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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石灰村，今朝蔬菜村。”在大关县玉
碗镇石灰村委会门前，这句标语格外醒目。
石灰村地处关河峡谷，因盛产石灰石而得
名 。“ 山 高 石 头 多 ，出 门 就 爬 坡 ，地 无 三 尺
平。”说起石灰村，石灰村党总支书记王荣感
触颇深。

石灰村距玉碗镇政府所在地 5 公里，距县
城 5 公 里 ，国 土 面 积 19.09 平 方 公 里 ，海 拔
1100—2050 米。全村有 21 个村民小组，分列
于河谷地形两侧 4 条主干路沿线，总人口 921
户 4017 人，常住人口 705 户 2913 人，其中脱贫
人口 310 户 1293 人；主要发展“竹、蔬、果、猪”
4 种产业，其中蔬菜产业以白菜、菠菜、青菜等
为主。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石灰村“两
委”通过抓党建、强班子、带队伍提升党组织
的战斗力，带领村民建家园、兴产业、奔富路，
用责任和担当赢得了全村群众的信赖。

在石灰村委会后面，数十个大棚连成一
片，数名工人在装箱培育糯玉米苗，过段时间
就可以移栽到地块中了。还有几个大棚正在
培育上海青苗，这是东西部协作公司化发展
的定向种植和销售的蔬菜基地，由博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派专业技术人员驻村
指导，今年以试种的形式种植上海青 1000 亩，
若取得成功，明年将扩展为 3000 亩。今年初，
石灰村利用大关县农业农村局项目资金兴建
了 12亩高标准大棚，同时充分利用之前建设的
10 亩普通大棚，以集中育苗方式统一技术标
准，统一规范化种植，推进蔬菜村建设健康、有
序发展。同时引进 3个种植大户到石灰村种植
糯玉米 700亩，带动村民种植糯玉米 300亩。

近年来，石灰村“两委”紧紧围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工作目标，抓
住东西部协作的发展机遇，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今年初，通过与上海派驻大关相关工作
人员的衔接，引进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的大关县博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石灰村
签订了蔬菜种植协议，在石灰村种植上海青
1000 亩，土地由石灰村委会统一从农户手中
以每亩 600 元的价格进行流转。此外，石灰村

“两委”积极探索并充分发挥联农机制作用，
引导村民成立大关县可为种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并让石灰村 310 户脱贫户（包含 51 户

“三类对象”）全部加入，盘活劳动力、土地、闲
置资产、闲散资金等资源，实现资源共享、互
利共赢。

在昭麻二专线进入石灰村委会的岔路口，
一栋以果蔬交易为主要功能的大楼已经完
工，即将投入使用。为了打造成蔬菜村，石灰
村坚持以示范创建为平台，提高增收效益，搭
建好果蔬交易市场、育苗基地、蔬菜示范样板

田、蔬菜种植基地等产业
平台，加强示范打造，进
一步调整优化蔬菜种植
结构，辐射带动千亩以上
绿色无公害蔬菜种植基
地产销一体化，建好大关
县城及昭通主城区“菜园
子”。以“龙头企业+村集
体经济公司+农户”的发
展模式，采取订单式助推
蔬菜产业发展，发挥蔬菜
种植基地、果蔬交易市场
作用，实行分区分拣、规
模销售，形成种植、销售、
物流、金融等全产业链的
发展格局，帮助提高农业
产值，增加农户收入。目
前，通过玉碗镇石灰村果蔬综合交易市场项
目及玉碗镇石灰村蔬菜基地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项目联农带农 263 户 1097 人，其中脱贫
户及监测对象 94户 378人，预计带动户均增收
1000余元。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石灰村将成为大关县
名副其实的蔬菜村。

春日，阳光温暖而明媚，正是桃花盛开的好
时节。与美丽相约，大关翠华镇金海村“金色
金海·盛世桃源”桃花节如期举行。桃花节不
仅是一场花的盛宴，更是一次乡村旅游的热闹
开幕。美丽的桃花或在枝头怒放，或在枝间含
苞，朵朵桃花相映成趣，构成了春天最美的画
卷。在桃花林里，前来拍照打卡的游客或驻足
欣赏，或拍照留念，或抚枝轻闻，感受春天的
气息，感受金海村的宁静与和谐。

金海村是大关县百里水果长廊的始发地，
位于大关县城西面的笔架山脚，笔架朝晖、龟山
烟树、金龟驮红塔等景观成为金海村的亮点。
为进一步推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深度融
合，金海村以 2000多亩复合林果为依托，以金龟
山桃花为平台，按照“以林果改善生态、以生态
承载旅游、以旅游激活经济”的发展思路，围绕

“生态、休闲、观光、度假”，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每年桃花节期间，大批游客纷至沓
来，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了乡村振兴。

桃花节期间，还举办了迷你马拉松、文艺表
演、音乐篝火晚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游客积
极参与，气氛热烈。

桃花节期间，一场别开生面的迷你马拉松
比赛点燃运动激情。参赛者们在桃花的簇拥下
奔跑，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这场迷你马拉
松不仅展现了参赛者们的风采，也为乡村旅游
增添了一抹亮色。

精彩的文艺表演在金海村广场上演，展
现了乡村文化魅力。舞者们身着艳丽的服
饰，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歌手们用动人
的歌声，诉说着乡村的美好。文艺表演不仅
展示了乡村文化的魅力，也为游客们带来了
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夜幕降临，音乐篝火晚会点燃了乡村的夜
晚。熊熊燃烧的篝火映照着游客的笑脸，欢快
的音乐在夜空中回荡，游客围着篝火跳着欢快
的舞蹈，享受着乡村夜晚的美好。篝火晚会丰
富了游客在金海村的夜生活，为乡村旅游增添

