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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视界

本社地址：昭通市迎丰路84号 联系电话 ：0870-3191969 邮政编码：657000 广告许可证编号：ynztgfd2020002号 零售每份1元 印刷：昭通报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址：昭通市迎丰路84号） 中国邮政集团昭通市分公司发行

明天和意外，谁先到来？谁也不知道！
今年35岁的蔡青玲回想起10年前龙头山那
场地震时感慨万千地说道：“今天的龙头山
不再是当年那个千疮百孔的样子了，我家餐
饮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这些年我根本没想
过外出务工，这些都得益于党和政府对我们
的关心。”

春天里的龙头山，空气中弥漫着花的芬
芳。一条笔直的大道两旁，粉色的樱花开满
枝头，热烈得让人很难想起当年那片废墟。
我的目的地是与大道相交的一条小街。拐
个弯，一块“久乐居”的牌子映入眼帘。走进
这家名叫“久乐居”的餐馆，只见女主人蔡青
玲正忙碌地收拾着菜品。见我进门，她热情
地接待了我。

“生意红火，家庭美满，珍惜当下”是龙
头山镇龙泉社区居民蔡青玲一家的生活现
状和感受。3月21日上午，蔡青玲依照惯例
守在经营了近 10 年的餐馆里，开始新的一
天。而丈夫已早早地到邻居家帮忙操持喜
事，女儿和儿子在县城里上学。

坐在餐馆里，环顾四周，干净的厨房、
整洁的餐桌、整齐的布局，给人舒适的感

觉。“是党和政府帮助我家开了这么大规
模的餐馆。”健谈的蔡青玲打开了话匣
子。眼前，建筑面积达 200 余平方米 3 层
楼的餐馆是蔡青玲一家于 2015 年修建的，
当时，当地党委、政府积极为其解决资金
问题。由于贷款资金及时到位，蔡青玲家
的新餐馆于 2015 年 10 月开业。为了迎接
新的生活，蔡青玲给餐馆取了这个有一定
意义的名字——“久乐居”。“希望安居乐
业的日子长长久久，一家人幸福安康、和
和美美。”

做餐饮生意，早在蔡青玲的爷爷那一辈
就开始了，但那时的餐饮生意根本没有服务
这个概念。近年来，随着灾后重建、脱贫攻
坚及乡村振兴等工作的深入推进，龙头山群
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大家在就餐时追求更
周到的服务，这就要求做餐饮的“蔡青玲”们
改变传统思维，增强服务意识。正当蔡青玲
一筹莫展之际，龙头山镇党委、政府在鲁甸
县委、县政府的引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技能培
训活动。

2023年春夏之际，蔡青玲参加了由当地
党委、政府组织的餐饮运营提升培训班，收

获满满、受益匪浅。“以前，根本不重视餐饮
服务，即使顾客对菜品不满意，我们也不放
在心上；现在不一样啦，我们很清楚地认识
到，餐饮服务是我们对外形象的门面，好的
服务会让顾客一传十、十传百。”经过培训后

的蔡青玲很快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经营餐
馆的实践中，一下就提升了自家餐馆的服务
水平，回头客越来越多。

近年来，龙头山镇为认真做好农村劳动
力就业工作，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百
日攻坚行动”的开展，加大城乡劳动者技能
培训等就业创业重点工作推进力度，深入推
进创业、促进就业，引导更多未就业的劳动
力积极参与就业，增加群众收入。2023年，
该镇共组织就业技能培训 8个班次，317名
学员顺利结业。培训工种有钢筋工、家政服
务员、电工、餐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农业
技术人员等。

在技能培训的推动下，蔡青玲的餐馆生
意红火，2023 年的总收入在六七十万元左
右。蔡青玲认为，收入快速增长，生活有滋
有味，家庭幸福美满，不仅仅是个人努力的
结果，更多的是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关心、关
怀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要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美
好的幸福生活。”临走时，蔡青玲说“久乐居”
里的幸福“密码”就在这句话里。

