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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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雾如纱，轻轻笼罩着昭鲁坝子的
黎明。鲁甸县桃源回族乡拖姑村总比
大山醒得更早——当第一缕晨光刚刚照
亮天际，连片的香葱基地正翻涌着绿
浪。一棵棵香葱绿得夺目，在晨露的滋
润下更显生机勃勃。每垄葱都有半尺
高，一簇簇整齐挺立，这是村民们用汗
水精心打造的绿色方阵。一大早，村民
们已经忙碌起来，他们或肩挑竹篓，或
手提篮筐，穿梭在香葱地里，脸上洋溢
着丰收的喜悦。

69 岁的阮金户佝偻着腰，黝黑的双
手熟练地拔起一簇香葱，抖土、码放，如
此往复。他的动作娴熟，弯腰时身形就
像一张老弓，汗水洒入这片芬芳的绿
野。阮金户直起腰擦了擦汗，眼中满是
感慨。他对记者缓缓说道：“以前，日子
过得紧巴巴的，心里头也总是没底。”说
到这儿，他顿了顿，目光转向眼前那片
葱郁的香葱地，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

“自从村里开始发展香葱产业，日子就
像那芝麻开花节节高，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现在，虽说我年纪大了，可身
子骨还硬朗着呢，有的是力气。每天我
都能拔三四百斤葱，收入相当可观。家
里的生活越来越好，这日子啊，越过越
有奔头咯！”

不远处，几位妇女正一边愉快地聊
着家常，一边熟练地拔着香葱。她们的
双手在葱地里灵活地穿梭，动作如行云
流水般自然。其中一位妇女轻轻拿起一
把刚拔出来的葱，眼中满是欢喜，感慨
道：“这季葱长得可真好啊！你瞧，根须
粗，葱白长，捏在手里沉甸甸的。我们的
辛苦没白费，看着就心里高兴。”她们手
法娴熟，不一会儿，身旁的塑料袋里就装
满了绿油油的香葱，仿佛装满了一袋子
的希望。

村民马明芬也是其中一员，她停下
手中的活，直起腰，捋了捋耳边的头发，
笑着说：“我以前在广东务工，虽说能挣
点钱，可心里总是惦记着家里的老人和

孩子。为了能照顾家庭，我就选择回乡
了。家门口就有香葱基地，我在这里上
班，一个月能挣3000多元，还能照顾小孩
和老人，这可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马
明芬的眼神里透着满足与欣慰，如今这
样挣钱顾家两不误的生活，正是她梦寐
以求的。

太阳渐渐爬到头顶，炽热的阳光洒
在大地上。此时，地里已经堆满了绿白
相间的葱捆，宛如一座座小山。地头突
然传来中气十足的吆喝声：“今天30吨的
订单，大伙儿加把劲！”阮涛大声地催促
着大家。

村民们响应着阮涛的号召，纷纷加
快了手上的动作。阮涛是这个基地的管
理者之一，月薪 8000多元。儿时的一场
意外让他失去了左手，但他常说：“老天
收走我一只手，却让我懂得用努力创造
价值。”在他的带领下，基地每天吸纳
1200多名乡亲务工，人均月收入 3000多
元。此时，他正穿梭在数十名工人之间，
有条不紊地指挥着。30吨香葱要等着发
货，时间紧迫，他必须督促工人抓紧时间
拔葱。

虽然只有一只手，但阮涛干起活来
却丝毫不比别人差。他一边大声指挥着
工人们有序地拔葱、打包，一边不时蹲下
身子，仔细检查香葱的品质。他的眼神
专注而坚定，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
他的严格把关下，每一捆香葱都达到了
发货标准。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看着
忙碌的村民们，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欣
慰。阮涛说：“别看我只有一只手，但我
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
价值。我们这里是香葱种植的核心基
地，每天可吸纳1200多人务工，务工群众
的月工资能达到3000多元。香葱产业不
仅让村民们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还让大
家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称重计量处，村民们挑着一捆捆香
葱陆续前来。称重员忙碌地接过村民
们肩上的葱捆，小心翼翼地放在秤上。
秤杆平衡的那一刻，不仅是重量的确
认，更是村民们心中那份沉甸甸的满足
感。扫码声此起彼伏，在微信到账的提
示音里，阮涛用独臂捆好一袋袋香葱，

这些翠绿的香葱让这片希望的田野焕发
出无限生机。

马爷爷的账本上写着：5月25日拔了
366斤葱，5月26日拔了342斤葱……“90
后”妈妈在基地当上了小组长，实现了挣
钱顾家两不误；种植大户徐春芳带着村
民们种植香葱，常说“按企业标准种，不
愁卖”。昭通忠齐农汇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入驻，采用“党组织引领、公司运
营、农户参与”的联农带农模式，推动香
葱产业化发展。

