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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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9 时，在车坪村委会大会议
室里，前来参加网络创业培训的群众
围坐在长桌旁，驻村第一书记骆忠富
率先发言：“今天起，电商团队要在咱
们村开展为期 7天的培训，重点教大
家直播带货、游戏直播等技能，大家
一定要好好学习。”

骆忠富的目光落在台下的桃农
张金平身上：“老张，广场旁的桃林就
是现成的直播场地。等桃子熟了，咱
们把桃子和草山牦牛、陆氏庄园以及
火把节等进行打包宣传，探索直播引
流的新路子。”

“我嘴笨，上镜怕说错话哩，况且
我也不知道要拍些啥，除了拍些桃子
熟了的照片和视频，没有其他可拍的
素材。”张金平搓着手嘀咕道。驻村
工作队队员小杨举起手机说：“这几
天可以拍一些翠绿的幼果挂满枝头
的景象，向网友展现桃子从结果到成
熟的生长周期。”

“老师，我家有几间闲置的房间，
想将其改造成民宿，能不能通过直播
宣传呀？”另一位村民问道。

“打开抖音、微信就可以直播
了，但你得先想好要在直播间说什
么、给观众看什么、怎么引流。”在培
训老师的引导下，来参加培训的群

众开始议论纷纷。
骆忠富一边发放昨晚打印的《直

播话术要点》资料，一边说道：“要多
讲细节，以桃子为例，我们可以介绍
怎么闻香味、如何根据外表判断成熟
度和甜度等相关知识，这些都是城里
人爱听的‘田间密码’。”

张金平掏出一本笔记本，开始在
上面写写画画。培训现场渐渐安静
下来，大家被手里的资料所吸引。

午后，工作人员来到广场旁的桃
园。小袁指着一片桃林提议：“直播
当天，我们可以以挂果最多的树枝为
背景，在这儿摆张木桌，放几筐刚采
摘的桃子，然后找一套彝族特色服饰
让村民穿上，现场演示摘桃过程。”张
金平的妻子从树后探出头说：“那我
先把那套彝族服饰找出来！”

技术员小王在现场调整着手机
支架的角度，并举着手机上下比画：

“张大哥，您穿那件靛蓝粗布衫上镜
更精神。到时候咱边疏果边聊天，就
像这样……”

日头西斜时，一辆黄色皮卡车满
载着拍摄素材驶离桃园。张金平站在
坡地上，望着被晚霞染红的桃林，忽然
想起什么似的对妻子说：“得把爷爷那
杆铜秤擦亮，到时候称桃给网友看，准
保比冷冰冰的电子秤有味道。”

远处，不知谁在放声歌唱，惊起
一群山雀，它们扑棱着翅膀掠过挂满
幼果的桃树枝头。

阳光穿透云层，洒落在海拔 2000
米的山间，巧家县大寨镇车坪村的彝
族特色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
上。在暖阳的照耀下，陆家庄园更显
古朴厚重，牦牛在草山上悠闲地踱
步，一幅产业兴旺、文化浓郁、生态优
美的乡村画卷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
展开。

作为省级民族团结示范村和中国
传统村落，车坪村始终紧扣“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这一主
线，借助“国之重器”白鹤滩水电站的
建设机遇，以及大寨镇打造“水电旅游
特色小镇”的东风，充分发挥深厚的彝
族文化底蕴、丰富的红色革命资源和
独特的高山生态优势，成功探索出一
条“产业强基、文旅融合、生态富民”的
特色发展之路，在乌蒙山区奋力谱写
乡村振兴的生动篇章。

“高山经济”激活发展新动能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

键。走进海拔3100米的车坪村长坪子
牦牛养殖基地，只见172头牦牛正悠闲
地在 6000 余亩天然草山间漫步觅食。
它们以优质牧草为食，在终年云雾缭
绕的乌蒙山区勾勒出一幅“牧养于山、
绿富同兴”的生态画卷。

2019 年，车坪村创新扶贫模式，
组织 6 户脱贫户入股 17 万元，并整合
巧家县红十字会提供的 35 万元免息
贷款，累计投入 52 万元从香格里拉
引进 52 头优质牦牛进行野外散养。
被誉为“高原之舟”的牦牛凭借其适
应高寒气候、耐粗饲、抗病能力强等
优良特性，在车坪村找到了理想的生
长环境。长坪子 6000 余亩的优质草
山成了牦牛的天然牧场。2020 年，大
寨镇进一步组织实施车坪村牦牛养
殖项目，建设了围栏、草棚等基础设
施。该项目不仅改善了牦牛的养殖
条件，还与全村 189 户脱贫户签订了
入股协议。项目收益分配采取科学
合理的机制：40%作为滚动发展资
金，40%作为绩效和工作经费，20%用
于特殊困难户救助。这种“党支部+
村集体经济公司+农户”的运作模
式，让牦牛养殖产业在车坪村真正落
地生根。