“久乐居”里的幸福密码
记者 唐龙泉飞 文/图

2023年 8月，23岁的蔡青猛从北京大学
医学部毕业，回到了家乡鲁甸县龙头山镇。

“变化真大啊！”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
青花椒挂满枝头，油润饱满的颗粒在微风的
吹拂下散发出阵阵清香。深山峡谷中，一栋
栋青瓦白墙的楼房拔地而起，一条条宽敞的
柏油路蜿蜒展开，养老院、卫生院、幼儿园、
活动广场……一应俱全。这个不断激励他
努力前行、发奋学医的地方，早已不是记忆
中满目疮痍的模样，处处充满生机和活力。

时光回溯到 2014 年 8 月 3 日，也是在花
椒树下。放暑假的初二学生蔡青猛正在地
里帮父母干农活，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摧毁
了镇上的很多房屋，也给大家的心头笼罩了
一层厚厚的阴霾。地震发生时，由于在地里

采摘花椒，蔡青猛一家人才幸免
于难。看到一批批救援队伍赶赴

灾区，看到一个个医护
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救
治伤员，“长大学医”的
种子便在蔡青猛心中
生根发芽。

抱怨身处黑暗，不

如提灯前行。在灾区帐篷、“板房教室”读书
的日子里，蔡青猛和同学之间默契地达成了
某种约定，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却在心里铆
着一股劲，挑灯夜读，互相比拼。他们要向
无情的灾难抗争，要替逝去的人努力，要拼
尽全力离开这巍峨的大山。

2015年 1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鲁
甸地震灾区看望受灾群众，他对大家说：“党
中央始终关心着大家。天灾无情人有情。老
天爷把大家的家园毁了，党和政府一定要帮
助大家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从老师口
中得知这个消息，蔡青猛和同学备受鼓舞。
当年中考，龙头山镇龙泉中学声名鹊起，尽管
学校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但该校573名初三
学生全部顺利参试。其中，鲁甸县中考分数
前 3 名均在该校，前 10 名考生中该校占了 9
人。蔡青猛以全县第3名的成绩被昭通市第
一中学“宏志班”录取。

2016 年，受灾群众陆续搬入新居，开启
了新生活，蔡青猛的父亲重新做起了猪肉生
意。在龙头山镇党委、政府的关心下，蔡青
猛的母亲被安排在学校后勤部门上班，一个
月有 2000 元的工资。进入昭通市第一中学

的蔡青猛丝毫没有懈怠，一方面努力适应新
的环境，另一方面竭力追赶，缩小与大家的
差距，从众多优秀学生中脱颖而出。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
限也。”2018 年，蔡青猛如愿以偿，以优异成
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成为龙头山镇第一
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

2024 年 3 月 21 日，春和景明，阳光正
好。记者走进蔡青猛家，120 平方米的房间
内，温馨整洁。电视、茶几、沙发、取暖桌、饮
水机样样齐备，墙上还挂着“家和万事兴”的
十字绣框。

采访时，蔡青猛正在家中备考北京大学
医学部的研究生。他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
和科技的发展，只有掌握更多的医学知识，具
备更高的医学专业水平，将来才能更好地造
福家乡。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
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会将
自己的能量一点点汇聚，回馈给滋养自己
的这片土地。

龙头山镇，花椒树下，蔡青猛这棵小树
正在长大……

龙头山镇高低起伏的山坡上，一株株花
椒树在阵阵春风中舒展着枝条。站在满山
的“新绿”中，仿佛收获时那浓浓的椒香已扑
鼻而来。

“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近年来，龙
头山镇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的殷殷嘱托，党员干部有干劲，群众种
植有信心，一步一个脚印，齐心合力大力发
展花椒产业。通过“朝夕不负春”的悉心耕
耘，加之强劲的政策扶持和科技支撑，如今
龙头山镇花椒蜚声海外，成为众多商家首选
的优质产品，花椒产业也成为助力龙头山群
众收入稳定的致富产业。

春天栽下的花椒苗，经过夏季的考验
后，在八九月份收获花椒。不错的市场价格
让椒农们信心倍增，村民对这个产业的看法
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越来越多的村民尝试
种植花椒，激情高昂，从当初的“门外汉”变
成了种植能手。

现在，正逢花椒施肥、剪枝、喷药等管护
工作的重点时段，村民赶集时购买最多的是
肥料和农药。村里每次集中发放花椒种苗
时，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抢”，并第一时间栽
到地里；外来技术人员进村指导种植技术
时，大家奔走相告，集体邀请技术员到地里
现场指导，一起观摩讨论。

