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沙江宛如一条灵动的玉带，为巧
家县大寨镇海口社区勾勒出秀丽的轮
廓。这里青山环抱，日照充足，独特的干
热气候和肥沃的土壤孕育出丰富的物
产。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海口社
区积极探索发展新路径，构建起传统产
业、特色产业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的多
元经济格局。在乡村振兴的时代征程
中，这里正谱写着生态美、产业兴、百姓
富的新篇章。

传统产业升级，花椒香飘致富路

初夏时节，走进海口社区猫猫箐村
民小组，郁郁葱葱的花椒树映入眼帘。
枝叶间，串串青花椒缀满枝头，微风拂
过，浓郁的麻香沁人心脾。作为社区的
传统支柱产业，花椒种植在这里历史悠
久。近年来，通过“科技赋能+组织创新”
双轮驱动，花椒产业在青山绿水间焕发
出新的生机。

目前，海口社区花椒种植面积达
2500 亩。其中，猫猫箐村民小组依托独
特的坡地地形和充足的光照，建成了700
亩核心示范基地。基地采用矮化密植、
全树换枝等新技术，将花椒树高度控制
在 1—2米，不仅使坐果率提升 4倍以上，
还让采摘成本降低了50%。如今，该基地
亩产干花椒可达300斤，丰产期亩产值突
破 8000元。2024年，海口社区的 1000亩
花椒完成提质增效，成功构建起“种植—
收购—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为推动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
社区创新构建“组织领导+规划引领”促
进种植规范化、“专家指导+本土培养”促
进管理精细化、“能人带动+群众参与”促
进种植规模化、“全面宣传+线上线下”促
进销售扩面化的“四促四化”产业发展模
式。这一模式成功构建了以花椒为主导
的产业发展格局，使花椒产业成为当地
群众稳定增收的“摇钱树”，为乡村振兴
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联农带农机制建设方面，海口社
区于2020年成立了巧家县国平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运营模式，与农户签订保底
收购协议，并提供统一的技术培训和市
场对接服务。随着品牌效应逐步显现，
花椒树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绿
色银行”。

张登国是猫猫箐村民小组的花椒种
植示范户。2024年，他的 30亩花椒产出
干花椒 1.1 万余斤，实现销售收入 24 万
元。在他的示范带动下，首批参与花椒
提质增效项目的农户收入增长3倍，户均
增收超过5000元。

“通过应用矮化密植技术，我们的花
椒实现了三大突破：上市时间提前一两
个月、产量显著提升、采摘成本降低
50%。”张登国自豪地介绍道，“这些优势
让我们的花椒每斤售价比市场均价高出
5元。”说罢，他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特色产业崛起，多元业态展新颜

近年来，海口社区因地制宜发展蓝

莓、树莓、芒果、甘蔗等特色产业，让小果
子、甜甘蔗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在巧家县绿珠种植有限公司的蓝莓
基地，35 亩蓝莓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
生态画卷。翠绿的植株间，一颗颗饱满
的蓝莓泛着诱人的光泽，表面覆盖着天
然果粉，犹如大自然馈赠的珍宝。该基
地背倚青山，清新的空气、充足的光照
和适宜的湿度，为蓝莓生长提供了理想
环境。

基地创新应用无土栽培、水肥一体
化、激光补光等现代农业技术，实现年产
优质蓝莓超万斤。采摘期从每年12月延
续至次年5月底，高峰期日均用工量超过
100 人。当地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和就近
务工实现增收，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蓝
莓成了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蓝莓基地建成后，我就在这里做临
时工。”正在采摘蓝莓的侯永美笑着说，

“工作地点离家近，一天能挣 100元。不
管是摘果子还是日常管理，工作强度都
不大，而且时间灵活，农忙时在家干活、
农闲时来基地上班，两边都不耽误。”

依托金沙江干热河谷的独特气候条
件，海口社区目前已发展芒果种植 200
亩、甘蔗种植 200 亩。充足的日照让当
地芒果具有甜度高、成熟早的特点，深
受市场欢迎。同时，社区还结合传统红
糖制作工艺，开发出“小碗红糖”等特色
食品。

