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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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春日里，从向家
坝水电站库区那片万顷碧波出发，沿着蜿蜒
的六马厂公路向鸡公啄行进，永善县青胜乡
青胜社区金灿灿的油菜花从躬耕亭一直蔓延
至莫家垭口，宁静的卧龙岗与乡间小道相映
成趣，共同勾勒出一幅秀美的乡村画卷。

“金花”引来四方客
青胜社区位于向家坝水电站库区金沙江

中段，是青胜乡集镇所在地，与坛子口、花椒
山相连。青胜社区种植油菜的历史悠久，在
鸡公啄海拔800米以上区域，当地群众每年都
种植油菜。

近年来，青胜社区坚持农旅融合发展路
径，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动员青明、
哪哈坪自然村群众连片种植油菜；建立完善
联农带农机制，大力扶持餐饮住宿服务业，推
动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以观光休闲农业带
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

“新品种绵油 11号、绵油 33号，从 2月上
旬一直绽放到 3月底，赏花期长达 50余天。”
如今，游客沿着彩色的乡间小道漫步花田，蜜
蜂“嗡嗡”、蝴蝶飞舞，三五成群的游客纷纷举
起手机拍照，定格美好瞬间。欢声笑语此起
彼伏，山峦、民居与金色的油菜花海相映成
趣，共同绘就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画卷。

“一桶油”助群众增收
花海既是风景，更是产业引擎。为承接

油菜花海流量，2022年 8月，青胜社区整合东
西部协作资金，盘活社区闲置资源，采取“村
级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基地+菜农”
模式，引进清洗、烘干、压榨、精炼、过滤一体
化新型自动生产线，将乡村旅游与休闲观光
农业有机结合。同时，青胜社区完善旅游基
础设施，修建停车场、彩色沥青步道环线和休
憩驿站，培育“一桶油”品牌。

筛选、清洗、烘干、压榨、精炼、过滤……
走进青胜社区“一桶油”合作社榨油车间，金
黄的菜籽油从机器中缓缓流出，浓郁的油香

扑鼻而来。
“青胜菜籽油色泽金黄，香味浓郁。村民

刘绪友家共种植 8亩油菜，100余户农户的菜
籽油收入超过2000元。”青胜社区监督委员会
主任杨敏介绍，油菜花海带来的人气与流量，
不仅打开了菜籽油的销路，还带火了村民开
办的民宿和特色农家乐，让群众在家门口吃
上了“旅游饭”。

青胜乡党委书记刘飞介绍，青胜社区以
“赏花经济”为支点，带动缸子坪、庙岗、豆子
岩、花坪、六马厂、干坝等地的脐橙、枇杷、蜂
糖李等水果产业发展，让游客赏花之余品尝
特色农产品，并将一桶菜籽油、一盒茶叶、一
箱水果作为伴手礼捎给亲戚朋友。

春染山乡，不负好时光。越来越多的游
客选择周末到青胜社区邂逅“金色浪漫”，感
受泥土气息，站上躬耕亭观赏向家坝水库“高
峡平湖”美景。在这方远离尘嚣的山水间，人
们既能沉醉于乡村田园的诗意，也能在春天
里种下幸福的种子。

金色花海润山乡
通讯员 田 明

“从不同意修路，到现在争相配合，这是我
驻村以来最高兴的一件事。”张卓这句朴实无
华的话语，勾起了笔者深入探究的好奇心——
他是如何在两年间转变群众思想观念的？

“引活水”打破发展瓶颈
青胜是永善县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镇。

2023年 5月，云南证监局工作人员张卓告别昆
明的繁华，肩负使命来到永善县，担任青胜乡
党委副书记、青胜社区驻村第一书记。

“就在江边，挂在半腰，走不出山”，这句流
传在当地的顺口溜，既是对青胜乡地理环境的
生动写照，也道尽了当地基础设施薄弱、群众
出行不便的困境。

到任后，张卓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如何
挽救濒临关停的村集体经济组织。青胜社区
振兴养殖专业合作社已连续亏损 2年，陷入发
展僵局。分析亏损原因后，张卓协调资金28万
元，组织力量开挖人畜饮水管道基槽 13公里，
修建100立方米抗旱池1个，合作社当年便实现
盈利分红。

项目实施过程中，群众自发投工投劳，全
身心投入到管道铺设工作中，这一幕令张卓深
受触动。

入户访打开群众“心门”
3月 15日一大早，摄影爱好者黄义超和王

耀财起床洗漱后，便带上相机到油菜花田捕捉
镜头。在黄义超的记忆里，两年前，这条路还
是坑坑洼洼的；如今，两条彩色步道纵横交错，
东以躬耕亭为轴通向莫家垭口，南从青胜中学
向水晶坡延伸，8500亩油菜花海成为游客踏青
赏花的目的地。

