噜村的发展。

村干部是鸡噜村发展的“领头羊”。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李龙春深知自己的责
任重大。她始终把村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积极为村民谋福利、办实事。在她的带领
下，鸡噜村“两委”的工作成效得到了显著
的提升。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注意到了村民
房前屋后的老品种石榴树。经过考察和研
究，李龙春认为种植新品种“突尼斯软籽石
榴”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然而，这个想法村民接受难。由于
土地面积有限，村民们担心种植石榴会
影响他们的粮食生产。面对这样的困
难，李龙春并没有放弃。她决定先建立

一个示范基地，让村民们看到种植石榴
的实际效果。

万事开头难。2019 年，李龙春带领
村“两委”一班人在鸡噜村小海村民小组
开始了 300 亩核心区的软籽石榴种植。
在她的带领下，由村党总支引领的巧家
县盈收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管理这
个示范基地。在示范基地的建设中，李
龙春和合作社的成员们付出了巨大的
努力和汗水。他们不仅进行了土地的
平整和改良，还进行了石榴树的种植和
养护。在他们的精心管理下，示范基地
的软籽石榴树茁壮成长，结出了硕大的
果实。

解放思想天地宽。在示范基地取得
初步成功后，李龙春组织村“两委”成员和
驻村工作队开始走村入户，与每户农户面
对面商谈。通过一个月的时间，耐心地做
通了360户农户的思想工作，并签订了石
榴种植协议。2020 年，全村种植了 1200
亩突尼斯软籽石榴，迈向了“一村一品”的
目标。石榴的种植不仅提高了土地的使

用效率，增加了村民的收入。目前，合作
社的收益较为平稳，带动了132户脱贫户
增收致富。

小海村民小组梁瑞发今年 48 岁，
2019年他以自家2亩地入股合作社，并在
合作社当技术员，收入近万元，他妻子在
合作社从事修枝拉枝、疏花疏果、浇水、套
袋、采摘、选果、分装等，做工100多天，收
入 1万多元。梁瑞发说：“在家门口从事
自己喜爱的农活，既挣了生活费，又能照
顾家里，真是太好了。”2020年，梁瑞发又
自己种了 2亩石榴，今年已大量挂果，有
望收入2万元。

李龙春介绍说，石榴管护成本不多，
一亩不到1000元，但是活儿多，一年四季
都要管理。据了解，合作社300亩石榴一
年需支出劳务费10多万元。

春耕汗水夏收果。2023 年，合作社
300 亩石榴已经全部投产，产值达到了
200余万元。今年，全村1200亩软籽石榴
预计每亩产值将达到 6000 元，将为鸡噜
村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

突尼斯软籽石榴带动了鸡噜村的经
济发展，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李龙春
和村“两委”、驻村工作队的努力和付出为
鸡噜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李龙春的带领下，鸡噜村不仅在群
众增收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而且在基础
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方面也迈上了新
台阶。村“两委”积极争取各种项目和资
金，为村里修建了道路、桥梁、水利、医务
室、学校等，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
件。积极争取教育资源，为村里的孩子
们提供了更好的教育条件。她还鼓励村
民们重视教育，让孩子们能够接受更好
的教育，为鸡噜村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
的基础。

鸡噜村逐渐成为一个美丽、富裕、和谐
的村庄。鸡噜村的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和
村民们的赞誉和认可。李龙春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干部的责任和担
当，带领全村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
在一起，为鸡噜村带来了发展的“春天”，让
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像石榴籽一样甜。

春 天 里 的“ 石 榴 花 ”
——记云南省致富带头人、巧家县鸡噜村党总支书记李龙春

记者 彭念敏 陈忠华 实习记者 兰 波 文/图

苍凉的大山，如果没有人就会寂寥；
辽阔的土地，如果没有耕耘者，就会空
寂。马敏情，就是一个把大山捣鼓出声
响的女人。笔者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
带领工人在山上种植冷凉蔬菜。时值中
午，她和工人们正在山上烧洋芋充饥。皮
肤黝黑，瘦弱，开朗是她给人的第一印
象。随着采访的深入发现，这个看似平凡
的女人，藏着一股对梦想的执着追逐、对
困难永不妥协的韧劲。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一开始都是不
确定的。马敏情和丈夫或许到现在都还
不清楚，10 年前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
放弃其他选择，直接回村上山开创事业？

小米村是昭阳区小龙洞回族彝族乡
的一个民族村。全村总面积 32.4平方公
里，海拔 2310米，年平均气温 11℃，年降
水量 650毫米，适宜种植马铃薯、玉米等
农作物。小米村山形高低起伏，房屋错
落不平，道路曲折蜿蜒。村庄不大，却是
云贵两省的接壤之地。这里，云贵两省
群众日常交往交流频繁。地理上的邻
界，把两省的群众往来变成了寻常的串
门，大家相处和谐。