在甘蔗田边，古法熬糖的袅袅炊烟
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富有
诗意的田园画卷。今年“五一”期间，红
糖制品销售额达2万元，成为社区推动农
旅融合发展的成功范例。

“社区立足自然资源禀赋，在保障粮
食安全的基础上，持续巩固好花椒、羊、
生猪等传统产业，发展壮大蓝莓、芒果、
甘蔗等特色产业。下一步，我们将着力

在扩面、增量、提质、延链等方面下功夫，
推动农业产业向‘特精优美’转型，助力
乡村振兴。”大寨镇海口社区党总支书记
付春平说。

文旅融合赋能，山水之间引客来

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海口社区积
极探索“以产业带动旅游、以旅游推动产
业”的发展模式，借助大国重器白鹤滩水
电站，全力打造集观光旅游、休闲娱乐、
避寒康养于一体的休闲旅游区。游客既
能在白鹤滩水电站感受大国重器的雄伟
壮观，又能在冬日里享受惬意的康养时
光。便捷的交通也为社区发展注入了新
动力，一幅山水依存、生态宜居的壮美图
景正徐徐铺展。

碧波荡漾的金沙江畔，巍然壮观的
白鹤滩水电站与青山相映成趣，构成震
撼人心的壮丽景观。今年初，位于海口
社区的白鹤水电公园游客服务中心试运
营，配套建设了停车场、游客中心、观景
平台等设施，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服务。
今年“五一”期间，全镇接待游客 1.7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43.88 万元，充分展
现了大国重器的魅力。

“白鹤滩水电站就像一块‘磁石’，把
各地游客都吸引到海口社区。旅游业火
起来后，我们的农产品销售也跟着‘沾
光’。”巧家县水电移民服务中心派驻海
口社区的工作队员胡世艳感慨道，“游
客手里提着的花椒、红糖，都是乡亲们
自家产的。”

产业与旅游的融合，促进了海口社
区的经济发展。漫步街头，餐馆里蒸腾
的烟火气与小吃摊前的喧嚣相映成趣，
炸洋芋的香气混着凉粉的酸辣在空气中
交织。绯红的树莓、金黄的枇杷缀满枝
头，游客们拎着篮子在果园里尽享采摘
的乐趣。游客手中提着的红糖礼盒、背
包里装着的花椒干货，正将田园的丰收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

“我在加油站旁的小吃街摆摊，卖炸
洋芋、凉粉等特色小吃。假期人流量大，
每天至少能挣 1000元，平时生意好的时
候也有几百元进账。”摊主王大姐一边麻
利地翻动着锅中的洋芋，一边笑着说，

“现在来看白鹤滩水电站的游客越来越
多，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从椒香四溢的山间，到甜蜜诱人
的果园，再到雄伟壮观的白鹤滩水电
站，海口社区已形成“传统产业稳根
基、特色产业增活力、文旅产业强带
动”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如今的海口
社区，以产业和文旅为“双翼”，在青山
绿水间振翅翱翔，向着乡村振兴的壮
阔长空奋力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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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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社区：多元产业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通讯员 姜连聪 文/图

2023年10月31日 晴
今天一早，我便前往海口社区猫猫

箐村民小组，实地走访调研花椒提质增
效项目的落实情况，重点了解该产业带
动农户增收的情况，尤其是与脱贫户、
监测对象的联结机制。

走在田间地头，连片的花椒树在阳
光下泛着油绿，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麻
香。不少村民正忙着修剪枝条，脸上露
出踏实的笑意。

与几位农户攀谈后得知，花椒提
质增效项目通过改良品种、标准化种
植技术培训及统一收购渠道，切实让
农户尝到了甜头。据初步统计，参与
项目的农户年均增收约 5000元。对于
靠山吃山的村民来说，这是一笔可观
的收入。

在探讨联农带农机制的完善方向
时，我建议村集体建立常态化监管机
制，从技术指导到收益分配全程公开透
明，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惠及农户。尤其
要注重吸纳劳动力就近就业，让村民既
能顾家又能挣钱。此外，必须纠正“联
农带农就是单纯分红”的片面认知。对
于猫猫箐村民小组来说，守住耕地不撂
荒、提升农户自主发展能力，远比每年
几十元的分红更有意义。