拖姑村，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
庄，如今因香葱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香葱产业不仅让村民们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还如同一股
强劲的东风，带动了整个村庄的经济发
展。全村共流转土地 5859亩种植香葱，
带动1200余户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年
收入 585.9万元。每到收获季节，这里就
热闹非凡，大批收购商从四面八方赶
来。他们的到来，不仅为村民们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收益，更为这个小村庄注入
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鲁甸县将产业发展作为卯
家湾安置区易地搬迁群众持续增收的
重要抓手，大力推进蔬菜产业开发、现
代蔬菜示范园生产基地建设，找准种植
难度小、生长周期短、产量高、用工需求
大、用工种类多的香葱产业，在安置区
周边配套建设香葱基地，帮助无法外出
和就业困难的搬迁群众多元化灵活就
业。拖姑村作为香葱种植基地的核心
区域，村民们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与方向。在香葱产业的带动下，拖姑村
逐渐形成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完整产业链，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
机会和收入来源。

暮色中的香葱基地依然繁忙，发往
全国各地的货车满载着高原香葱，也承
载着村民对乡村振兴的殷切期许。这抹
绿，不仅是香葱的颜色，更是鲁甸县向易
地搬迁群众交出的精彩答卷。2024 年，
全县香葱产量达6.78万吨，销售收入超3
亿元，发放务工工资 5200余万元。这笔
资金如同一股暖流，流进了群众的口袋，
温暖了他们的心田。

“葱”满活力的拖姑村
记者 莫 娟

5 月的鲁甸县桃源回族乡拖姑村，生
机盎然。拖姑村以创新方式推进基层治
理，让古老智慧与现代法治碰撞出和谐火
花。在这里，矛盾纠纷化解不再是头疼
事，乡村治理通过“法治+人情味”工作法，
正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

5月 27日上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驻拖姑村的驻村工作队在日常走
访时发现，马大哥和李二哥两家因宅基地
边界划分不清发生激烈争吵。村“两委”
干部立刻组织司法所调解员和经验丰富
的老支书上门调解。老支书阮春荣坐在
院子里，语重心长地劝解道：“都是几十年
的老邻居了，为这点事伤了和气多不值
当。咱们按政策把地界划清楚，以后还是
好兄弟。”调解人员依据土地确权档案实

地测量边界，耐心倾听双方诉求。经过反
复协商，最终划定了清晰的界线。双方签
订调解协议后，终于握手言和。马大哥摸
着后脑勺笑道：“听老支书的准没错！”

在拖姑村，由村“两委”和驻村工作人
员组成的调解队就像润滑剂，让邻里关系
更加和谐。

下午，法治宣传大篷车缓缓驶入村
子。驻村工作队员张雅頔化身“反诈宣传
员”，用手机给村民们播放精心制作的反诈
短视频。“大家注意，这种冒充客服退款的
电话可千万别信，都是陷阱！”村民们聚精
会神地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叹。讲完理
论，张雅頔还现场模拟诈骗场景，让村民们
亲身体验。马大爷感慨道：“以前差点就上
当了，现在心里有数了！”这样接地气的普

法宣传，把法律知识送到了村民心坎上。
在基层治理能力提升方面，今年以来，

拖姑村按照省、市、县、乡党委和政府关于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坚决打赢命案防控攻
坚战及推进平安建设的相关要求，建强基
层组织体系和治理体系，聚焦脱贫成果巩
固、乡村建设、矛盾化解、“一老一小”、防灾
减灾“五项重点工作”，突出重点人、重点
事、重点场所，全面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效能。通过“定格、定岗、定人、定责”的网
格化管理机制，23名村干部全部挂联到村
组，实现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化解。

如今的拖姑村，“小事不出组、大事不
出村”已成为常态。从“家长里短”到“钱
袋子安全”，拖姑村用“绣花功夫”织密基
层治理网络。

老支书巧解邻里纠纷
记者 莫 娟

初夏，记者在鲁甸县桃源回族乡拖
姑村看到，一片片翠绿的香葱随风摇曳，
100多名工人正在热火朝天地拔着香葱，
好一派热闹的劳作场景。这片土地承载
着一位创业者的梦想与坚持，他就是徐
春芳，一位在农业领域书写创业奇迹的
实干者。

2020年初，53岁的徐春芳来到鲁甸，
这片陌生又充满希望的土地成了他创业
征程的起点。当时，他租下 1000 亩土地
种植香葱，这片香葱地寄托着他对未来
的憧憬。

徐春芳选择鲁甸并非偶然。这里土
壤肥沃，土质优良，为香葱提供了良好的
生长条件。富含矿物质的土壤培育出的
香葱品质上乘，口感鲜嫩。此外，鲁甸县
良好的营商环境也吸引着徐春芳。

当地政府对农业产业大力支持，出
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创业者提供了
便利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下，徐春芳坚
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决心在此扎根
发展香葱产业。

创业之初，徐春芳面临重重困难。
农业种植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从土
地租赁、种子采购到设备购置、人员雇
佣，每一项都需要“真金白银”。面对有
限的资金，他常常捉襟见肘。为此，他四
处奔走，与银行沟通贷款事宜、申请政府
扶持资金、向亲朋好友借款，积极寻求各
方支持。

