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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村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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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坝，一个坐落在金沙江畔的小村庄，一个承载
着无数童年记忆的故乡。如今，当笔者再次踏上这
片土地，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令人欣喜的新农村画
卷：青瓦白墙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平坦宽阔的水泥

马路直通村口，甘蔗造型的路灯像一排排忠诚的卫
士；远处，刚出土的甘蔗苗和交错分布于田间的沟渠
水流相互映衬，恰似一串串灵动的音符。更令人惊
喜的是，曾经闭塞的小山村，如今已插上翅膀，成为

“云上鱼坝”，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2025年2月23日，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3个指导

“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由新华社受权发布，提

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文件提出，坚持按市场规律办事，大力发展绿色、特
色农产品种养，推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实施农
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提升
农业产业化水平。深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
目，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提升乡

村旅游特色化、精品化、规范化水平。
曾经的鱼坝村，交通闭塞，产业单一，村民守着

绿水青山却找不到致富的门路。如今，鱼坝村农文
旅融合发展的情况如何？当地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哪
些变化？这个充满活力、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如何
而来？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巧家县白鹤滩街道鱼
坝村进行了蹲点采访。

巧家县白鹤滩街道鱼坝村，这
个地处金沙江畔的村庄，凭借独特
的地理优势和不懈的探索创新，走
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之
路，正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向多元
产业融合发展的华丽转身。

甜蜜事业夯实经济根基

鱼坝村种植甘蔗的历史悠久，
金沙江海拔落差形成的山泉水灌溉
系统，造就了甘蔗生长的绝佳环
境。这里产出的甘蔗含糖量高、品
质优，每吨甘蔗的榨糖量比其他地
方多出近20斤。

近年来，鱼坝村甘蔗产业发展
势头迅猛。在各级党委、政府的
大力支持与引导下，当地通过争
取各类资金，引进了蔗糖生产龙
头企业——巧家县万华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并邀请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甘蔗研究所专家实地指导甘蔗新品
种的引进与种植。村民积极响应，
规模化种植甘蔗的热情高涨，全村
甘蔗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目前已达
1200 多亩。2024 年，鱼坝村甘蔗产
量达 2万吨以上，产值超 1700万元；
红糖加工及销售总量达 2000 吨，产
值达6000万元。

甘蔗产业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产
量与产值，还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
益。一方面，有效解决了当地大量
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甘蔗非榨
季，部分村民负责甘蔗的日常管护，

部分村民负责红糖馒头的生产与包
装；榨季来临时，他们就到工厂务
工，实现在家门口就业。据统计，蔗
糖龙头企业全年提供工作岗位40余
个，稳定吸纳31人就业，帮助村民创
收10余万元，辖区内6家小糖坊在榨
糖期间可解决150余人就业，甘蔗种
植、红糖加工等可提供300余个就业
岗位。此外，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
得收益，村集体经济效益也得以大
幅提升。

鱼坝村在品质把控与品牌建设
上下足功夫，全力提升甘蔗产业的
竞争力。企业严格遵循有机食品的
生产标准，从甘蔗种植环节便杜绝
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确保原材料
天然、绿色、健康。在熬制工艺方
面，既坚守传统古法技艺，又结合现
代卫生管理要求，保证每一块巧家
小碗红糖都达到有机标准。如今，
巧家小碗红糖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市场竞
争力显著提升。

“云上鱼坝”开启乡村旅游新篇

鱼坝村充分利用自身交通便
利、自然景观优美、常年气候适宜等
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
展新模式，打造了“云上鱼坝”休闲
度假区。

鱼坝村争取到各类资金 1530
多万元，实施农业产业综合发展示
范项目，精心建设了研学基地、共
享菜园、食育厨房、民宿、火把广
场、儿童娱乐区等观光休闲景点。
这些景点各具特色，研学基地吸引
了众多学生和家长前来开展农业

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认识
农作物、体验劳动的乐趣；共享菜
园满足了城市居民对田园生活的
向往，游客可以认领土地，亲手种
植蔬菜；民宿则为游客提供了舒适
的住宿环境，让他们能尽情享受乡
村的宁静与美好。

通过招商引资，鱼坝村与云南
珠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总投
资达 2600 万元的三期投资协议，共
同开发农文旅项目。自“云上鱼坝”
对外开放以来，吸引了大量游客前
来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每逢节假
日，“云上鱼坝”游客云集。游客们
或品尝甘蔗、“八大碗”，或闻着糖
香、晒着太阳，漫步在小桥流水、亭
台楼阁及菜地果林间，惬意地体验
乡村的美好生活，有效带动了当地
餐饮、住宿等服务业的发展，为村民
创造了更多的增收渠道。

