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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前，彝良县龙海镇龙海
村蜂包山是一座长满杂木野草的
荒山，山上山脚人烟稀少，山高路
险，沟壑纵横，通信闭塞，村民过
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
活。如今这里大变样，特别是在
春夏时节草木萌发，鸟语花香，蜂
飞蝶舞，玫瑰、绣球花等五颜六色
的花卉扮靓整个山头，村民们正
在基地里穿梭忙碌着管护花草
树木，构成了一幅和谐美丽的乡
村画卷。

谈及这里的变化，大家就会
提起彝良高山景观设计绿化苗木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彝良高
山景观公司”）负责人高红云，是
他带领团队让这里的荒山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给这里带来了
勃勃生机，打破了乡亲们的传统
生活观念。

有梦就去大胆追

高红云是土生土长的彝良
人，1992年高中毕业后，曾开过照
相馆，办过竹筷加工厂，承建过公
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
公路沿边需要绿化，经过一番权
衡后，决定将自己的事业梦想转
到景观绿化苗圃基地建设上。于
是他带着多年积攒下来的
资金，与两位志同道合
的朋友，经过到多地
考察后，在龙海镇龙

海村田头村民小组创办苗木基
地，于 2014 年成立了彝良县鸿志
义观赏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历
经 3 年的发展，苗木种植初见起
色，高红云发现走种苗卖树这条路
很狭窄，走起来也很艰辛。于是，
他到四川、贵州以及省内昆明等地
的苗圃基地去考察，学习别人的经
营理念。2017年，高红云大胆地迈
出了景观设计绿化第一步，成立了
彝良高山景观设计绿化苗木有限
责任公司，以“绿我荒山、美我家
园、富我家乡”为宗旨，不断壮大发
展专业合作社，基地负责育苗和成
品树木的供应，公司负责承接园林
景观工程的设计、施工、管护，采取

“公司+合作社+基地+种植户”的
经营模式种植观赏苗木，发展高原
特色农业，变荒山为金山。

成功的背后都是辛酸和坎
坷。高红云在回忆起创业之路时
感慨良多，他说那种艰苦，一般的
人是无法坚持和承受的。初到蜂
包山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座 2000
多亩的荒山，住的是附近村民的
生产用房，还是租借的，蔬菜是自
己种的，随节令地里出产什么就

吃什么，实在缺乏蔬菜、米面就吃
方便面。由于基地所处海拔高，
常年阴雨绵绵，汗水雨水混杂一
身，蚊虫叮咬更是常事，生活条件
十分艰苦，对于他这种从小在县
城里长大的人来说，已经到了生
活的极限。

为在逆境中坚守下来，高红云
为自己写下励志铭“守得住青山，
耐得住寂寞。看得到希望，圆得了
梦想。”这两句话伴随他走过了风
雨十年，如今已成为公司的训言。

科技育苗迈大步

2015 年，高红云引进了一批
野生樱桃种进行繁育，由于缺乏
育苗技术，结果一年下来基本不
发芽，看着辛辛苦苦种下的二十
几亩野生樱桃变成了荒地，损失
近 8 万元，他伤心至极。痛定思
痛，他决定通过学习走科技育苗
之路。于是，他从网上、书店购买
育苗、嫁接、园林设计等方面的书
籍进行自学，到成都、昆明等地的
苗木基地学习育苗、扦插、嫁接技
术，只要听说哪里举办树木栽培、

园林设计培训，他都不会放过任
何 学 习 机 会 ，总 是 积 极 报 名 参
加。据高红云讲述，他先后参加
过云南农业大学举办的科技人才
培训班、农业农村部在北京举办
的合作社带头人能力提升研修
班 、西 南 园 林 园 艺 设 计 班 等 培
训。通过不断学习，他很快就掌
握了 20 多种景观树木的育苗、扦
插和嫁接技术。

珙桐有“植物活化石”之称，
是国家 8 种一级重点保护植物中
的珍品，当前珙桐树苗全国供货市
场还基本上是空白。2015年 3月，
在云南省林科院的技术指导下，高
红云带领自己的团队，潜心研究、
攻坚克难，打破技术壁垒，经过 4
年的探索、实践，终于成功培育出
15万株珙桐树苗，他建立的基地成
为全国有名的珙桐繁育基地。10
年来，基地已培育出珙桐、樱花、梅
花、桂花、玉兰、海棠、紫薇、碧桃、罗
汉松、玛瑙红樱桃、大五星枇杷等绿
化观赏珍稀苗木和经济林苗木 30
余个品种、1000余万株，绣球花、月
季花等花卉10余万株。

