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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永善县墨翰乡花园村以党
建为引领，依托土地资源优势，建立联农
带农机制，引导群众套种轮作，一地多
收，增加群众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
力乡村振兴，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
增收致富。

从一季撂荒地到一年三收
初冬时节，在墨翰乡花园村，绿油油

的西蓝花和红油菜薹长势喜人，当地菜农
正忙着将刚采摘的新鲜蔬菜分拣、塑封、
打包，然后通过物流发往各个目的地，田
园村的蔬菜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花园村，辖 19 个村民小组，970 户
4086 人，拥有耕地 2900 亩，海拔 1100 米，
土壤肥沃。与洒渔河畔的大关县悦乐镇
妥河村隔河相望，乘车15分钟就可上大永
高速公路，良好的交通条件为产业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受村民外出务工的影响，花园村许多
耕地在大春庄稼收割后就被闲置撂荒。
近年来，花园村立足气候优势，探索土地
轮作，在环山堡、上水营、姚坪片区发展玉
米、马铃薯、魔芋套种，在花园、团结片区
推广水稻、蔬菜轮作，在粑粑店、上小河、
莲（峰）墨（翰）公路沿线发展青贮饲料种
植与加工，着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
耕地四季轮种。

进入 10 月后，西蓝花和红油菜薹成
熟，菜农采摘后，由收购商连夜送往昭通、
宜宾等地的农贸市场，新鲜上市。

“从秋季种豌豆、蚕豆、西蓝花、红油
菜薹，到次年春季种水稻，9亩地收入近10
万元。”土地轮种让收入大幅增长，花园村

民小组村民徐永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一块地种三茬，循环种植，闭环管

理，实现一地（田）多收、稻蔬共赢。”墨翰
乡党委书记薛剑表示，轮种模式推广后，
解决了耕地非粮化问题，提高了农民种粮
的积极性。

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早些年，我们这里是一个很普通的

村子，现在可不一样了。”花园村党总支书
记冷仕镇说，现在稻谷、青贮饲料、西蓝花
成了花园村的“三枝花”。

今年59岁的村民冷仕伟，家住粑粑店
村民小组，虽轻度肢残，但积极乐观，是第
一批响应号召种植魔芋的村民。2022年，
他的4亩地种下600公斤花魔芋，秋收挖到
3500公斤。3年来，他自力更生，积极学习
魔芋种植技术，年收入近3万元，带动全村
19户残疾人增收致富。

水泥路修到家门口，灌溉沟渠、管道
通到田间地头……“十三五”以来，花园村
修建了箐林村到花园村干渠，硬化村组公
路23.6公里、灌溉管道7.4公里。

2020 年，花园村修订村庄规划，吸纳
民间资本投入 536万元，兴建了加工厂房
4000余平方米，开展玉米青贮饲料加工。

“玉米亩产300公斤，玉米秆亩产4吨，

共计亩产值可达5000元，收入已远远超过
以前。”村民邓朝军如是说。

青贮饲料加工厂建成投产后，花园村
积极争取挂钩帮扶单位的支持，实施旱地
改水田项目、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
设。采取“党支部+村集体+公司+农户”

的发展模式，在水塘子、团结村民小组流
转土地，连片种植精品水稻500亩，加工成
袋装大米进入市场后，深受顾客欢迎。

水田里种稻谷，稻田里养鱼，以渔促
稻，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如今，花园村
158户水稻种植户年均增收2000元。

从2020年的人均收入9200元，增加到
2024 年的 19983.1 元，花园村土地轮作的
模式，成为墨翰乡产业发展提质增效、群
众增收致富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文明新风扑面来
“红白喜事，家家随礼。”曾经一段时

间，花园村老百姓办酒席存在跟风式的相
互攀比、讲排场，大操大办的问题，密集的
时候三天两头在吃酒席，村民人情往来支
出压力大。

2022 年，为破除陈规陋习，花园村成
立红白理事会，制定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
会章程，整治打地基、封顶、乔迁新居等

“无事酒”，纠治社会不良风气和铺张浪
费，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敬老孝亲、
厚养薄葬，涵养文明新风。

“红事两天以内、白事三天以内必须
完成，菜品不超过10样，排队分餐，杜绝浪
费，不讲排场，不比阔气。”

“婚丧嫁娶，主动报备，接受监督，节
俭办事。”花园村民政社会工作人员龙会
荣说，现在村里的文明风气一天比一天
好，人情账少了，邻里关系更近了。

此外同时，花园村结合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把移风易俗、人居环境、家庭家风
家教作为评选“好媳妇”“好公婆”“星级文
明户”和“积分制”管理的重要内容，引导
群众规范行为，弘扬乡风正气，塑造文明
新貌。