邀请专家开展甘蔗种植、红糖
加工等方面的培训；推广优质甘蔗
品种，不断提升品质与产量；拓展销
售渠道，加强与电商平台、大型超市
等的合作；发展特色养殖、农产品深
加工等产业……在产业发展方面，
鱼坝村将持续发力，积极探索产业
发展的可能性。

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鱼坝
村将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开发更多
旅游项目，如举办甘蔗文化节、乡村
音乐节等活动，以吸引更多游客；加
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停车场、
公共厕所、旅游标识等配套设施，提
升游客的旅游体验；注重人才培养，
引进和培养一批专业的旅游管理和
服务人才，为农文旅产业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一根根甘蔗甜润如蜜，一处处
乡村体验趣味盎然……在春光的映
照下，一幅农文旅融合的新画卷正
在鱼坝村徐徐展开。

一根甘蔗的“甜蜜转身”
——巧家县白鹤滩街道鱼坝村产业发展综述

延伸阅读：
鱼坝村位于巧家县白鹤滩街道

西北部，距离县城22公里，西临金沙
江，距白鹤滩水电站大坝17.4公里，
是参观“大国重器”（白鹤滩水电站）
的必经之地，年平均气温23.5摄氏
度。移民搬迁后，全村常住人口为
290户842人。群众收入主要依靠
种植、养殖以及外出务工，经济作物
以甘蔗为主，蚕桑为辅。

近年来，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
鱼坝村交通道路、沟渠管网等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通过扎实推进卫生
厕所改造、安居工程等惠农政策，人
居环境大幅提升，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引进龙头企业万华食品有限公
司建设甘蔗种植示范基地，带动甘
蔗特色产业不断壮大。

2024 年，围绕“金沙江畔·水
韵巧家”的旅游城市定位，立足鱼
坝村交通便利、区位优越、景观优
美、常年气候适宜等资源优势，充
分发挥巧家小碗红糖作为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的影响力，积极争取项
目资金实施鱼坝村农业产业综合
发展示范项目，并引进资金，联动
开发鱼坝村农文旅项目，着力将鱼
坝村打造为集研学、观光休闲、餐
饮、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云上鱼坝”
度假区，辐射带动白鹤滩街道乃至
巧家县的旅游经济发展，鱼坝村由
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4年5月17日 晴

得知巧家县白鹤滩街道决定在鱼坝村开展农文旅
融合发展项目时，我非常高兴。街道党工委书记带领
设计团队查看了现场，选定了发展区域，将利用鱼坝村
交通便利、区位优越、景观优美、气候适宜等资源优势，
争取资金，开发康养旅居、水上休闲等农文旅融合项
目，打造巧家首个集研学科普、康养旅居、农耕文化体
验、农产品加工销售等于一体的农文旅综合项目。虽
然我还没有完全理解项目的细节，但仅是想象未来的
发展场景，我就已经热血沸腾。接下来，我将和其他驻
村工作队队员积极配合街道做好各项工作，力争项目
于今年完工。

2024年6月25日 晴

今天，我们去拜访一位老乡，想租用他家的老房子
并将老房子改造成民宿。因为租的时间有点长，他不太
愿意。为了让群众主动参与进来，我和村“两委”干部一
起研究后，决定采用“以会带训”的方式广泛开展宣传工
作。通过对比项目建设前后的差异，向群众展示鱼坝村
的美好“钱”景。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引导广大群众
转变发展观念，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农文旅融合方向转
变。鼓励群众围绕服务游客，开展应季时蔬种植、家禽
牲畜养殖、土特产加工和开办家庭农场等活动。充分调
动群众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增加收入，进而推动整个村
子发展起来。

2025年1月15日 阴转多云

今天是“云上鱼坝”试营业的日子。一大早，运营
团队便开始忙碌起来。草坪上，粉色的气球随风飘动，

“毛毛虫”大作战的道具吸引了许多前来参加亲子研学
活动的小朋友；食堂里，厨师正在有条不紊地备菜，今
天所有游客都有机会免费品尝巧家“八大碗”；路边，小
摊贩支起摊位，将新鲜多汁的沃柑、松软香甜的棉花
糖、造型可爱的糖葫芦等一一摆开；音响里传来欢快的
音乐……虽然冬天尚未过去，但活动的热烈气氛已让
大家心潮澎湃。短短几个月，鱼坝村就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2025年3月6日 晴

