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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昭通·生态

一条长长的柏油路穿村而过，干
净、整洁；一幢幢统一规划的“小别墅”
错落有致，矗立在道路两侧，格外引人
注目；红、黄、蓝三色平行交通线，让人
眼前一亮。

昭阳区洒渔镇巡龙村如画美景吸引
了不少游人前来观赏。“我种了 10来亩苹
果，去年产量是八九万斤，有 25万多元的
收入。我在镇、村农业服务中心技术人员
的指导下施肥、灌溉、剪枝、疏花疏果，今
年的果子估计跟去年相差不大，收成也不
会差。”60岁的村民李华泽笑呵呵地告诉
我们。

近年来，昭通市委、市政府全面贯彻
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在全市开展乡村生态
振兴百村示范创建活动，统筹生产、生活、
生态三大空间，全力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
理攻坚战，以生态振兴助力乡村振兴，生
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乡村画卷正
徐徐展开。

乡村振兴，生态先振兴

做好顶层设计，科学谋划实施，昭通

市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 2022 年度全市
乡村振兴“百千万”示范工程建设的通
知》，从创建标准、创建目标、创建任务、创
建奖励、保障措施等为乡村振兴制定了

“作战图”。
据了解，全市 11 个县（市、区）正在

创建 25 个乡村振兴示范乡（镇）、90 个
精品示范村、744 个美丽村庄（其中，含
省级示范乡镇 1 个、精品示范村 20 个、
美丽村庄 140 个）。巡龙村是昭通市乡
村生态振兴创建的精品示范村之一。
为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村容村貌，巡龙
村建起了绿色环村走廊和连通村内外
的迎宾绿色大道，对全村进行绿化、美
化。此外，巡龙村还打造了数万亩的连
片果园和洒渔河流域农文旅乡村振兴
示范带项目（一期），人居环境实现了
大幅提升，村民生态环境幸福感不断
增强。

“万亩连片果园和巡龙村乡村振兴示
范带的建设，不仅改善了生态环境，还将
给村民们带来巨大的收益。”巡龙村党委
书记李德平感慨道。

生态振兴，打造鸟语花香的田园风光

洒渔烟柳，是昭阳八大景观之一。烟
柳，顾名思义是如烟笼柳。在晴朗的清
晨，一片浓雾弥漫在洒渔坝子，笼罩着茂
盛柳林而呈现的特殊景观。

洒渔河叮咚作响，河边杨柳依依，好
一派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风光啊！不仅
环境美，更要生态优，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是昭通市乡村生态振兴示范创建的重要
内容。

“我们 90%的土地都用来种植苹果，
葱、蒜苗都要去超市或集市购买，距城区
20公里，半个小时就能到城里，生活非常
方便。”万亩苹果树上，苹果花已谢，一个
个小苹果渐渐展露，李德平说，“这些都
是‘金果子’，以前村民都在城里买房，现
在村里环境好起来了，许多在城里住的
都搬回来了。”

是什么原因让城里的村民又回到了
家乡居住

我们在巡龙村看到，这个有 19000亩
土地的村庄，绿化面积达到90%以上。走
在村里“五纵四横”的街道上，每条街都有
不同的风景。

村在绿中，人在景中。“我们利用巡
龙村的地理优势，开展了洒渔河流域农

文旅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一期）建设，
沿河道打造了马拉松环线道路，并布置
多个观景点和配套设施，如公厕、商店、
餐饮、书店、廊道、体育驿站等，以完善
其功能，提升游客体验。”李德平说。

家门口“有水、有花、有生机”，示范带
项目不仅成了巡龙村村民的休闲乐园，也
成了吸引外出村民返乡的重要因素。

生态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如今，在昭通市通过创建活动，越
来越多的村庄正像巡龙村一样，悄悄发
生着蝶变。

生活富足，用绿色发展守住绿水青山

村容村貌美了，生产生活也要跟得
上。绿色发展是昭通市乡村生态振兴百
村示范创建活动的又一重要指标。

“每天在果园里劳作后，我都会把
水肥、修剪枝条的情况、喷药的次数和
剂量记录下来。也会把每年卖出的苹
果数量及金额记录下来，时常翻一翻、
作对比，从中总结经验，为来年的苹果
种植拟定目标和计划。”村民何奎说，他
家种植苹果树 300 多棵，每年收入 20 万
元左右。

何奎用手在苹果树下扒了扒，只见树
下是一层层松毛被扒开后，一个圆形的环

道呈现出来。“以往每次施肥、灌溉后，被
挖出来的环道就会被水土淹没。下次施
肥，又得重新来挖，费时又费力。”洒渔镇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技术指导员秦梦说，像
何奎这样把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再创新
的“田秀才”，是他们农业技术指导员最想
看到的。用松毛护住灌溉、施肥的环道，
节省了劳力、时间，扒开一看，就能看到上
次施肥未被溶解的部分，还能减少资金的
投入。从树林把松毛移到果园里，还能减
少树林火灾发生，目前，该方法已广泛推
广。

“守着绿水青山，却长期过着穷日
子。之前村民就靠种花椒、核桃、烤烟等
作物谋生，人均收入每年只有几千元，年
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李德平回忆
道。1992年，洒渔镇大力推动种植苹果，
但村民却不愿意种。“种了苹果树，要是
以后你们没饭吃，就来我家。”李德平带
着村“两委”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思想工
作，在他们锲而不舍地动员下，村民们开
始种植苹果树，这才成就了如今的万亩
苹果园。现如今，巡龙村已发展成真正
的苹果之乡。