苦心经营终成功

脚踏实地，诚信经营，这是村
民对高红云的一致评价。在决战

脱贫攻坚期间，高红云积极响应
彝良县委、县政府的号召，全力投
入扶贫扶志工作，扶持 391 户农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易地搬
迁户 286 户）务工就业，带动贫困
群众自食其力奔小康。

特别是从 2019年公司搬迁到
发界安置区旁边后，为方便群众
就业，高红云建立了微信群，尽量
帮助搬迁群众稳岗就业，每年有
100 多个搬迁群众在公司上班。
搬迁群众周明秀介绍说，她随时
都在关注群里的动态，只要群里
通知需要人，她就立刻报名，上班
时间自由，有事还能回家帮忙，在
家门口就可以有班上。搬迁群众
常国友是彝良高山景观公司的一
名老员工，他说在这里上班不限
年龄，只要身体硬朗就行，像他这
种年龄，一年还能挣着两三万元，
感觉很知足。

高红云还当选为昭通市第
五届人大代表、彝良县工商联副
主席、彝良县光彩事业促进会副
会长等。多年来他热心公益，积
极参政议政，在抗洪抢险、捐资
助学，扶贫济困中发挥了积极带
头作用。他打算带领龙海镇更
多的村民种植观赏苗木、花卉，
实现共同致富。

10 年来，彝良高山景观公司

以人为本、心系农民工，在没有
结 到 工 程 款 的 情 况 下 ，多 方 筹
集 资 金 ，保 证 农 民 工 每 年 能 够
拿 到 工 资 回 家 过 年 ，真 正 做 到
不 拖 欠 农 民 工 一 分 工 资 的 承
诺，10 年来共发放农民工工资
达 1200 余万元。

经过 10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懈
努力，高红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
梦想，将昔日的荒山变成青山，将
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建成绿化苗
木、水果苗木、花卉、天麻、魔芋、
中草药培育种植样板基地 1200余
亩，并成功完成林下套种天麻 2.3
万余塘、魔芋 50亩，黄精、半夏、芍
药等中药材 20亩。

如今，彝良高山景观公司苗
木基地占地 3000 余亩，拥有 30
多 种 200 余 万 株 景 观 苗 木 、花
卉 ，是 全 市 最 大 的 苗 圃 基 地 。
2018 年 ，国 家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授
予 彝 良 县 高 山 景 观 苗 木 基 地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和“ 国 家
珙 桐 规 模 化 繁 育 基 地 ”荣 誉 称
号 ；高 红 云 被 云 南 省 科 技 厅 表
彰 为“ 创 业 型 科 技 特 殊 人
才 ”。 2022 年 ，彝 良 高 山 景 观
公 司 被 推 选 为 昭 通 市 工 商 业
联 合 会 、昭 通 市 总 商 会 第 五 届
执 委 单 位 ，昭 通 市 光 彩 事 业 促
进会第四届理事单位。

高红云：深山植绿终不悔
通讯员 代唐仙 文/图

自“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以
来，镇雄县强化统筹谋划、凝聚
各方力量、精心组织实施，扎实
推进“万企兴万村”，持续助力乡
村振兴。

强化组织领导，高位推动落实

抓落实是做好一切工作的生
命线，组织领导是做好工作的关
键。镇雄县通过县委常委会、县政
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成立领导小
组，制定行动方案，明确 6 个方面
14项任务清单。将“万企兴万村”
行动列入县委、县政府重点工作，
每半年召开领导小组会议进行会
商，研究解决重点难点事项。

推动责任落实。把“万企兴
万村”行动作为引领民营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一面旗帜、促进共
同富裕的重要平台，引导民营企
业与帮扶村建立结对机制，推动
县工商联执委企业与 82个村签订
结对帮扶协议。

注重统筹联动。强化镇雄县
委统战部、县工商联、县农业农村局
和相关金融机构协调联动，2023年
以来，组织相关单位和企业代表走
访民营企业 80家，调研结对村（社
区）34个。镇雄县工商联被全国工
商联评为 2022年度民营企业工作
先进示范单位、被省工商联认定为
2023年全省“五好”县级工商联。

强化牵线搭桥，整合资源力量

搭建东西部协作平台。“县委、
县政府抓住东西部协作机遇，加强
工作对接，搭建结对平台。”镇雄县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引进上海松江
区 22 个企业结对帮扶 32 个村，实
施了总投资 860 万元的 32 个项
目。2023年，与上海松江区委共同
主办“镇品入沪·走进松江”特色产
品推介暨镇雄县“赤水源品”区域
公共品牌发布会，推介镇雄农特产
品，销售额达4300万元。

