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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经 济

日前，笔者走进巧家县小河镇拖车
村，金黄的麦田在微风中泛起层层麦浪，
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预示着小麦迎来
大丰收。而在村庄的另一头，巧家县兴
虎挂面坊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忙着将
丰收的喜悦转化为手中的面条，欢声笑
语回荡在整个车间。

拖车村的村民世代以耕作为生，小麦
成为这片土地上最为坚韧的生命线，承载
着他们世代相传的记忆与希望。

走进加工厂，一股浓郁的麦香扑鼻而
来。工人们正忙着将一袋袋小麦倒入磨
粉机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细腻的面
粉如白雪般洒落。这些面粉，正是村民们
用辛勤汗水浇灌出来的成果。

面坊里，工人们分工明确，各司其
职。有的负责揉面，有的负责操作机器，
还有的负责面条的晾晒、烘干和包装。他
们忙碌的身影在车间里穿梭，形成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

据介绍，面粉、水和碱是制作面条的基
本原料。工人师傅们将洁白如雪的面粉倒
入和面槽中，再加入适量的水和碱，然后用
手反复揉搓。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实则需
要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只有精准地把控
揉面的力度和时间，才能做出筋道的面条。

笔者注意到，揉好的面团被放入面条
机中，随着机器的转动，经过压延、切割等
工序，一根根粗细均匀的面条便源源不断
地从机器中滑落，宛如一条条丝带。这些
面条被整齐地放在太阳下晾晒，等待下一
道工序。工人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和自
豪的笑容，仿佛看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
正在被赋予新的生命。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的
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面条作为传统美
食，深受消费者喜爱。“这家面坊生产出来
的面条久煮不断、晶莹爽滑，吃起来很筋
道。”“这儿的面条没有任何添加剂，干净
卫生，大家都喜欢来这儿买，甚至还要提
前预订。”前来购买挂面的顾客纷纷说道。

“本面坊坚持加
工‘拖车本土挂面’，
生产出来的面条供不
应求，多数顾客都会
提前预订。目前，收
入还不错，我感到十
分满意。”据巧家兴虎
挂面坊负责人龙兴虎
介绍，他家在村里经
营面条加工生意，除
了满足周边乡亲全年
的面条食用需求，还
以合理的价格收购村
民剩余的麦子，助力
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如今，这家面条
加工厂已经成为当地
的一张名片，其产品
不仅在本地销售，还
远销上海、广州等地，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和
好评。

在小河镇，巧家兴
虎挂面坊只是众多面
条加工作坊中的一家，
还有很多从业者投身
这个行当。大家的初
衷都是一样的——传
承传统工艺，助力乡
村发展。如今，小河
镇出产的挂面不仅成为小河镇人抹不去
的“乡愁”，更以较高的市场认可度为小
河镇乡村产业发展增添了一抹亮色，成
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开启幸福生活的

“金钥匙”。
近年来，小河镇抢抓乡村振兴战略机

遇，推动闲置资源集约高效利用，让“资
源”变“资产”。此外，小河镇积极探索产
业创新模式，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
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用心用情绘就乡村振
兴“新画卷”。

在威信县，革命老区的红色基因与“千
万工程”经验深度融合，并为这片土地注入
新的活力。作为长征途中“扎西会议”的召
开地，威信县将“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浙
江经验转化为“红色引领、系统重塑”的振兴
密码——从人居环境整治破题，向资源活
化利用深化，在治理体系重构中实现可持
续发展，走出一条革命老区振兴的新路径。

走进扎西镇庄子上，青石板路串联起
红军标语馆、赤水家园馆等红色地标。游
客驻足聆听革命故事，村民支起小吃摊，
炸洋芋的香气与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昔
日的“空心村”如今游人如织。

庄子上是中央红军途经扎西时召开政
治局会议的地方，通过“千万工程”的示范引
领，当地将遗址修复与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打造同步推进，“唤醒”沉睡的红色资源，打造
研学旅游、庭院经济、精品民宿等新业态。
景区开放至今，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带动
村集体经济公司收入突破50万元，30余名外
出务工村民返乡就业。村民邵启银笑着说：