车坪村秉持“一村一品”的产业发
展思路，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通过大力培育牦
牛产业、积极开拓市场、延伸产业链
条，2024年村集体经济公司增收7万余
元，带动更多群众走上致富路。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除了蓬勃发展的“畜牧经济”，车坪
村的“阳光经济”同样成效显著。一座
100千瓦的光伏发电站年收益达 8.2万
元，惠及全村2232名群众；户用光伏项

目带动群众年均增收2000元，清洁能源
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阳光存折”。

特色产业激活发展新引擎
在海拔 2500 米的高山地带，车坪

村秉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
精”的发展理念，重点培育特色农业产
业。通过做优做强乌洋芋种薯产业，
从种植规模到产品包装进行全面升
级，小小的“乌洋芋”变身为乡村振兴
的“金豆子”，车坪村探索出一条以特
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目
前，车坪村“转转乌洋芋”等特色作物
种植面积达500亩，通过持续推进品种
改良和绿色种植技术推广，该作物正
向地理标志产品迈进。此外，车坪村
1200亩花椒种植基地年产值达 380万
元，带动1100名群众增收致富。

文旅融合绘就振兴新画卷
车坪村的独特魅力，在于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与优美的自然风光实现
完美融合。陆家庄园是巧家县最早使
用水泥建筑的典范，其遗址上镌刻的
对联“据金江上游高屋建瓴蜀雨滇云
朝甲第，承象山余荫箕裘克绍翚飞鸟
革壮鸿图”，生动地记述了彝族土司的
传奇历史，每年都会吸引上万游客前
来探访。

2024 年，车坪村抢抓乡村振兴战
略机遇，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精
心规划实施坪子村民小组乡村振兴示
范点打造提升项目，总投资达 198.89
万元。该项目包括修缮彝族传统民
居、建设民族文化广场、完善路灯及饮
水等基础设施，推动形成“传统村落+
红色教育+生态观光”融合发展模式。
同时，村内的彝族火把节广场改扩建
工程已纳入五年发展规划，将成为展
示彝族歌舞、民俗文化的重要平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位于苏家坪的大寨镇烈士陵园，
安息着 39名为革命献身的烈士，这里
已成为巧家县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红色旅游与民族文化在此交相辉
映、相得益彰。

乘势而上开启发展新征程
站在海拔 3229 米的山巅极目远

眺，车坪村的发展轨迹清晰可辨。从
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车坪村始终以
实干为笔、以创新为墨，在高山深谷间
勾勒出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生态优美
的时代画卷。

“我们将充分发挥‘红色+民族’文
化优势，着力构建‘高山生态经济带’，
推动农旅、文旅深度融合，让这片充满
希望的土地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
续写更加精彩的篇章。”车坪村党总支
书记满怀信心地表示。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传统与现
代交织，生态与经济共荣。车坪村的
实践充分证明：只要立足实际、发挥优
势、创新机制，乡村振兴的道路定会越
走越宽广。

乌蒙山间谱新篇
——车坪村“三产融合”走出乡村振兴特色路

通讯员 段天有

桃园里的“数字课堂”
通讯员 王 娇

车坪村：
车坪村位于巧家县大寨镇东北部，距巧家县城所在地57公里，与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相距17公里。全村最高

海拔3229米，村委会所在地海拔近2000米，年平均气温13℃，年降水量990毫米。全村总面积14.5平方公里，辖13个村民小组，
共572户2232人，耕地面积3800亩。主要居住民族有汉族、彝族，彝族占全村总人口的49%。村内主要种植花椒、核桃，“转转乌洋芋”独具特色，牦牛养殖更是
声名远扬。

车坪村秉持“1136”总体发展思路，精心编制《车坪村创建省级乡村振兴精品示范村实施方案》，通过实施改造优化全村人畜饮水工程、完善乡村道路及户间
道硬化美化、发展壮大种植养殖和旅游产业等项目，配套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切实让车坪村各族群众实现“吃好生态饭、做大‘牛’文章、跳好彝族传统舞、念好文
化‘旅游经’”的发展目标。 2021年6月8日 晴

从 5 月 22 日算起，今天是我到车坪村驻村的第 18
天。自被派驻到车坪村以来，我虽已跑遍了车坪村的13
个村民小组，但对各小组的具体位置和空间分布仍有些
模糊。2016 年，车坪村被住建部命名为“中国传统村
落”。车坪村离彝族始祖“阿普笃慕”的老家洛尼山不远，
其下辖的坪子村民小组有一座文化广场，广场上立着“阿
普笃慕”的半身像。初到这里，我就被当地的自然风光、
民族风情，尤其是彝族文化深深吸引。驻村这些天，我越
来越喜欢这片白云悠悠、充满希望的土地。