“农业+旅游”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新趋
势，2023 年，4 户群众因不理解政策，不支持
油菜连片种植计划。正当社区工作人员一筹
莫展之际，张卓带领“三支队伍”入户走访，了
解群众意愿，反复沟通，引导大家着眼长远。
正是这一次入户走访，让张卓打开了群众的

“心门”。
“贴近群众，了解他们的想法，及时解决他

们遇到的困难，把他们想干的事情办好，他们
就会支持你、信任你。”张卓说。

机耕道打通运输“肠梗阻”
张卓告诉笔者，他是学经济专业的，从天

津财经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云南省一家上市
证券公司从事化债、风险防范工作，对基层群
众接触不多。缸子坪、庙岗和青明 3个自然村
的几百亩枇杷园没有一条公路，果农只能一背
背地将成熟的枇杷从山上背到山脚，费时费力
不说，果皮碰伤后的枇杷根本卖不出去，修路
成了唯一的出路。在驻村的头几个月里，他一
直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口。

想在陡坡上修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永善
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告诉张卓，工程队招标
施工每公里按 18万元计算，6公里长的公路修
通至少需要108万元。

“如果群众能投工投劳，我们就用社区集
体经济组织的那台大挖掘机施工，再租一台小
挖掘机配合，只出油钱，成本不就降下来了
吗？”张卓的思路得到青胜乡党委班子的支持。

庙岗居民小组长宋仕群说，群众一直想
修通这条通往枇杷园的路，却苦于资金短
缺。当挖掘机师傅进场时，宋仕群与缸子坪
居民小组长杨仁军商议后，每天组织 2 名群
众送油、协助管理安全，一个多月便在大河湾
至锅儿凼的 600 余亩枇杷园开挖出 3 条“Z”
字形的产业路。

“群众的力量不可估量，这是我没想到
的！”路通后，张卓算了一笔账：共节约成本 90
万元，实现了6倍杠杆效应。

2004年5月，张卓下乡时，老百姓从树上摘
下枇杷，拿出各种水果款待从省城来的“亲
戚”，胜似亲人般的热情，让张卓更加热爱青胜
这方热土。

“产业路”点亮希望灯塔
“玉盘村修路的成本为每公里 3.3万元，哪

个村能发动群众投工投劳，哪个村就先开工。”
清明前夕，笔者坐上永善县文联组织的到

青胜乡采风创作的汽车，从哪哈坪沿水晶坡那
条弯弯曲曲的公路朝江北村刘家山驶去。水
泥路从大湾桐子林一直硬化到伍家湾，这条路
正是张卓协调资金为群众修建的。

如今，江北村刘家山成片的猕猴桃树上开
出一朵朵小花，硬化后的村组公路从村民吕凤
仙家的果园穿过，三轮摩托车成为村民往返果
园运输农资的得力工具。

“一头连乡村，一头通田间，公路通了，老
百姓的产业就有了希望，生活就有了奔头。”硬
化后的村组公路成为连接村庄的幸福纽带，化
作群众拼搏的暖心力量。那一条条新建的产
业路直达家门口，正托起老百姓的致富梦想。

阡陌交通，直达家门口的幸福
通讯员 田 明 文/图

青胜社区是青胜乡政府驻地，地名源自当地山清水秀的自然环
境和百姓得胜的美好寓意。1984年，青胜从桧溪区划出，设立为独
立乡；2013年，青胜村改制为社区并沿用现名至今。

青胜社区下辖六马厂、青明、吴场坪等 7 个自然村，共 17 个居
民小组，现有居民1505户5332人。社区总面积达37.8平方公里，其
中耕地面积为 7500 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为 5000 余亩，林业用地
约12000亩。青胜社区产业以种植业为主导，涵盖粮食作物与经济
作物。

近年来，青胜社区抢抓永善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的机遇，积极
推进金沙江特色水果长廊建设。在沿江的六马厂、花坪、桃子坪等
区域种植脐橙、“红美人”柑橘和砂仁，面积达1900亩；在缸子坪、庙
岗片区连片种植枇杷1000亩、玉米1500亩、水稻600亩；在青坪自然
村、桃子坪、柏木山等地种植猕猴桃 400 亩、李子 250 亩、茶叶 200
亩。此外，青胜社区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1个。

目前，青胜社区已形成8500亩油菜、3500亩方竹、800亩魔芋的
产业规模，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壮大。其中，油菜种植及“一桶油”产
业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来源。

