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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安林

早上 8 时，彝良县小草坝镇金竹
村“鑫鑫天麻行”已开始忙碌，邹现芬
和工友们麻利地清洗、装篮刚运来的
天麻，动作娴熟。“家门口上班，能照顾
老人和孩子，每月稳挣3000多元！”她
的笑容，是联农带农机制下最生动的
注脚。在小草坝镇，越来越多的农民
从传统耕作中转身，在产业链上找到
新坐标。

“合作社+”带动共富“火车头”
“单打独斗闯市场，难！跟着合作

社干，技术、销路、价格都有保障！”小
草坝镇金竹村村民罗仲伟感慨。他口
中的“保障”，源于小草坝镇精心打造
的“合作社+”利益联结模式——以好
医生集团、定风草等 6 家龙头企业为
引领，21个专业合作社为纽带，7个村
集体公司为平台，将分散农户紧紧凝
聚在产业链上。

小草坝通过活用产业奖补等激励

政策，推动合作社与龙头企业签订保
底收购协议、共享市场渠道。罗仲伟加
入了村集体领办的林下天麻合作社，不
仅学到了标准化种植技术，合作社还统
一对接好医生集团进行订单收购，“去
年光天麻就卖了20多万元，比单干时翻
了一番！”据悉，小草坝镇村集体经济平
均收入今年预计突破25万元，“产业强、
农民富”的愿景正加速实现。
“家门口车间”激活增收“新引擎”

“窸窸窣窣……”在小草坝镇大桥
村嵩源山野菜的帮扶车间内，饶家会
和工友们正专注地将新鲜竹笋分级装
袋，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一度为无
法外出务工而焦虑。镇、村干部摸排
返乡人员信息后，精准将岗位推送上
门。“骑电动车 5分钟就到厂里，计件
工资，多劳多得，月收入4000元，还能
给孩子做上热乎饭！”饶家会的满足感
溢于言表。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小草坝镇
依托天麻、竹笋加工厂及“两菌”生产

厂，拓展小作坊、直播带货等零工渠
道。通过建立“返乡人员”与“工坊需
求”两本台账，就业信息员“点对点”送
岗，实现人岗精准适配。
“田秀才”引领乡土人才共成长
“以前种天麻凭经验，现在靠技

术！”返乡青年彭家念通过参加“天麻
工”技能培训，系统掌握科学种植方
法。他种植的天麻品质好、产量高，不
仅自家收入倍增，他还带头成立了小
草坝天麻专业合作社和彝良长风农业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在带动周边百余
户村民共同提升种植水平的基础上，
长期接收上百名发界安置区的闲置劳
动力到天麻基地务工。近年来，像彭
家念这样的“田秀才”在小草坝镇如雨
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同时，小草坝镇各村（社区）党组
织还积极吸纳返乡青年、致富能手入
党，并适时成立“两新”组织党组织，将
组织力嵌入产业链，随着天麻工坊、竹
笋作坊的壮大，创造了近千个固定岗

位。在彝良县人社部门支持下，“天麻
工、竹笋工”培训、电商直播课堂遍地
开花，为乡村持续注入新鲜活力。

“融合链”赋能“一地生多金”
小草坝深挖天麻资源与生态旅游

优势，在“融合链”上开辟增收新路
径。通过开辟金竹村和宝藏村两条特
色农文旅线路，串联起中国天麻博物
馆、小草坝天麻国际交易中心、小草坝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秘境宝藏”，扶
持发展农家乐、民宿20多家。农户从
单纯“卖产品”转向“卖风景”“卖体
验”，实现“一块土地、多重收益”。
2024年上半年，小草坝全镇农文旅融
合带动综合增收超1200万元，生动诠
释着“生态优美有看头、田园生活有玩
头、特色鲜明有来头、服务体贴能回
头、经济增长有盼头”的振兴图景。

当夕阳为宝藏村的民宿镀上金
边，“秘境宝藏”CEO钟毅正安排员工
收拾餐厅和民宿，为明天的游客预订
忙碌……

织密联农带农网 共筑乡村致富路——

小草坝镇解锁群众共富共赢密码

本报讯（通讯员 刘劲松 武俊梅）“以前怕孩子在学
校吃得不卫生不安全，今天查看了食堂，比我们自己做的
更干净更可口，大家没必要担心。”近日，镇雄县九棵树九
年制学校学生家长许女士陪孩子们用完餐后，在家长群
里反馈，还附上鼓掌称赞的表情包。

