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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路上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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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经的“门外汉”到“土专家”，再到
群众增收致富的“领路人”，他带领全村群
众大力发展沃柑产业，走出了一条人生

“逆袭”之路。他就是永善县永兴街道佛
滩社区居民纪开亮。

在纪开亮的沃柑地里，漫山遍野的
沃柑树长得郁郁葱葱，金灿灿的果实挂
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果

香。纪开亮和村民们正穿梭其中，忙着
采摘、分拣、打包，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8年前，佛滩社区以种植传统农作物
为主，产业结构单一，群众收入不高，大
家守着眼前的绿水青山，却找不到致富
门路，心里很是苦恼。

2016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纪开亮从
四川了解到沃柑种植效益可观，便萌生
了引进种植的想法。经过多次考察学
习，他结合佛滩社区的地理优势和气候
条件，决定率先试种 6 亩沃柑。次年，眼
见沃柑树茁壮成长，他信心大增，迅速将
种植规模扩大到扩大到 100100余亩余亩。。然而然而，，当时的当时的
沃柑在当地还是沃柑在当地还是““新鲜事物新鲜事物””，，种植起来种植起来
并非易事并非易事，，但纪开亮没有退缩但纪开亮没有退缩，，他积极参他积极参
加县里组织的各种种植技术培训加县里组织的各种种植技术培训，，主动主动
向专家和农技人员请教向专家和农技人员请教。。从种苗选择从种苗选择、、
肥肥水管理到病虫害防治，每一个环节他
都认真对待。

“在种植过程中，有一年红蜘蛛特别
厉害。幸运的是，佛滩社区和各级各部门
都很重视，永善农业农村局还邀请了昭通
市农业科学院的专家来我们园地实地考
察，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纪开亮说。

2018年，纪开亮种植的沃柑迎来了第
一年投产，一经上市，便因其皮薄、多汁、
香甜等特点深受消费者青睐，每市斤售价
达 10元。“当时在整个永善几乎只有我们
一家种植，大家品尝过之后觉得口感非常
不错，都愿意买，还有点供不应求。”纪开
亮自豪地说。

纪开亮的成功，点燃了村民们致富的

希望，看到他种植沃柑赚了钱，村民们纷
纷前来向他“取经”。对此，纪开亮总是毫
无保留地传授种植技术，他还牵头成立了
专业合作社，将沃柑种植规模扩大到 160
余亩，并积极引导村民加入沃柑种植。

“大家看到我种出来的沃柑收益不
错，就跟着我一起种。我希望把大家带动
起来，因为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一
起富才叫富。”纪开亮说。

在纪开亮的带动下，佛滩社区沃柑种
植面积不断扩大，目前已发展到800亩，已
投产600亩。沃柑种植不仅增加了群众收
入，还带动了当地群众就业，据统计，合作
社常年吸纳周边群众务工400人次。村民
们纷纷表示，种植沃柑的收入远高于传统
农作物，且市场前景广阔。

“心里肯定高兴，比以前种红薯好得
多。现在种了沃柑，一年收入比以前高出
好几倍。”村民蒋廷银说。

村民王弟琴在纪开亮的帮助下，成为
了佛滩社区第二个种植沃柑的人，目前种
植沃柑 80余亩。谈到种植沃柑后的幸福
生活，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对纪
开亮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最开始种植沃柑时，我比较担心技
术方面的问题，但是纪开亮毫无保留地把
技术传授给我们，让我们有了信心，相信
自己能把沃柑种植好。现在，我家的沃柑
年产量有五六万斤，收入达10多万元。我
们的生活也因此越来越好，腰包也鼓起来
了！”王弟琴说。

从“一枝独秀”到“满园春色”，纪开亮

用智慧和汗水种出了致富的“金果果”，带
领当地群众发展沃柑产业，走出了一条产
业兴旺、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之路。每到
沃柑成熟上市的季节，当地沃柑不仅在本
地市场热销，还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
模式，畅销全国各地。一个个金灿灿的沃
柑，不仅鼓起了群众的“钱袋子”，也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我希望大家都能通过种植沃柑多挣
些钱，增强幸福感，也希望永善沃柑能销
往全国各地，让消费者们都能品尝到这份
甜蜜。”纪开亮说。

纪 开 亮 的“ 柑 ”甜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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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开亮在果园采摘沃柑纪开亮在果园采摘沃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杨六兰的欢喜庄园：

纪开亮纪开亮（（中中））和当地群众一起将沃和当地群众一起将沃
柑装箱柑装箱，，准备发货准备发货。。

3月11日，春和景明。
从绥江县城出发，驱车沿着绥水二级

公路向东行驶半个多小时，穿过漫山遍野
的李花海，经过和平绿色建材产业园区，
再向峰顶山转弯，“欢喜庄园”的牌子便映
入眼帘。这里就是我们此次采访的目的
地——会仪村2组杨六兰的欢喜庄园。