“以前讲红军故事是忆苦，现在成了谋生的
新饭碗。”这种改变源自“千万工程”的有机更
新理念：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以微改造提升
空间价值，推动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力。

从扎西镇庄子上到水田镇水田社区，
再到麟凤镇金鸡村等地，“千万工程”带来
的“环境革命”正在重塑乡村面貌。曾经
的水田社区高坎村民小组房屋杂乱、道路
泥泞，如今白墙黛瓦的川南民居错落有
致，墙面上的长征故事图案与房前屋后的
绿树繁花相映成趣；麟凤镇金鸡村推行

“厕所革命”、垃圾分类，从“杂物乱堆”的
老旧村落蝶变为“云南省乡村振兴‘百千
万’工程精品村”，通俗易懂的标语与整洁

的巷道无声地讲述着乡风之变。近年来，
威信县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先手棋”，累计
改造房屋风貌千余户，硬化道路百余公
里，新安装的路灯不仅照亮了村庄，更点
亮了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双河苗族
彝族乡半河村、水田镇水田社区、扎西镇
大屏上等示范点，以人居环境改善为基
础，将田园观光、农事体验与特色民宿深
度融合，推动群众生活品质提升。

变化不止于“面子”。高田乡龙打沟村作
为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其“红马甲”志
愿服务队定期带领村民整理庭院，修订完善
的村规民约让移风易俗成为共识；水田镇龙
洞村依托“全国文明村”招牌，将普法宣传、家
风教育融入文明实践站，德治与法治理念悄
然生根；双河乡楠木村在实践中形成的“建设
—管理—维护”全周期治理闭环模式，让乡村
从“一时美”向“持久美”转型。从“干部干、群
众看”到“干群齐心共建”，乡贤带头、群众参与
的治理模式让文明新风吹遍乡野，村民既是
美丽乡村的建设者，更是幸福生活的受益
人。楠木村村民郭发瑶指着家门口的水泥路
感慨地说：“这些改变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让
大家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只有大家拧
成一股绳，才能把村庄建设得更加美好。”

产业振兴是“千万工程”的重要实践
路径。威信县深谙这一发展要义，在学用
转化过程中，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因地制
宜、因村施策，让分散的要素聚起来、增收
的渠道多起来。水田镇的崖上石寨巧妙
转化地理劣势，依托险峻的地势发展生态
旅游，建成游客服务中心和精品民宿等设
施，2024年实现户均增收1.5万元；扎西镇
的扎西红色小镇创新“红色+”业态，旅拍
馆里的化妆师带领团队为游客定格“红色

记忆”，家门口的岗位让更多年轻人选择
留在家乡；长安镇推行“技术指导+保价
收购”模式，带动 942 户农户规模种植辣
椒 2200 余亩，让小辣椒成为富民大产
业。这些生动实践正是“千万工程”经验
在革命老区落地生根的写照。2024年，全
县接待游客 34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9.6 亿元，“红色+研学”“红色+康体”等
新业态让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动能。

“千万工程”的深入推进，为威信县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变化。2024年，全县基础设施
建设全面提速：新修建的504公里村组公路、
产业路如同毛细血管般延伸至每个村落，24
个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5项抗旱应急
饮水工程让4.2万名群众喝上放心水，219个
新建5G基站实现重点行政村全覆盖……基
础设施的改善激活了发展动能，283名在外
能人带着技术、资金和理念返乡创业，带动

2145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数据显示，2024年，全县农村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如期实现万
元以下低收入群体动态清零目标。从崎
岖的山路到四通八达的路网，从外出务工
到返乡创业，从饮水困难到安全供水，这
片红色热土上的点滴变化，让老区群众真
切感受到“道路通到家门口、产业兴在田
地头、工作就在村里头”的幸福变迁。

在群山环抱的永善县莲峰镇万和
村，一座投资400余万元、占地23亩的中
药材加工厂正开足马力生产。这座集

“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
业链工厂，不仅让当地中药材产业焕发
出勃勃生机，更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端稳
了“就业增收”的饭碗。这一切，离不开
63岁的返乡创业者——云南洪邦药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王勇。