了一份浪漫与温馨。
“这里的桃花很艳丽，村子里到处都是

生机勃勃的景象，小孩玩耍的项目也多，
最适合带着家人来玩，感受春天的美
好 。”从 昭 阳 区 专 程 驱 车 来 金 海
村 赏 桃 花 的 范 女 士 开 心 地
说。桃花节的成功举办，不
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
光旅游，也为美丽村庄的
建 设 注 入 了 新 的 活 力 。
络绎不绝的游客，带来了
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推动
金海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
居环境改善。村民们通过
参与旅游活动，提高了自身的
收入水平，增强了对家乡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

桃花春色暖先开。金海村桃花节以
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大关县乡村旅游的一

道亮丽风景线。在这个美丽的季节里，游客在
欣赏桃花美景的同时，也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独
特魅力，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与
活力，续写乡村旅游的新篇章。

春分过后，海拔1300米以上的大关县
吉利镇鱼田村，15000亩竹子迎风而立、拔
节生长。积蓄了整个寒冬的能量，一根根
嫩绿的竹笋破土而出，浸绿了巍峨起伏的
山峰，润绿了薄云缭绕的山谷。

这份绿意，带着春和景明的蓬勃生命
力一直绵延生长，扎根在村民张关军的
心里。

鲜笋出深山，竹林变“金山”。最近几
年，靠着自家170多亩筇竹林的收入，张关
军不仅加盖了房屋，还买了一辆越野车。
新一年的采笋季即将到来，他的内心不免
也跟着期待、雀跃。闲来无事时，张关军
总想到山上转悠，以便随时随地查看“金
宝贝们”的长势。

“去年，筇竹笋卖到13元一公斤，手脚
麻利一点的村民一天能挣800元左右。”说
起采笋的情景，张关军的眼神亮了，语气
里带着欣喜。每年可以采两季笋，他家去
年采笋收入共计10万元左右。

张关军所在的鱼田村茶园村民小组

距离镇政府 12 公里，共居住着村民 26 户
128 人，其中包括张关军家在内的苗族同
胞12户57人。

茶园村民小组气候湿润，雨量丰富，
植被茂盛。2018年以前，这里就有 800多
亩原生态筇竹林。但那时，由于交通不方
便、管理不规范、销售没路子，村民们并未
找到“富竹”大门的金钥匙。

为了持续增收，过上好日子，年轻一
辈纷纷外出务工，和张关军年龄相近的部
分村民，因为要照顾老人和孙子，只能在
这片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不断探索，尝试种
洋芋、种核桃、种天麻……

时间总是会在实践中为大家找到正
确的发展方向。

鱼田村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群众“鼓
起钱袋子”的重要支撑，立足实际，找准发
展定位，明确了“山上竹、山下果”的产业
发展思路，全力在高海拔地区发展竹产
业，种植筇竹 7500 亩、方竹 7300 亩、其余
竹类 200亩。同时，构建起“党支部+合作

社+大户+农户”的紧密联合体，通过请进
专家指导、组织群众外出培训，在产业管
护和销售中建立统一规范的制度体系。
竹笋由村集体公司统一标准定点集中收
购，切实为竹农利益保驾护航。

“我们决心把山当成田来耕，把竹当
成菜来管。”张关军说，作为响应政府号召
的第一批村民，他已经享受到了竹产业发
展带来的红利，而那些最开始持怀疑态度
的部分村民也已经陆续加入种竹的队列。

走进张关军家的 2层小楼，白色墙上
绘着苗族群众载歌载舞的生动场景，红色
砖瓦如点缀在翠绿山间的红宝石。干净
整洁的院子平坦宽阔，可以供大人纳凉、
稚子嬉戏。房前用水泥砌起了小花园，里
面种着映山红、月季、鸢尾等花卉。坡地
的鸡舍里，24只土鸡“健步如飞”；屋后的
猪圈中，2头肥猪在呼呼大睡。

“我们世代居住在茶园村民小组，曾
经，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走 3个多
小时山路到镇上赶集，购买生活物品。住

的是杈杈房，人畜混居，饮水要到山沟里
去背。”张关军说，现在家家户户喝上干
净水，村组硬化路通到家门口，小孩上学
有校车接送，再也不用担心电压不够要
等大家睡着了才使用猪草机。有房住、
有车开、有钱花……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
的日子。

“我们不仅要让百姓生活富裕，更要
让百姓精神富足。”鱼田村党总支书记范
厚华介绍说，近年来，按照家家户户有菜
园、果园、花园、庭园“四园”蓝图构想，鱼田
村通过党员示范带动，种植樱花、三角梅、
竹子等2万余株，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纵深改造房厕，“处处有人管，家家门前清”
的人居环境新格局逐步形成，家庭和睦、邻
里和睦、村组和睦的文明新风得到逐步培
育和固化，一幅宜居宜业、乡风文明的和美
鱼田新画卷正在云岭深处徐徐展开。

如今，张关军家有了2个“花园”，一个
在房前，一个在山上。房前栽满诗意和生
活，山上种着奋斗和远方……

石 灰 村 变 蔬 菜 村
记者 曹阜金 毛利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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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节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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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村的蔬菜长势喜人。

张关军采摘嫩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