2024年8月18日 多云
这几天，我一直惦记着脱贫户和监

测对象的贷款需求，今天入户走访，详
细了解具体情况并开展小额信贷政策
宣传。

与信贷员核对数据后得知，目前海
口社区办理小额贷款的脱贫户和监测
对象共 50 户 248 万元，今年新增 26 户
128 万元。只要条件符合、征信良好，
农户都能顺利申请贷款。小额信贷的
对象是脱贫户和监测对象，以户为单位

发放贷款，借款人年龄在 18岁至 65岁
之间，原则上5万元（含）以下贷款可享
受贴息，贷款期限最长 3 年，贷款用途
仅限发展生产和开展经营，不得用于婚
嫁、建房、消费、转借等。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我带着政策
宣传单去了脱贫户李大哥家。我拿出
宣传单，再次向他确认政策要点。他连
连点头说：“知道的，信贷员上门讲过好
几回了，钱要花在刀刃上，我打算买几
十头小猪来养。”

后续，我们将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让好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2025年1月2日 阴
今天，我和居委会的同事到者拉村

民小组看望特困供养老人吴大爷。老
人无儿无女，大家都担心他独自生活存
在意外风险，此行主要任务是动员老人
到大寨镇养老院生活。

我们来到老人家中，先陪他拉家
常，再慢慢地切入话题，向老人介绍养
老院里有规律的饮食、专业的护理，还
有许多同龄人可以聊天做伴。但老人
态度很坚决，不愿意去养老院。老人在
者拉村民小组生活了大半辈子，虽无家
人亲属，但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他最熟
悉的陪伴。

离开时，我们挨家挨户叮嘱老人的
邻居：“麻烦您多留意吴大爷，要是看他
没出门，就敲门问一下情况，或者给我
们打电话。”

返程途中，车内一片静默。我们意
识到，像吴大爷这样的老人，需要的不
仅是物质上的帮助，还需要对其乡土情
感的尊重与理解。这让我们不禁思考：
与其劝说他们离开家园入住养老院，或
许更应该通过定期走访关怀，让他们在
熟悉的环境里安享晚年。

海口社区位于巧家县大寨镇，距巧家县城43公里、大寨集镇9公里；面积15.43
平方公里，最低海拔825米、最高海拔1700米，有耕地4110亩、林地15245亩。

海口社区立足金沙江畔的地理优势，构建起“产业筑基、文旅添翼、生态固本”的
发展新格局。依托千亩花椒高产园区的标准化改造，将荒坡变为“绿色银行”；以海
口集镇为核心，辐射发展林果产业带；以“巧家小碗红糖”国家地理标志品牌为引擎，
推动甘蔗产业发展。同时，打造集观光旅游、休闲垂钓、避寒康养于一体的复合型旅
游目的地，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果园里，海
口社区猫猫箐村民小组的张晓波已经开始
了一天的忙碌。这位年轻的果园负责人穿
梭在挂满果实的树丛间，动作娴熟地采摘
着饱满的树莓。

随着太阳渐渐升起，果园里的游客多
了起来。“早就在微信朋友圈刷到这里的树
莓，趁着周末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果园景
色优美，树莓香甜多汁，真是一个亲近自
然、放松心情的好地方。”游客张艳带着孩
子穿梭在果园中，一边采摘一边开心地说。

每逢周末，张晓波的果园都会迎来不
少像张艳这样的游客。孩子们在果林间欢
快地奔跑，大人们享受着难得的亲子时光，
整个果园洋溢着欢声笑语。看着游客们尽
情享受采摘乐趣，张晓波的内心充满了成
就感，也更加坚定了创业的信心。

中午时分，张晓波将刚采摘的新鲜树
莓送往镇上自己经营的“土里土气土特产
店”。这家 2024 年开业的小店，整齐地陈
列着巧家小碗红糖、芭蕉芋粉条等特色农
产品，成为展示家乡特产的窗口。