踏上庄园的石梯，曲径通幽，满园翠
绿，玲珑的喷泉、精致的凉亭、可爱的多
肉、幽香的兰草，无不显示出主人的悠然
雅致。听见脚步声，庄园的主人杨六兰和
妻子王东梅迎了出来。

近 500 盆花草绿植，将一个 600 多平
方米的庭院装点得美不胜收；一栋3层楼
的“乡间别墅”，被这生机盎然的浪漫花园
围绕着。在茶房的观景露台上，王东梅刚
完成的插花作品——一盆用废弃土罐和
枯枝制作而成的桃花盆景令人赏心悦
目。夫妻俩随心而坐，品屋旁的乡间野
趣，观溪沟的飞瀑流泉，好不惬意。

春色正好，小小的乡间庭院生机勃
勃，杨六兰夫妻俩的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生
活的美好期许。

这个美丽而精致的庭院是杨六兰夫
妻俩振兴路上的“诗和远方”。

其实，在成为令人艳羡的花园之前，
杨六兰夫妻俩所在的村落曾一度因地理
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缺乏产业支撑等因
素，乡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村民收入普
遍较低。

“由于移民搬迁、避险安置，很多人
都走了。现在，我们会仪片区仅有居民
65 户，常住人口不足 300 人。”片区党支
部书记刘贵林如数家珍地说起了村里的
点滴变化，“20 年前，村民除了外出务工
和种植玉米、油菜外，基本没有其他的收
入来源。”

“会仪片区地势起伏大，两边都是高
山，如果遇到下雨天，脚上全是泥巴。”在
杨六兰的记忆里，以前的家乡确实称得
上“穷乡僻壤”。“那时候，我们夫妻俩常
年在昆明、泸州等地务工。”“我嫁到这里
来，娘家人都觉得我是嫁到穷山沟里
了！”夫妻俩你一言我一语，回忆着往昔
艰难的生活。

历史长河总是在峰回路转处，激荡出
破旧立新的潜能。

2021年 7月 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
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
小康社会……”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
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的现代化。”

同年，绥江县依托峰顶山秀丽的自然
风光，大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建设
了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以及
森林木屋，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踏春赏
景。而杨六兰的老家，正是游客前往峰顶
山的必经之路。

为抓住这一发展良机，杨六兰夫妻俩
结束了在昆明的务工生涯，双双返回家
乡，利用自家的 3层楼房开办农家乐，并
起名为“欢喜庄园”。曾经的猪圈、鸡舍被
改造成了餐厅、凉亭，600多平方米的庭院
也被改造成一个大花园。

“我从小就对花花草草情有独钟，以
前我就跟丈夫说，等生活条件好一点了，
我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小花园，种点花花
草草。”王东梅说，没想到自家能有 600多
平方米的大花园，这得感谢丈夫，让她实
现了愿望。

“兰草耐旱，一般 20 多天才浇一次
水。”杨六兰喜欢兰花，自己买了一些，又
从亲戚朋友家挖了一些，3年多就积攒了
180多盆兰花，庭院入口芳香馥郁，变成了

“兰花走廊”。
“大多是春兰，等到开花了，院子里有

种仙气飘飘的感觉，闻着扑面而来的暗
香，心情很舒畅。”杨六兰说，物质生活条
件好了，农民也要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品
质，养花种草，不仅给庭院增添了生机，也
陶冶了情操。

与杨六兰不同，王东梅更喜欢小花小
草，尤其对胖嘟嘟的多肉植物格外钟情。
庭院里、凉亭边、栏杆上，摆了 300多盆小
巧精致、形态各异的多肉植物。坛坛罐
罐、瓶子、碗……在王东梅的精心侍弄下，
各种废弃物总能“化腐朽为神奇”。

“它们一天天地发生变化，就像自己
的孩子一天天地成长，特别是看到这些多
肉从之前的残次品蜕变为精致的盆景，我
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愉悦的笑声印证了
王东梅的好心情，她说，每天侍弄花草，日
子更加充实，内心世界也更加宁静。

杨六兰夫妻俩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源
于物质条件的富足。返乡这几年，杨六兰
在周边承接了一些基建工程，王东梅则在
家经营农家乐，日子越过越红火，物质生
活有了保障，夫妻俩也开始追求精神上的

富足。
“现在党的政策好，我们农民的生活

也充满阳光，空闲时管管花花草草，我觉
得很幸福。”杨六兰瞟了一眼正在侍弄绿
植的妻子，嘴角露出甜蜜的笑容。

“我家拥有这么大的一个花园，可能

是很多人追求的诗和远方。”王东梅说，
“这样的日子，我觉得蛮幸福的。”