交通不畅也是徐春芳面临的一大难
题。鲁甸县部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薄弱，
道路崎岖难行。而香葱作为生鲜农产品，
对运输时效要求极高。为保证香葱能够
及时地运输出去，徐春芳投入了大量精力
和资金改善运输条件。他积极配合当地
政府参与道路建设和修缮，改善交通状
况。同时，他还优化运输方案，选择合适
的运输车辆和路线，提高运输效率。在运
输过程中，他严格把控时间和温度，确保
香葱在运输过程中保持新鲜。

面对重重困难，徐春芳也曾犹豫和
迷茫，但心中对农业的那份热爱支撑他

坚持了下来。经过多年的努力，徐春芳
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如今，他的香葱
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香葱种植面积
从最初的 1000亩扩大到 5900亩，形成了
规模化、产业化的种植格局。他种植的
香葱品质优良，深受市场欢迎，主要销往
江浙沪、川渝、两广等地。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徐春芳的香
葱产业不仅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还创
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目前，该产业已
带动 1000 余人次就业，让当地居民在家
门口就能找到工作，增加收入。这些员
工在徐春芳的带领下，学到了先进的种
植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有的成为种植
能手，有的成为技术骨干，为当地农业发
展注入了新动力。

更令人瞩目的是，徐春芳的香葱产
业年产值逐年攀升，如今已达 1.7 亿元。
这一成绩不仅证明了徐春芳卓越的创业
能力，也为鲁甸县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
成功范例。

在鲁甸县桃源回族乡的东北部，
青山环抱之中，坐落着美丽的拖姑
村。这个占地约 8.16 平方公里的村
庄，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全村共有
2400户农户，总人口约8500人，其中常
住人口约 6000 人，大家在这片土地上
辛勤劳作。

拖姑村拥有耕地近 8000 亩、林地
400 余亩。在这片沃土上，乡亲们用
双手创造着财富。不少村民依托当

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发展特色养
殖：饲养小黄牛的农户有200 多户，存
栏量近千头；养羊的农户有 30 多户，
存栏量近 300 只。经济作物方面，82
户农户种植烤烟 3000 多亩，44 户农
户种植果树上千亩。村里的香葱基
地、苹果基地以及周边的建筑工地，
为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让大
家既能照顾家庭，又能在家门口稳定
增收。

拖姑村

从千亩到亿元
——徐春芳的香葱致富经

记者 聂孝美 文/图

4月16日 多云
今天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帮

助几个徘徊在求学路口的孩子重拾
求学信心。

踏着晨露，我们沿着乡间小道
走访。在小马家的院子里，我们轻
声细语地讲述着知识改变命运的
故事，他的父母认真聆听，不时点
头表示认同。来到小亮家时，小亮
的父亲蹲在门槛上。我们耐心地
向他讲解教育的重要性，终于让那
张饱经风霜的脸露出了动摇的神
色。最后一站是小蒙家，“早工作
早挣钱，读书太耽误时间了”的观
念在家长心中根深蒂固。经过长
时间的促膝长谈，最终小蒙的父母
决定让孩子重返课堂。一个上午
的奔走，我们为这些迷途的雏鹰重
新指明了方向。

午后，我们继续沿着田埂走访
村民。在李大爷家，我们聊庄稼的
收成和口粮是否充足；在小五媳妇
家，我们仔细核对养老保险的缴费
记录……村民们递上的热茶温暖着
掌心，他们讲述家事的语气，如同门
前缓缓流淌的溪水般平和悠长。

回到住处，我翻开厚厚的政策
读本。灯光下，泛黄的书页在指尖
沙沙作响。驻村时间越久，越能体

会乡村的深邃。每次帮乡亲们解决
问题后，肩上的担子非但没有减轻，
反而更加沉重了。

5月20日 晴
清晨的河水还带着昨夜雨水的

浑浊气息。我们踩着湿滑的泥地，挽
起裤腿，一锹一铲地清理河道。今天
是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及村民一起
劳动的日子——清理河边、路边、沟
渠里的垃圾。蚊虫在低空盘旋，烈日
炙烤下，汗水很快浸透了衣衫。

我们要清理的不仅是人们随意
丢弃的生活垃圾，还有污水渗流形
成的黑臭水体，以及积存已久、散发
着刺鼻气味的卫生死角。今天的劳
动让我深刻体会到，乡村振兴不仅
要发展经济，更要同步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特别是对监测户等特殊群
体，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做好帮扶
工作。

下午回到村委会，顾不上清洗
沾满泥污的衣物，我又翻开那本厚
厚的《防返贫动态监测台账》。每一
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期盼
与艰辛。

“雨露计划”申请获批，将为村
里17个孩子争取到4万元的教育补
助，这是今天最值得开心的事。

（作者系拖姑村驻村队员）

院舍间的冷暖家常
张雅頔

图①：拖姑村香葱基地一角。

图②：村民采收香葱。

图③：村民忙着搬运香葱。

记者 莫 娟 聂孝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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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春芳和他的香葱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