2023年8月10日 阴转晴
今天是火把节，前两年受外部环境影响，均未正式举

办。今年一切步入正轨，群众要求过节的呼声很高。我
们发现，慕名到白鹤滩水电站的游客越来越多。为此，我
们打算以举办火把节为抓手，推动车坪村乡村旅游经济
发展，为打造“天天火把节”常态化活动做准备。

今天天气忽而艳阳高照，忽而大雨倾盆，但唱歌、跳
舞、赛羊、斗鸡、摔跤、拔河等活动让我沉浸其中，大寨凉
粉、烤羊肉串、羊肉汤锅让人垂涎欲滴，彝族同胞们围着
火堆跳起欢快的达体舞。周围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少、大
凉山的各路游客慕名而来，有数千辆车，近2万人。老人
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这么多车。各种车辆将弯
弯曲曲的公路堵得水泄不通，来来往往的游客几乎把整
个村子挤爆。

今天，车坪村与县内外前来考察的多家旅游公司进行协
商，签订合作协议，为推动车坪村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添一份力。

2024年10月17日 晴
这几天，我们深入车坪村走访排查。我们一边与群

众拉家常、聊近况，了解其生活状况与潜在矛盾，一边开
展普法强基宣传活动，张贴标语，发放倡议书，组织“送法
治小故事进村民小组”宣讲，增强群众法治意识。随后，
我们组织大家坐下来共商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共同遵守，
强化其规矩与自律观念。

下午，本月第三次家庭安全风险研判会如期召开。
这段时间，我们跑遍 13个村民小组，成功处理多起因地
界、饮水等引发的纠纷，累计化解 72户低风险家庭、4户
中风险家庭的安全隐患。我想，车坪村之所以30多年无
命案发生，这份坚持或许发挥了关键作用。

2025年1月21日 阴
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今天，我们走访慰问了困难

群众和留守老人、儿童。清晨，我们带着新春的祝福前往
帮扶的农户家中，大家围坐在一起，亲切地唠家常。我们
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实际困难，将一袋袋承载着
温暖的大米、一桶桶饱含心意的食用油以及一件件爱心
人士捐赠的衣物，亲手送到困难群众家中。看着群众质
朴的笑容，以及他们接过物资时感激的眼神，我感觉与群
众之间的情谊愈发深厚。

在车坪村长坪子草山脚下，漫山遍野的桃树在微风
中摇曳生姿。天刚蒙蒙亮，张金平夫妇就戴上草帽，扛
起农具，踏着露水来到自家承包的10亩桃园。眼下正值
桃树挂果关键期，他们忙着指导工人进行抽水灌溉、检
修滴灌管道、施肥、清园杀菌等工作。

“最近雨水多，要特别注意防治病虫害。”张金平穿
行在 3米多高的桃树间，仔细检查每一棵桃树的枝叶和
幼果，然后开始疏果。只见他熟练地摘除过密或发育不
良的果子，确保剩余果实的品质。十几名村民分散在桃
园中，有条不紊地重复着同样的操作。

正午时分，烈日当空，张金平开始灌溉作业。得益
于村里前几年修建的储水设施，灌溉用水可直接输送到
桃园。一打开阀门，清水便缓缓流入田垄，他欣慰地说：

“以前种地全是靠天吃饭，现在基础设施改善了，还引进
了滴灌技术，既省力又节水。”其间，他还接到几个咨询
今年桃子采摘时间的电话。

这片果园不仅种植了水蜜桃，还有蟠桃、“三月雪”
等6个品种。不同品种的桃子错峰成熟，采摘期可以从5
月上旬一直持续至7月下旬。

傍晚收工后，张金平一边整理农具，一边研究短视
频拍摄。“可以拍些桃园的美景，讲讲疏果、施肥的细
节。桃子成熟时再办个采摘节，既能增加收入，又能吸
引游客。”张金平在心里盘算着。

当天，张金平一直在桃园里忙个不停。他既是普通
的果农，又是村集体经济公司的积极参与者，更是乡村
振兴大潮中的一员。车坪村的蜜桃产业，让游客春天可
赏花拍照、夏天能品果采摘，可谓“玩得尽兴、吃得满意、
买得开心”。这个传统农业项目正在向农旅融合方向发
展，为当地铺就一条“甜蜜”的致富之路。

从初来乍到到情系车坪
骆忠富

张金平：

桃园里的乡村振兴追梦人
通讯员 王 娇

长坪子优质草山上牦牛成群长坪子优质草山上牦牛成群。。通讯员通讯员 徐远彬徐远彬 摄摄

村民参加网络创业培训村民参加网络创业培训。。 通讯员通讯员 袁顺皓袁顺皓 摄摄

车坪村航拍图。 通讯员 包永斌 摄

张金平（左一）采摘桃子。通讯员 段天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