引来八方活水，浇出万紫千红。巡龙
村是昭通市乡村生态振兴的一个缩影，昭
通市已呈现出不少各具特色的生态美丽
乡村，有力地提升了乡村的生态环境质
量，推动了生态产业的发展，提高了群众
的幸福指数，有力地服务和支持了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

巡龙村：以生态振兴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记者 杜恩亮 雷明娟 通讯员 赵庆彪 文/图

人间最美四月天，当踏足昭通洒渔
河畔的一刹那，你会惊叹这方水土的灵
秀之气。长满苹果树的村庄、弯弯曲曲
的河流、绿屏障似的柳树、花园式的民
居、湛蓝的天空……这些元素构成了一
道乡村亮丽的风景线。

生生不息的洒渔河

4 月 13 日，我们从昭通城驾车出发，
朝西行驶 17 公里左右，驶入一条宽阔的
产业大道，一条风光秀丽的洒渔河便迎
面而来。数十里的河堤两岸，分布着肥
沃的良田和茂盛的果园。站在洒渔河
边果园里的观景台上，万亩果园尽收眼
底。春风里，柳叶丝丝飘舞，像绿色的
窗帘、屏障；那柳絮从柳树上飘摇落入
河堤与河中，迷迷茫茫；那清冽的河水
与柳树、果园、村民的新楼房连成一片，
展现了洒渔镇“农业兴、农村美、农民
富”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在昭阳区，洒渔河流经了乐居、洒
渔、青岗岭。在宽阔的洒渔坝子里，九
曲十八弯的洒渔河缓缓流淌，勤劳善
良、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在河堤上
广植杨柳，历经多年风雨，如今沿河两

岸已经长成了排排柳林，在洒渔坝子间
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蜿蜒的“绿玉带”。
在洒渔河水的润泽下，苹果产业迅速崛
起，于是，洒渔镇又多了个“苹果之乡”的
美誉。洒渔镇是昭通苹果的发源地和主
产区，截至目前，全镇种植苹果 13.1 万
亩，年产量 40余万吨，年产值约 30亿元。

漫步在洒渔河岸的苹果园里，拇指
大的小苹果已经迫不及待地探出头来，
挂满了枝头，巡龙村的村民们或是在为
果树疏果，或是手持水管在灌溉。“今年
以来，这已经是第 3 次抽水灌溉苹果树
了。洒渔河里一年四季都有水，若遇到
渔洞水库开闸放水，河道的水流会更
大，灌溉更方便。”在洒渔河边的果园
里，巡龙村 17 组的果农李孝平用三轮摩
托车拉来几只大桶，桶里装满了农家
肥。他将农家肥泼洒到果树下，然后接
通水管，启动抽水泵，顿时洒渔河里的
水“哗哗”地流到果树下。

在巡龙村，像李孝平家一样，一台抽
水机，一辆三轮摩托车是每个家庭的标
配。果园里的柏油路四通八达，果农摘
苹果、运农家肥省时又省力。

洒渔河滋养了洒渔人，也润泽了整
个昭鲁坝子的几十万人。

“青山看不厌，流水趣何长”。一个
地方有水便有了灵气。洒渔河，作为昭
通的一颗璀璨明珠，从南向北穿境而
过，境内全长 47 公里，洒渔河哺育了千
千万万的老百姓，浇灌了沿河两岸 10 多
万亩苹果园，是昭通人民的“母亲河”。

农文旅“融”出城市“后花园”

依托秀美的自然风光、地域辽阔的
乡村环境，2023 年以来，昭阳区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逐步打造以农文旅融合发
展为特色的城市近郊旅游多元产业链，
走出了一条“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乡
村振兴新路子。

2023 年 9 月，昭阳区启动建设洒渔
河流域农文旅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建
设。该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 5838.41 万
元，包括洒渔河 3.8 公里示范段，乐居镇
官坝冲、洒渔镇绿荫塘、青岗岭回族彝
族乡赵家垭口 3个自然村示范点建设。

“项目以洒渔河为生态轴，通过生态
渗透，激活沿线空间，推动业态优化升
级，打造生态、河道、设施、文化、产业

‘五位一体’的亲水岸带。3 个自然村示
范点建设主要包括游客服务中心、民

宿、道路基础设施、公共照明设施、村庄
治理等。”据项目指挥长王禄义介绍，目
前建设已近尾声，项目预计今年 5 月可
完工投入使用。

“一业兴带来百业旺。通过农文旅
项目，可以确保项目区内农户苹果种植
和果农收入；通过引进公司入驻项目区
集体进行合作，增加游客体验感和黏
性；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或者房屋出租形
式入股到村集体实现增收，进一步实现
群众增收致富。”巡龙村党委书记李德
平介绍，项目建设完成后，将着力引进
生态漂流、昭阳风情展示、特色饮食等
业态，并依托沿洒渔河两岸万亩苹果
园，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把洒渔河
农文旅示范段项目打造成乡村振兴产
业新引擎。

奔流不息的洒渔河，永远散发着
春天般的昂扬气息，走在河堤上，一种
满足的开心挂在脸上，漾进心底……
未来，随着项目的深入推进和不断完
善，洒渔河将成为一个春天繁花似锦、
秋天果实飘香、乡村旅游业发展，望得
到青山、看得见绿水、闻得到花香、品
得到果甜、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宜居幸
福洒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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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意盎然的“玉带”。

美丽宜人的洒渔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