如今，花园村产业发展兴旺，房屋错
落有致，道路干净整洁，村道两旁绿树成
荫，村民和睦相处，幸福满满。

（图片由墨翰乡政府办提供）

盐津，原名盐井渡，因曾有盐井和渡
口而得名，自古为中原入滇要道，商贾过
往，促使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夜郎文化、
巴蜀文化与滇中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形成
独具特色的“三川半”文化。盐津文化旅
游资源丰富，有著名的秦开“五尺道”遗
迹、国家级文物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僰
人悬棺”等历史古迹，还有省级风景名胜
区豆沙关和一些乡村旅游新景点。

近年来，盐津县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为载体，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引导各族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谱写了新时代各民族和
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精彩篇章。

突出政治引领
凝聚民族“向心力”

构建创建新局面。盐津县实施各族
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
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
做实“枝繁干壮”“幸福花开”“石榴红”“润
土培根”四项工程。盐津县豆沙镇石门小
学、兴隆乡大坪村完小被命名为市级“石
榴红同心营”实践基地，豆沙关“五尺道”
景区被命名为市级“石榴红驿站”实践基
地，水田新区安置区被命名为市级“石榴
红家园”实践基地。豆沙镇“古道雄关涌
新潮，民族团结谱新篇”创建经验获省级

“六个一批”示范典型推广。2021年，盐津
县创建成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截至
目前，共有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12
个，市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55个，县
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103个。

丰富创建新内涵。依托网红“一线城
市”“五尺道”和古渡文化等资源推动实施
旅游“九大工程”，打造旅游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精品线路，新增主题宣传设施
60余处。通过豆沙镇美食节、滩头乡花山
节、牛寨乡丰收节等活动打造地域品牌，
塑造个性鲜明的农文旅融合旅游形象，打
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品旅游路
线，丰富旅游产品和业态。通过实施“归
雁兴盐”工程，回引盐津籍在外成功人士
返乡创办企业、合作社，组织开展“乌骨鸡

养殖、肉牛养殖、竹笋加工”“网络创业”技
能培训和“盐津大厨”劳务品牌培育，充分
释放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提高各族
群众的就业创业能力。通过进一步帮助
各族群众增加收入，激发群众感党恩、跟
党走，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
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赋能创建新思想。思想是行动的先
导，盐津县把扶贫先扶志作为脱贫根本，
深入实施“自强、诚信、感恩”教育，激发群
众内生动力，解决群众思想贫困、志向短
缺问题。通过“扶智扶志”教育，全县各族
群众“等靠要”观念明显转变，自力更生、
真抓实干的精气神普遍提振，内生动力得
到全面激发，比学赶超氛围日益浓厚，全
县上下同心同德、同向同行，为促进全县
民族团结和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动力。

增进民生福祉
齐绘共富“同心圆”

兴产业，培民族团结之根。盐津荣获
“品牌产业园示范基地”称号，盐津乌骨鸡
获“点赞2023我喜爱的中国品牌”证书，荣
登中国品牌榜；盐津被授予“中国方竹之
乡”荣誉称号。聚焦延链补链强链目标，
盘活煤、硅、玄武岩等矿产资源，把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3+N”富
县产业蓄能快速推进。文旅融合加速发
展，依托“五尺道”、唐袁滋题记摩崖石刻、
南丝绸之路、古渡码头等历史文化资源，
结合“13720+”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大力发
展文化旅游业，打造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旅
游示范样板，“多彩盐津·一线县城”影响
力持续扩大，“豆沙关”改造升级项目加速
推进，万和、落雁、庙坝等乡村文旅产业初
具雏形，盐津县成为全省“一县一业”示范
创建县。各族干部群众在共享高质量发
展成果中坚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
共同信念。

惠民生，铸民族团结之魂。坚持把为
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面推广劳动力

“三个加法”模式，“盐津大厨”品牌逐步打
响，直播带货迅速发展，各族群众收入更

加稳定持续。深化实施教育“三化”改革，
教育资源布局更加优化，引进上海新纪元
等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办学，教学质量稳步
提升。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全面启动，
县、乡、村三级医疗水平稳步提升，32种特
大病在县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健全“一
老一小”服务体系，6.38万名低保、特困、残
障等困难群体得到有效帮扶救助。“放管
服”改革深入推进，34家单位 1191项事项
进驻政务服务中心，政务服务质量更加高
效，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各族群众在共
享普惠公平的公共服务中更加坚定“共同
富裕、同心筑梦”的理想信念。