许女士的体验是镇雄县推行“开门教育”、主动接受
群众监督的一个缩影。该县广开纳谏之门，吸引万千群
众参与监督，让教育工作在阳光下运行。

聚焦校园“舌尖安全”，镇雄县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新闻记者、学生家长等走进校园，通过实地参观、分餐
陪餐、互动监督等方式，搭建家庭、社会和学校之间的沟
通桥梁，收集有关食堂管理、食材采购、食品安全等方面
的意见建议后，建立整改台账，将“开门教育”收集到的意
见建议转化为为民办事的实际行动。

“没有路灯晚上黑灯瞎火的，出门不方便。”“环境卫
生你们应该管严点，不准乱倒垃圾。”雨河镇大坪村，村民
们搬着小板凳聚在老槐树下，召开村民议事会议，你一言
我一语地讨论着村里的公共事务，村委会副主任谭多在
旁边认真记录。面对村民们关于路灯不亮、人居环境差
等问题的呼声，镇党委诚恳“领单”，及时“派单”给相关责
任人，明确办结时限，推动问题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什么？深恶痛绝什么？镇雄县“开门
教育”的“门”就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开。对农村滥办

“搬家酒”等违规酒席问题，牛场镇指导群众修订完善村
规民约，明确酒席操办范围、规模和处罚措施并广泛宣
传，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陈规陋习；对“安尔水库”征地拆迁
滞后问题，以古镇通过列席群众会等方式及时发现问题，
开展现场督查，倒逼干部走进群众家门，确保麦车村 134
户村民汛期前顺利搬迁；对往年高考学生出现过走错考
点、突发疾病等问题，县城管局“跨领域服务”，执法摩托
车未雨绸缪等候在学校门外，待命护送考生……一次次

“开门教育”的鲜活实践，勾勒出作风转变的生动图景，一
个个群众的急切“呼声”，转变为拍手称赞的“掌声”。

镇雄“开门教育”
迎来群众称赞

近日，晨雾尚未散尽，巧家县
民兵训练基地的训练场上杀声已
震天动地。队伍中，一群肩背挺
直、目光锐利的老兵身影格外醒
目，他们是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英勇战斗、驱虏强敌的参战老兵，
如今作为特邀教练员重返训练场，
为基干民兵轮训队注入一股沉雄
坚韧的力量。图为老兵们手把手
纠正新民兵的持枪姿势。

通讯员 乔仁伍 摄

巧家特邀参战老兵
指导训练基干民兵

本报讯（通讯员 杨明富）近日，笔者从云南省科学技
术厅公布的 2025年度云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名单中获
悉，云南省刘焕明院士工作站落户水富金明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也是水富市获得批准建立的首个院士工作
站，标志着水富市在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方面实
现了零的突破。

刘焕明院士工作站是由院士及其带领的科研团队
与水富金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骨干共同组建的
省级创新平台，运行期为 2025年 6月 1日至 2028年 5月
31日。企业与院士团队将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在
科研攻关、技术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促
进资源共享互融、人才共育互通，着力攻克核心关键技
术难题，推动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培养创新人才；着力开
展导电纳米碳材料和橡胶制品纳米碳材料等新产品的
研发，形成万吨级煤基纳米碳产业化项目建设规划，推
动企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水富首个
省级院士工作站落户

◆通讯员 杨全伟 朱 睿

近年来，大关县竹材加工企业创新探索“家庭微工
厂”合作模式，开辟了一条既能推动筇竹产业发展又能促
进群众增收的新路子。

云南羲之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是在大关县旭红种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基础上成立的一家专注竹材加工
的企业。自公司成立以来，依托当地丰富的筇竹资源，
从最初只能生产简单的筇竹毛笔、火折子，发展到如今
能生产 300多个品种的筇竹家具、工艺品，员工数量从 5
人增至 100 多人。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和市场需求
日益多样化，生产场地有限、用工需求激增等问题逐渐
显现。

面对发展瓶颈，企业创新推出“家庭微工厂”模式，鼓
励合作社社员和员工在家设立加工点。公司董事长欧贤
芹介绍：“企业将砍伐、调运竹子及去皮等初加工环节，以
及小件产品加工任务交给农户，为其提供原材料和工
具。员工既能利用工厂设备精细加工，也能把原料带回
家灵活生产，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