早上 8时 30分出门，天空澄净，微风轻拂。村民们
已经开始种植甘蔗，我也开启了入户走访工作。今天要
去的是马脖子村民小组村民韦元国的家。他于 2023年
初被查出患有尿毒症，需要每周进行两次血液透析。得
知其患病后，我与村“两委”干部一起在充分了解医疗支
出和后续治疗情况的基础上，按照程序将其纳入“三类
对象”监测管理，并制定了政策兜底帮扶措施，将其纳入
A类低保范围。通过近两年的持续帮扶，目前，韦元国一
家的生活和就医均有保障。

点滴之间的乡村变化

春耕生产在即，鱼坝村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种植甘蔗。可近
日发生的一件事，却打破了这一忙碌而有序的节奏。“沟渠里的
甘蔗叶你们都不捞掉就放水灌溉，这下好了，沟渠被堵住了，把
我家的地埂泡塌了半边！必须给我个说法。”看着自家垮掉的
地埂，村民张老汉情绪激动地说。

接到群众反映后，鱼坝村党总支书记陈和贵立即带着驻村
工作队队员赶到现场，并召集涉事双方、村民小组长共同商量
解决之法。“老张，你先消消气，我们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儿。”
陈和贵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蹲下身检查沟渠堵塞的情况。

经了解，原来是鱼坝村圆堡山村民小组的村民在去年冬
天收割甘蔗时，留下的部分细碎的甘蔗叶被风刮进了沟渠里，
堵住了张老汉家旁边的沟渠口。水溢出来后渗入地埂，浸泡
一夜后致使地埂垮塌，一道 3米多高的土坎倒在了甘蔗地里。
于是，张老汉叫来圆堡山村民小组长孙某，要求对方给自己一
个说法。

陈和贵说：“当务之急，是要先修好地埂，然后恢复沟渠通
水，保障甘蔗的种植。”

在陈和贵以及驻村工作队队员的耐心劝说下，张老汉渐渐
冷静下来，表示愿意接受调解。最终，陈和贵找来挖掘机，将张
老汉家的地埂修补好，圆堡山村民小组当天用水的群众承担了
挖掘机的使用费。

张老汉表示，以后会时时关注沟渠的通水情况，如果堵塞
了会及时进行清理。孙某也说，会召集群众开院坝会，告诉大
家在放水灌溉时清理一遍沟渠，保持水流畅通。

“刚才话赶话，我态度不好。”张老汉主动向孙某道歉，双方
握手言和。“都是乡亲，凡事以和为贵，以后我们互相盯着沟渠，
有问题及时解决！”孙某笑着回应道。

冬日里，笔者来到巧家县白鹤滩
街道鱼坝村蔗农冯代全家的甘蔗地
和糖坊，探秘他的“甜蜜事业”。

大地还被一层银色幕布轻轻覆
盖时，冯代全和他的妻子便拿上镰
刀、手套、捆线，骑着摩托车向离家几
百米的甘蔗地出发了。他们刚到一

会儿，前来帮忙砍甘蔗的村民也带着
工具陆续赶到。甘蔗地里，大家一边
谈论着当年甘蔗的收成，一边砍甘
蔗、捆甘蔗。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
雾，照亮大地的轮廓，冯代全和司机
已经拉着满满一车甘蔗往家里的糖
坊赶去。到达目的地后，他们熟练地
倒车、卸甘蔗……一切工序都在有条
不紊地进行着。

卸完甘蔗，冯代全马不停蹄地赶
到熬汁区，工人们已将制糖所需的大
锅、模具等清洗干净。随着榨汁机发

出轰鸣声，新鲜的甘蔗汁顺着管道流
入池子，大家便各自忙碌起来。

“丁零、丁零……”冯代全的手
机响了，是有人咨询买糖。他赶紧
处理订单，接着又接待了几拨订购
巧家小碗红糖的销售商，谈成了几
笔大单子。

午饭时分，经过几个小时的熬
制，第一锅巧家小碗红糖出锅了。冯
代全夫妻俩和工人们熟练地将清香
甘甜的红糖成品装进箱子。下午 4
时后，冯代全开始装车，为城区的商

家和顾客送货。回到家中，他匆匆吃
过晚饭，又投身到红糖装箱、接单等

“甜蜜事业”当中。
从甘蔗的种植管护到收割熬制，

一根根甘蔗变成一颗颗巧家小碗红
糖的过程是一场漫长而甜蜜的等
待。冯代全夫妻俩和鱼坝村其他蔗
农一样，日复一日地耕耘着他们的

“甜蜜事业”。他们不仅凭借勤劳的
双手实现了增收致富，还通过传承小
碗红糖古法熬制技艺，让这一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

冯代全：种下甘蔗收获幸福

春耕甘蔗甜 邻里纠纷解

航拍“云上鱼坝”。通讯员 谭志和 摄

鱼 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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