走进中药材加工厂，缕缕蕨菜的清
香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怡。工厂里，
工人们娴熟地将一筐筐鲜嫩的蕨菜依
次完成焯水、晾晒、称重、打包等工序，
现场忙而不乱，宛如一幅生动的劳作画
卷。晾晒场上，两鬓斑白的王勇来回穿
梭，仔细查看每一个生产环节，不时与
工人们亲切交流，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
无限憧憬。

这座中药材加工厂，配备了 3000余
平方米晾晒场、600余平方米加工房及30
亩育苗大棚。为高效利用资源，王勇独
具匠心，构建了“中药材与蕨菜轮作加
工”模式。在党参育苗关键期，晾晒场化

身为加工蕨菜的“主战场”，确保生产不
间断。

谈及创建这座中药材加工厂的初
衷，王勇满怀深情地说：“我创建这座中
药材加工厂，就是为了带动家乡中药材
产业发展，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增
收。看到大家工作开心、收入稳定，我感
到非常欣慰。”

2025 年 2 月，中药材加工厂建成投
产后，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中
药材加工方面，大黄加工量达 170 余
吨，鲜党参加工量约 400 吨，干党参加
工量约 100 吨，蕨菜加工量高达 500 余
吨。丰富的产品种类不仅满足了不同
市场的需求，还极大地提升了工厂的
市场竞争力，使该厂在中药材行业中
崭露头角。

该中药材加工厂为当地群众提供了
大量就业机会。据初步统计，该厂每年
可带动周边群众就业15000余人次，让乡
亲们真正实现“赚钱顾家两不误”的美好
愿景。

群众吴安贤说：“我就在中药材加工

厂上班，既能照顾家庭，又能赚钱贴补家
用，每天能挣110元，我非常满意。”

王勇与党参的缘分始于 1985 年。
当时，他的家乡还很贫穷，一位四川客
商前来收购党参，每公斤 2 元的党参在
广州竟然能卖到 20 多元。这巨大的价
格差异让年仅 23 岁的王勇敏锐地捕捉
到了商机，从此踏上了创业之路。他从
甘肃引进党参种子，在云南怒江试种成
功，又在东川建立加工厂。历经多年摸
爬滚打，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
验，更钻研出一套先进的种植技术，逐
渐成为中药材种植加工领域的行家里
手。致富后的王勇始终不忘反哺家乡，
如今，他带着新技术和新理念返乡创
业，希望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

王勇说：“现在我把新技术带回家
乡，让乡亲们种得放心。我办加工厂的
目的，就是让大家种、我来收，一起发展，
共同富裕。”

王勇心系家乡的质朴话语，展现出
他的创业热情与带领当地群众致富的坚
定决心。万和村党总支积极响应，充分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不仅推动中药材加
工厂顺利落地，还创新招工模式解决工
厂用工难题，为工厂运营提供有力保障。

万和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卢
松说：“工厂建成后，我们组织无法外出
的本地劳动力到厂里务工，每天有六七
十个工人，工钱在80元至120元之间，全
年预计支付工资300万元左右。”

王勇用半生积累的产业智慧，在家
乡播下希望的种子，以拳拳赤子心，为乡
亲们带来增收致富的新机遇。这座工厂
不仅是他事业的新起点，更是他回馈家
乡、带动家乡产业发展的实际行动。

展望未来，王勇满怀信心地说：“我
们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与优质企业合
作，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乡亲们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共同推动乡村振
兴。”他正以一颗赤子之心，带领乡亲们
在增收致富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王勇：返乡打造“家门口的务工车间”
通讯员 李孝伟 李懿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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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水田镇崖上石寨，草木繁花如诗画。

王勇王勇（（右二右二））与群众一起晾晒蕨菜与群众一起晾晒蕨菜。。

村民晾晒面条村民晾晒面条。。

绘 就 乡 村 振 兴 新 图 景
——威信县学用“千万工程”经验侧记

通讯员 徐 红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