下午的直播间里，张晓波化身带货
达人。“家人们看过来，这是今天现摘的
黑树莓，富含花青素；这个是大寨芭蕉芋
粉条，口感筋道爽滑……”他热情洋溢地

介绍着每一款产品，直播间点赞不断。
通过电商平台，他让家乡的特产走向了
更广阔的市场。

2024年初，张晓波怀揣着对家乡的热
爱和创业的梦想回到家乡。他流转 200
余亩土地，种植了红树莓、黑树莓、黄泡、
黑泡、草莓、石榴、橘子、枇杷等 10余种水
果，还成立了巧家雲麓莊园文化旅游有限
责任公司，为周边群众提供了 10 余个工
作岗位。

海口社区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
光热充足，是种植特色水果的理想之地。
近年来，大寨镇依托地理区位优势，大力发
展林果业，以产业带动旅游、以旅游推动产
业，打造集观光旅游、休闲娱乐、避寒康养
于一体的旅游小镇。张晓波的水果采摘园
乘着这股东风蓬勃发展。每到周末或假
期，采摘园就变成热门旅游景点，吸引着四
面八方的游客。

“我这里基本做到了一年四季有果，
预计今年水果收入可达 40 余万元。下一
步，我将把雲麓莊园打造成集水果采摘、
亲子游学、农活体验、观景等于一体的农
文旅庄园。同时，我将不断优品质、强服
务、拓销路，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让村民的

‘钱袋子’鼓起来。”谈及未来规划，张晓
波信心满满。

从晨曦微露到暮色四合，张晓波用足
迹勾勒发展蓝图，在家乡的土地上书写创
业华章。他用智慧和汗水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的活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莓”好生
活。他的故事，就像果园里挂满枝头的果
实，不仅甜蜜了自己的生活，更滋养着家乡
的土地，成为乡村振兴的鲜活注脚。

2月 16日，海口社区一起因宅基地引
发的邻里纠纷，在48小时内以“土地置换”
的温情方式圆满解决。这起纠纷的高效
化解，正是海口社区依托“党建+网格”治
理机制，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的生动实践。

经了解，居民宋某在拆除老房杂物
时，占用了邻居黎某住宅旁的空地，双方
因此发生争执。纠纷发生当日，网格员巡
查时发现苗头，立即启动“网格响应—多
元联动”机制。社区迅速成立工作专班，
入户了解情况、核查权属资料，并组织双
方进行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由党员网格员、人民
调解员和乡贤志愿者组成的“红色调解

队”创新运用法、理、情“三步”工作法：依
据法律法规明确权属边界；以“六尺巷”等
传统典故启发双方互谅互让；通过土地置
换方案促成和解，实现双方共赢。据统
计，海口社区通过“三治融合”治理模式，
矛盾纠纷总量同比下降25%。

海口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牟发荣介绍：
“我们建立了分级处置工作机制，简易纠纷
现场调解办结；涉及地界、产权等复杂纠纷，
则详细记录在《民情日记本》中。村‘两委’
和驻村工作队每周召开研判会，对复杂纠纷
进行专题研究后组织二次调解。今年以来，
已排查矛盾纠纷19起，成功化解16起。”

海口社区推行“网格走访全覆盖”管
理模式，将辖区划分为 10个网格，配备 74

名网格员，每名网格员负责联系10—20户
居民。网格员随身携带《民情日记本》实
时记录民情诉求，切实做到“小事网格解
决、大事社区化解”。

暮色中，海口社区的网格员仍然穿行
于街巷之间，他们的《民情日记本》详细记
录着为独居老人办理医保电子凭证、帮残
疾人修缮屋顶等民生实事。从清晨调解
邻里纠纷，到午后协助居民办理手机业
务，再到傍晚指导老人使用智能设备，网
格员们将群众的急难愁盼转化为一份份
调解协议、一项项便民服务。

在“小事不出网格”的工作常态下，海
口社区用“三治融合”模式绘就了一幅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画卷。

民情日记里的治理密码
通讯员 张云萍

张晓波：返乡创业开启“莓”好生活
通讯员 姜连聪 文/图

海口社区

从民生小事解码乡村振兴路径
张顺林

花椒树。

小碗红糖。

大寨镇海口社区全景。

张晓波直播带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