坛坛罐罐成了花盆，废弃竹筒变身护
栏，就连做饭用的柴火，也被堆砌得颇具
艺术气息。庭院越来越精致，农家乐生意
越来越红火，喜欢庭院的人也越来越多。
每天，总有乡亲和游客来到欢喜庄园，品
农家土菜，赏绿美花园。

“原来，我们觉得种花草没什么意思，
不如种点玉米或者水果，还能有点收入。”
70 多岁的邻居王廷先坦言，杨六兰夫妻
俩刚开始种植花草时，大家心里都在嘀
咕，觉得他俩“找不到事情干”。没想到，
真正走进这个温馨浪漫的庭院时才发现，
原来农村的标签，远不止是“柴火”和“泥
土”。主人热情好客，王廷先会隔三岔五
地到院子里溜达一圈，观赏花草，烦恼也
随之烟消云散。

“我去过很多地方，也参观过很多庭
院，但是今天来到这个庭院后，看到它如
此精致，就有一种来了就不想走的感觉。”
来自绥江的汤刚因为工作下乡，返乡途中
被这座精致的庄园吸引，足足停留了两个

小时才意犹未尽地向主人告别。汤刚说，
这个庭院引发了他关于生活的思考：“以
前，我总是向往城市生活，可是在城里待
久了，看到这样漂亮的庭院，就想起陶渊
明，又开始想回农村了。”

古语云：“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

室，久而自芳也。”受到杨六兰夫妻俩的
影响，村里的妇女们纷纷在自家庭院里
种上了花草，闲暇时便浇浇水、拔拔草，
乐在其中。

“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哪有心思种
花。”杨思秀家紧邻杨六兰家，耳濡目染
下，她的观念不知不觉地改变了。20 多
盆生机盎然的花草，将自家院坝一角的晾
衣房变成了“袖珍花园”。看着花盆里的
土壤有些干，杨思秀从新买的小轿车后备
箱里拿出一个喷壶，细心地给花浇水。“现
在生活条件好了，他们家的院子那么漂
亮，谁不喜欢？我们也学着种点花草，这
样大家的院子都变漂亮了。”

杨道英家长长的院坝护栏因为密密
实实的花盆，已经成为了一堵“花墙”。不
仅如此，房前屋后的菜地，也因为品类多
样的花草而变得色彩斑斓。“现在生活水
平提高了，我们农民也爱美了。”杨道英
说，这几年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了花
草，曾经偏僻贫穷的“落后村”逐渐蝶变成
了“花园村”。

我们问道：“以前种菜，如今种花，怎

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因为我们有了‘三件套’。”杨道英上

扬的嘴角略显骄傲。
“什么是‘三件套’？”见笔者不解，杨

道英解释说：“这几年乡亲们大力发展‘半
边红’李子，房前屋后都是李子园，一年下
来户均增收 2万—5万元；每年县里组织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安排专车接送，提
前落实岗位，实现了出家门进厂门，一年
收入有好几万元；游客多了，乡亲们办起
农家乐，一年下来也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产业、务工、农家乐，可不就是‘三件
套’吗？如今，咱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
喽！”杨道英抬手指向几公里外的和平绿
色建材产业园区，我们顺着手势眺望，车
辆穿梭，机声轰鸣，一派忙碌的施工建设
景象。

杨道英兴奋地告诉我们：“你看那片
山，那儿是咱们绥江县聚焦绿色建材产
业，大力发展园区经济的重点项目。不久
后，那片山上会打造出一个集石材设计研
发、加工制造、产品展销于一体的绿色建
材智慧产业园区。”

“你看，厂房建起来了，听说，县里正
在招商，今年至少要引进 5家企业入驻，
到时候，咱们村里的年轻人就可以在家门
口就业了！”刘贵林接过话茬，眼神里满是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春风轻拂，花香四溢，春日暖阳下，带
着露珠的多肉叶片晶莹剔透、闪闪发光。

随着乡亲们从物质追求走向精神追
求，会仪村 2组美丽庭院越来越多，生活
品质也越来越高，村庄也变得越来越美。
2023 年，绥江县筹集了 200 多万元，在村
里修了步游道、建了观景台、改造提升了
村容村貌，曾经贫穷落后的小山村蝶变成
了美丽村庄。

沐浴在春风里，我们走在欢喜庄园后
山的步游道上，道路两旁是洁白如雪的李
花林，李花林下是生机勃勃的中药材，李
园旁边，一棵棵枇杷树果实累累，散发出
淡淡清香。李花掩映下的小村庄内，几名
妇女的聊天声、谈笑声不绝于耳；村外公
路边，孩子们三五成群，玩得正欢……

远处青山如黛、层峦叠嶂，近处农家
小院如诗如画。此情此景，让人不禁想
起那首古诗：“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
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

春光明媚，来欢喜庄园的游客更多
了，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

杨六兰的欢喜庄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