马敏情和丈夫李才儒出生在这里。
同样的生活环境和方式，青梅竹马的两
人自然而然地恋爱结婚。婚姻像一块巨
大的粘胶，又把他俩紧紧地粘贴在这片

土地上。婚后，在家种地也只能养家糊
口，见村里人陆续出去打工挣钱，一直不
甘平庸的马敏情坐不住了。夫妻俩一商
量，决定走出大山，奔赴梦想。8年前，她
和丈夫到曲靖市富源县煤矿打工。尽管
每天按时上下班，日子很安稳。但是，这
种平淡无味的日子似乎并不是他们想要
的人生。在马敏情内心深处，总有一种
声音在和自己较劲，总有一种念头在深
夜里造访。她的脑海里，经常闪现着广
袤的土地，遒劲的山风，还有劳作的乡亲
们。似乎，故乡的一切都在呼唤她回去。

有了孩子后，马敏情回家的理由更
充分了。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和孩子，夫
妻俩绕了一圈终于回来了。先是种植烤
烟，虽然辛苦但挣不到钱。为了增加收
入，2013年，马敏情和丈夫决定养牛。说
干就干，筹资借款，搭建牛厩，从3头牛开
始的养殖路由此开始。

“一开始只有3头牛，我们没有技术，
没有资金，摸索着试养。我们当时除了
勇气，其他的都为零。”马敏情说这话时，
眼里充满坚毅。开弓没有回头箭，尽管
当时马敏情和丈夫都不知道传统饲养和
养殖业的核心区别，但他们毅然决然走
上了这条通向梦想却荆棘遍地的创业
路。功夫不负有心人，5年时间，随着发
展的需要，夫妻俩决定大干一场。上山

流转了土地，把厂房修建在山头上。梦想
是迷人的，想要靠近却困难重重。那是他
们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四处贷款，购买材
料，平整地基，忙得不可开交。为了节约
成本，她和丈夫全程参与，既是老板又是
工人。一路跌跌撞撞，两人的创业梦想从
脑海里的蓝图逐渐变成了现实。

从 3 头牛发展到 80 余头、从家庭作
坊式的养殖到规模化的养殖场、从单打
独斗到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从门外汉
到“土专家”，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一个个
煎熬的日子拼凑出来的，更是一次次艰
难突围的过程。回想那段最艰难的岁
月，从马敏情的眼里，依然能捕捉到当初
的迷茫和无助。

马敏情告诉笔者：“一开始只有 3头
牛，遇着很多困难，当时缺技术缺资金
缺管理经验，都是按照传统的老办法喂
养，牛生病就到处找兽医。特别是 2018
年买了头病牛，牛圈里 80 多头牛几乎
全被感染，一次就死了 10 多头，经济损
失达 20多万元，当时对我们家可谓是灭
顶之灾。”

就在马敏情坚持不下去时，小龙洞

乡党委、乡政府领导了解到她的情况后，
立即组织畜牧专家上门服务，通过治疗、
隔离和消毒等措施，马敏情一家终于渡
过难关。党委和政府的及时援助，极大
地鼓舞了马敏情。通过不断学习、培训
和探索，马敏情的黄牛养殖事业平稳向
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心怀感恩的她对
周边养殖户伸出了援手。

“到目前为止，我们养殖场每年出栏
500头牛，收入 250万元左右。养殖场目
前有工人 9名，都是我们当地的群众，每
人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此外我们还流
转荒地3000余亩，种植青贮玉米，带领当
地群众增收致富。我们的技术员还免费
为附近养殖群众提供配牛助产和病情防
治等技术服务。”马敏情介绍说。

通过9年的发展，昭阳区腾旺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从最早的 3头牛发展到每
年出栏500多头牛，养殖场流转土地3000
余亩，每年支付土地流转资金30余万元，

用工工资 60余万元。回望创业经历，马
敏情感慨万千：“尽管尝尽了人生的酸甜
苦辣，但我们所有的付出和收获也是成
正比的，因为我们的养殖场在开始慢慢
壮大，种植业也慢慢发展起来了。一路
走来，因为我们不甘平庸，所以必须全力
以赴。”

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人生故事背后，
总是由默默坚持、苦苦支撑成就的。和
每一个勇敢筑梦的人一样，马敏情夫妇
一路走来，行囊里不仅装有沉沉的酸甜
苦辣，还有熠熠闪光的梦想。

顺势而为，因势而谋。现在昭通各
级各部门对肉牛养殖产业高度关注，马
敏情也及时注册了“昭阳小黄牛”品牌，
多年的打拼，她的梦想终于有了自己的
名字。

落日余晖中，采访结束了。在辽阔
的大山上，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马敏情
掀起了一朵朵绚烂的浪花。

马 敏 情 ：把 梦 想 种 在 大 山 上
通讯员 严 格 石春宏 王秋静 文/图

李龙春（右）和合作社成员
精心管理着石榴树 。 石榴挂上枝头石榴挂上枝头。。

收获石榴收获石榴。。

马敏情马敏情（（右右））正在给牛做检查正在给牛做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