搭 建
企业金融支持
平台。“县工商联
与农行镇雄县支行、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
金融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对有贷款
需求的民营企业提供服务。”镇雄县
工商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县工商联、
税务局、金融机构共同举行2024年

“税银携手·护企逐梦”百企签约仪
式，与32家企业签约，完成签约金额
1.8亿元。

搭建村企结对帮扶平台。“发
挥公司的市场优势、资源优势、资
金优势，进一步做优做强村级集体
经济，以扎实行动和实际成效助力
乡村振兴。”参与行动的相关企业负
责人表示。按照“三优先”（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村优先、原“万企帮万
村”结对村优先、会员企业所在地优
先）原则，形成“企业+村”“企业+集
体经济组织+村”的联结机制，2021
年以来，8家商会、125家县内外企
业与全县72个行政村结成“对子”，
实施兴村项目175个，投资总额1.7
亿元，捐款捐物1530万元。

强化企业帮带，助力乡村振兴

招商与帮扶相结合。围绕全
县“1+1+N”产业发展布局，招引农
业龙头企业参与特色种植业、养殖
业发展，建立完善“龙头企业+合
作社+村集体经济+基地+农户”运
行模式，推动兴村产业项目落地见
效。一村民说：“我们在家门口就

能务工，每年辣椒收购季节，每月
都能有 3000—5000 元务工收入，
既能照顾家庭，又能提高收入。”昭
通思农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建
成辣椒基地 2万余亩，产品包括泡
椒、剁椒等 8个系列 30 余种，直接
带动 400余人就业，每年发放劳务
工资400余万元。

输血与造血相结合。鼓励民
营企业下乡到村，通过土地入股分
红、订单种植、保底收购、综合服务
等方式开展村企共建，促进农户增
收、企业发展。“以前在家闲着没
事干，现在参加技能培训不但增长
了知识，而且每年养蚕能够增加收
入，公司会进行技术指导、承诺保
底收购蚕茧，不用担心卖不出去。”
镇雄乌蒙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用“公司+村集体经济+基地+农
户”模式，在5个村建成果桑基地1
万余亩，带动 1052户农户增收，企
业实现年收益2320万元。

帮扶与捐赠相结合。以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村为重点，组织民营
企业通过产业、就业、消费、公益等
方式加大帮扶力度。“先富带动后富

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助力乡村振
兴是本土企业该有的担当。”云南志
宏建设工程（集团）捐资98万元帮助
大湾镇仕里村修桥铺路，捐资1500
余万元帮助镇雄教育发展；塘房镇凉
水村“1·22”山体滑坡灾害发生后，中
国五矿、亿联国际、云南昊龙、云南宇
泽、中悦地产、志宏建工、镇雄之心等
118家爱心企业组织捐款3784万元、
捐赠物资价值700余万元。

强化主体培育，激发市场活力

抓示范引领。通过打造示范
点，确保企业和村民都有得看、有
得听、有得学。镇雄县制定“万企
兴万村”行动先进典型培树工作方
案，围绕工商联换届，将一批政治
觉悟高、经济实力强、有社会责任
感的民营经济人士纳入工商联执
委班子，发挥企业示范兴村作用。
目前，全县共有 8个“万企兴万村”
行动示范点。

抓筑巢招商。“现在我们家乡
发展环境风清气正，真的适合回
来投资创业了。”镇雄全面落实招

商引资优惠政策，从用地、厂房、
税收、用工等方面提供“点单式”

“链条式”服务。2023 年以来，组
织 26 家民营企业赴福建泉州、浙
江温州以及贵州的云南商会开展
沟通交流，通过以商招商推动 32
户商家入驻镇雄亿联国际商贸
城、红星美凯龙镇雄商场。先后
引进思农、纤多多、铁骑力士等农
业龙头企业，招引 39 家企业推动
以勒五金高新产业园、呢噜坪纺
织服装产业园高质量发展。

抓主体培育。“现在企业在发
展的同时，还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政
策支持，更加坚定了企业的发展信
心。”镇雄先后出台特色产业高质量
发展奖补、经营主体银行贷款财政
贴息等系列惠企政策，动员经营主
体开展“绿色云品”“三品一标”申
报，培育更多市场主体，带动外出务
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截至目前，
全县引育农业龙头企业82家（省级
9家、市级 28家、县级 45家），有农
民专业合作社 1123 户；累计回引
3.53万人返乡创业就业，建成创业
工坊1112个、带动就业1577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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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 良 高
山 景 观 公 司
给 当 地 村 民
发放分红。

高红云（左）正在进行绿化苗木现场培训讲解。

镇雄县呢噜坪纺织服装产业园工人正在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