强基础，绘民族团结之景。盐津县
坚持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民族团结的突
破口和着力点，全县城镇化率达 33.6%，
建成美丽村庄 19 个，有机林认证 28.8 万
亩，认证“三品一标”39 个，成功创建“省
级农业科技园区”，获评“全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县建设电商网
点 94 个，荣获“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县”
等称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爱国卫生
专项行动成效明显，荣获全省爱国卫生
专项行动“先进县城”称号，“一城三片
区”布局更加优化，城市配套设施更加完
善，城市内涵品质不断提升。坚持因地
制宜、统筹规划，按照“四类村庄”和“三
张图”要求，优化完善“多规合一”实用性
村庄规划，城乡联动格局逐步形成。坚
持补短板、抓提升、强基础，持续织密“路
网”、畅通“水网”、完善“设施网”，不断为
县域经济发展提供“硬支撑”。

重治理，强民族团结之基。盐津县积
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坚持将党建引领

“五户联治”作为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
繁荣发展的重要抓手，着力构建“政治、法
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的基层社
会善治新体系，推动基层治理效能再提
升，全县 14256 个“五户联治”微网格共同
发力，一桩桩实事办得扎实、办得稳当；一
件件好事顺了民意、暖了民心；一声声感
谢聚了力量、鼓了干劲，让各族群众在发
展路、致富路、团结路上的脚步越发稳

健。近年来，盐津县公安局豆沙派出所先
后荣获国家级“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全国
巾帼文明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
青年文明号”等称号。

构筑精神家园
架起交往“连心桥”

“教育+宣传”促共识。建立宣传教
育常态化机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纳入党员干部和国民教育体系，结
合重大纪念活动和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庆
祝活动，深入开展“自强、诚信、感恩”等
教育实践活动。定期举办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月、宣传周活动，强化“四个关系”

“四个与共”宣传。加强基层宣讲队伍建
设，组建“乌蒙石榴红”盐津宣讲分团，开
展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宣讲 50 场 5673 人
次。以举办全县讲解员大赛为契机招募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讲解员，规范创建示
范点、景区景点、展览展陈、乡村振兴先
导工程等场馆、景点、项目的解说词，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更接
地气、更富成效。

“创建+旅游”促融合。紧扣“五个共
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深入挖掘唐袁滋
题记摩崖石刻“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
的精神内涵，通过文艺创作、景观小品、
征文活动等方式，挖掘唐袁滋题记摩崖
石刻蕴含的民族团结进步意蕴，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讲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盐津故事，不断擦亮“中华民族团
结丰碑”名片。依托“一线城市”文旅资
源和“五尺道”、古渡文化等历史文化资
源，推动实施旅游“九大工程”，打造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旅游精品线路，生
动展现各族人民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团
结和睦的历史画卷。

“历史+文化”促认同。坚持文化为
基，建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
华民族形象。在滨江大道、水田新区安置
区、豆沙古镇、五尺道景区建设红石榴街
区、红石榴集市以及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题的社区宣传设施和文化长
廊，依托搬迁安置点乡愁馆开展具有重大
意义的主题展览，营造民族团结的浓厚氛

围。坚持文化为魂，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高杆舞狮、苗族大唢
呐、关河号子、金丽剪纸、端公戏、打鼓草、
牛灯等被列入省、市级非遗名录，中华武
术进校园摘得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
理中心举办的网络武术锦标赛集体拳术
一等奖、集体器械二等奖。坚持文化为
言，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
力营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生
活环境，持续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
程度和质量，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
命运相通。

“体育+赛事”促三交。“篮球哲学——
画圆战术”在盐津孕育而生。盐津县以体
育运动为媒，紧紧围绕新时期全民健身工
作任务，在篮球训练、篮球赛事等体育产
业方面展开实践探索，通过体育赛事促进
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同运
动、共健康、一家亲的良好社会氛围。举
办“网红一线县城·盐津——画圆战术杯”
2024 年滇川毗邻地区友好城市篮球邀请
赛、园丁杯、丰收杯、三江杯、乡（镇）篮球
交流赛等赛事，将优秀传统篮球文化融入
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各族群众交往
交流交融的新方式。立足浓郁的“三川
半”饮食文化，依托盐津乌骨鸡、肉牛、竹
笋等产业禀赋，将体育赛事与地方美食节
等活动有机融合，在举办体育赛事的同
时，举办“吃在盐津暨县城康源美食长街
宴”和“盐津大厨”烹饪技能大赛等活动，
让来自四川筠连、珙县以及昭通大关、永
善等毗邻县区的各族运动员、球迷、游客
在“一线网红县城”感受激情澎湃的体育
运动风采，畅玩“一线城市”、品尝“盐津美
食”，有效拉近各地区各民族群众之间的
距离，让各族群众同运动、一家亲，共享发
展成果。

新时代、新起点，盐津县各族儿女将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
领，聆听时代声音，顺应人民期盼，以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担当作为，努力实现
盐津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
民富裕。

古道雄关石榴红 同心浇灌团结花
通讯员 彭恒强 文/图

幸 福 花 园 一 地 多 金
通讯员 田 明

盐津县城夜景。

群众表决通过产业发展规划群众表决通过产业发展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