龙头山镇四面环山，山势绵延，峰峦叠
嶂。漫山遍野绿油油的花椒树，构成了龙头
山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面对这样的美景，
李有学的脸上却有一丝丝担忧和渴求。持

续的干旱天气，让他担忧着花椒的长势，让
他渴求着一场春雨的到来。

李有学是鲁甸县琳琅天上养殖专业合
作社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投身于花椒产业的
青年。

10年前，鲁甸发生地震时，李有学家的
房屋被掩埋，苏醒过来的他大声呼救，最后
被人救出，想起在旁边房子里玩耍的弟弟妹
妹，他拼命地与赶来救援的武警官兵一起在
废墟中徒手刨开泥土、瓦砾，然而弟弟妹妹

却不幸罹难。父母当时在户外劳作，躲过一
劫。亲人的离世让李有学一蹶不振，无心学
业的他养起了蜂，并带着蜂群和心中的伤痛
离开了家乡，辗转全国各地，3 年时间走过
19个省份。

漂泊在外，随着伤痛渐愈，无处安放的
“心”与“身”，让李有学想回到家乡发展。

外出是经历，回乡是意义。几年间，龙
头山镇焕然一新，基础设施完善、农业产业
蓬勃发展。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李有学
看到了发展的机遇。春暖花开时节，他找到
镇上的领导和干部，与他们谈自己打算发展
花椒产业的想法和对未来美好愿景的设想，
他的想法和镇村干部一拍即合，因为八宝村
正需要像他这样有见识、懂运营、有经验的
管理人才。

“说干就干！”李有学快人快语。2019
年，找合伙人、买树苗、平坡地，李有学扎扎
实实迈出了第一步，鲁甸县琳琅天上养殖专
业合作社应运而生，主要从事养蜂、蜂蜜加
工和花椒、核桃示范种植及营销。几经摸爬
滚打和顽强拼搏，合作社的规模不断发展壮
大，社员由起初的 5 个人，发展到现在拥有
社员100多人。

李有学信心满满地说：“接下来，要在延
伸产业链、运用现代营销方式上发力，要在
产业融合上探索出一条路子来。”

同样的境遇，萌发同样的前行力量，定
格的，是眼前绽放的笑脸。“我家采摘的新鲜
花椒，都是交售给合作社，一手交货一手交

钱，当场兑现，不出村就能把产品卖出去，既
节省时间和精力，又不用担心价格。”靠种植
花椒供养出两个大学生的丁忠文说。

一个产业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找准科学路径，久久为
功，切实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
下去，花椒产业发展尤其如此。龙头山独特
的地理区域和气候条件适宜花椒、核桃种
植，花椒种植是群众重要的经济来源，镇党
委、镇政府按照“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模式，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大力发展花
椒种植产业，花椒种植面积从 2014年的 2.8
万亩增加到 8.4 万亩，年产量从 2014 年的
1850吨增加到 5440吨，年产值从 2014年的
1.8亿元增加到3.4亿元。

不仅是龙头山镇，鲁甸县适宜种植花椒
的地方都在大力发展花椒产业。

为进一步延伸花椒产业链，提升花椒产
品附加值，把花椒产业发展成稳定的致富产
业，鲁甸县先后引进、培育了大成、鑫辉等花
椒产品深加工企业，通过加大产品研发力
度、扩大生产领域等方式，成功打造“鲁甸青
花椒”“三川半”等花椒产业知名品牌，并推
出花椒精油、青花椒沐浴露、青花椒洗发水
等精深加工产品。同时，还充分利用花椒林
下资源，建立“椒林鸡”养殖基地，大力发展
林下经济。

阳光消融悲伤，大地涌出新绿。鲁甸县
委、县政府带领勤劳的人民群众，牢记嘱托，
接续奋斗，迎着美好生活大步前行。

满 山 新 绿 椒 香 浓
记者 秦 勇 莫 娟 文/图

十年奋进，北大归来再出发
记者 谭光吉 文/图

李有学在花椒地察看情况。

蔡青玲在自家餐馆。

蔡青猛在认真备考蔡青猛在认真备考。。

春天的龙头山春天的龙头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