笔者：近年来，青胜社区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作为参与
者和见证者，您认为青胜社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青胜乡党政办干部白小娟：最大的变化是激活了“美丽经济”，实现了
从传统农业向多元化产业的转型。近年来，青胜社区依托梯田景观和气
候优势，将油菜种植规模扩大至8500亩，并在核心区新增观光步道、凉亭
等设施。独特的梯田油菜花海景观吸引了3.6万人次游客，带动餐饮、零
售等消费增长。2024年，社区“一桶油”产业产值突破638万元。同时，社
区在集镇周边建设了户间道、公厕、垃圾处理系统，还在大部分路段安装
了太阳能路灯，通过实施网格化管理，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居民幸福指数
持续提升。

笔者：请问社区在公共服务方面有哪些改进？群众办事是否便利？
群众经济收入来源有哪些变化？

青胜社区党委副书记郝葛芝：过去，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办事
流程烦琐、效率不高。现在通过打造便民服务中心，实现“一站式”服务，
群众办事更加便捷。服务中心设有休息区，工作人员服务态度获得群众
一致好评。在基础设施方面，原本的土路狭窄且坑坑洼洼，如今已变成宽
阔平坦的水泥路，实现“户户通”目标，吴场坪、缸子坪、六马厂、花坪等居
民小组都安装了太阳能路灯。产业结构方面，从单一的粮食种植转变为
多元化发展：江边河谷地带种植脐橙、枇杷、花椒等经济作物，二半山种植
油菜，高山发展方竹产业，群众收入显著提高。

笔者：您认为乡村振兴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农村最大的变化体
现在哪些方面？

乡村振兴办工作人员罗帮乾：社区始终把人才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
持续推进“雁阵培育”行动，通过在田间地头开设技术课堂，指导群众新植
枇杷300余亩。今年，社区实施金沙江特色经济林果带项目，配套建设25
个抗旱池，为产业发展提供水利保障。

农村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上。过去，农村多是低
矮破旧的土坯房，卫生条件差。通过美丽乡村建设，现在随处可见整齐漂
亮的新农居，水星坝已成为现代和美乡村的典范。群众的生活习惯也发
生了很大改变，早晚都能看到村民锻炼、享受休闲时光。

1月16日 阴☁
早上，我和青胜乡政府干部胡小波、迟焕军一起到玉盘村

大石盘居民小组验收上个月启动修建的长 1.5 公里的产业
路。2024年12月24日，我协调资金5万元，动员干部群众投工
投劳，不到一个月，这条路就修通了。看着大家团结一心兴产
业的劲头，我的内心被深深触动，满是暖意。

3月13日 大雾 ≡
一大早，我和青胜乡纪委书记肖平、民胜村委会副主任李

仁伍一起到骑龙岗查看百亩竹林产业路修建情况。我们从青
胜社区出发，半个小时就到了。

骑龙岗地处民胜村红岩自然村，因山顶形似卧龙，被当地
人称为“骑龙岗”。这条路以红岩居民小组为起点，由民胜村
委会组织修建，中厂一组退役军人田文强自带挖掘机参与建
设，按每公里3.4万元的标准施工。

工程开工一周后，已开挖路基 300多米。我们沿途看到，
部分路段有石头滑落，斜坡和路肩需二次清理。步行1公里抵
达山顶时，层层云雾翻涌，山下机械轰鸣。不远处，群众轮班
值守，引导过往人员注意安全。预计一个月后就能修通，届
时，群众可以骑着摩托上山采笋。

4月23日 阴☁
傍晚时分，我到社区旁边的一家理发店理发。理发师傅

宋大姐刚刚采笋回来，洗净手后便和我聊起天来。
“笋子每斤4.5元，今天采了近100斤。”宋大姐说，“这几天

大家都到山上采笋赚钱。感谢张书记，我家老大 3000元的奖
学金收到了。”

“去年全乡共34名学生考上大学，是你家老大争气。咱们
乡连续两年的奖学金都是爱心企业资助的，我只是做了一些
沟通协调的工作……”我回答道。

理完发，扫码付钱，在回来的路上，我打电话协调一家爱
心企业负责人帮助预留奖学金资金。对方爽快地说，为了让
更多孩子走出大山，今年将继续资助。

（作者系青胜乡党委挂职副书记、青胜社区驻村第一书记）

产业美 环境美 生活美
——青胜社区的三张新名片

通讯员 田 明

青胜社区

驻村日记
张 卓

图①梯田花海。 通讯员 田 明 摄
图②村民收菜籽。 通讯员 杨光勇 摄
图③油菜籽。 通讯员 杨光勇 摄
图④青胜“一桶油”。 通讯员 杨光勇 摄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张卓（左一）与志愿者一起植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