家住木杆镇漂坝村的陈元现对此深有体会。作为首
批员工，身患残疾的她凭借精湛技艺，将原料带回家加
工。“现在既能照顾孩子和老人，孩子做完作业还能跟着
学，全家齐上阵。一年多增收了 1万多元！”陈元现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银吉村桃子坪村民小组的康显顺，过去常年在江浙
打工。如今，他选择返乡加入“家庭微工厂”，每月稳定收
入五六千元，不仅不比外出务工少，还能自由安排时间打
理家务，真正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家庭微工厂”模式的推广，不仅让农户在家门口实
现增收，更带动了周边群众参与竹产业发展，形成了良好
的产业生态。同时，这种模式也有效提升了企业生产效
率，保障了产品质量，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对于未来，欧贤芹表示，会依托“家庭微工厂”带动更
多农户参与初加工，为他们提供技术培训和原材料支
持。企业的有效带动，让群众共享“一县一业”筇竹全产
业链的发展成果。

大关：“家庭微工厂”
联农带农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龚 萍）2025年6月28
日，是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
产发电4周年，也是巧家5万库区移民
搬迁入住安置区开启幸福生活的第4个
年头。4年来，巧家县以打造移民产业
示范县为目标，强化社区管理，依托安
置区及周边预留用地，大力发展“家门
口的工厂”，让业态活起来，帮助移民实
现从“安居”到“乐业”的幸福跨越。

在移民搬迁中，巧家县沿金沙江
畔的“一城三镇”建成8个移民集中安
置区，建安置房 722栋 21057套，总建
筑面积 313.7 万平方米，安置移民
50178 人。在蒙姑镇文笔社区，1595
户移民的新生活被一张“党建引领智

慧化管理平台”网络精心呵护——平
台将社区精细划分为 98 个“十户联
防”网格，216个AI摄像头织就安全天
网，人居环境整治、矛盾纠纷调解、就
业需求对接等事务实现“一网统管”，
让移民“移居”变“宜居”，安全感、幸福
感触手可及。居民向发明说：“有了这
个平台，办事很方便。如下水道堵塞，
反映后10分钟不到就有人来处理。”

安居是基础，乐业是保障。在巧
家县移民最多的玉屏街道望江社区，
一家绿色环保的毛绒玩具厂内，缝纫
机声此起彼伏。搬迁群众中的留守妇
女们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用巧手
编织着美好新生活。这些不便外出务

工的群体，月均增收两三千元，“楼上
安居、楼下就业”的愿景在这里化为现
实。据巧家美宜玩具加工有限公司负
责人陈德顺介绍，自 2022 年 12 月 24
日投产以来，企业用工规模已从初期
的30多人增至130多人。

产业赋能，更点燃了家门口的创业
梦想。白鹤滩街道移民朱立卫原有的
红糖厂位于淹没区，搬迁后，他在巧家
营社区创办了巧家县佰意佳食品有限
公司，带动3个村1100多户农户种植甘
蔗，每年支付甘蔗收购金额超 2000万
元。公司现有员工50人左右，其中移民
20多人，人均工资4500元左右。当地
40多岁的村民方正美在公司工作了四

五年，主要负责甘蔗种植以及锄草、施
肥、收割等。她说：“家门口上班，不仅
时间自由、收入稳定，还能照顾老人和
家里的生产生活，真是十分开心。”

创业是每一个移民的梦想。原金
沙江畔黎明村营盘二组的李熟富开大
车跑运输，妻子陈玉红在家带娃，父母
在家种植甘蔗。搬迁后，他们家在七
里安置区分到3套安置房，一家6口变
身城里人。他们在安置区的滨江大道
边租了 200多平方米的商铺开起锦湖
饭店，李熟富掌勺，妻子负责买菜、算
账，请了本村移民老乡当服务员，忙时
父母也在店里帮忙，一家人一年有 20
多万元的收入，日子越过越红火。

从“移居”到“宜居”

巧家 5 万移民实现幸福跨越

本报讯（通讯员 王 海 胡光勇）
近日，笔者走进威信县罗布镇文化
体育活动中心，明亮、整洁的环境给
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谁也想不
到，一年前，这里还是一所废弃的老
小学。

据分管项目的负责人介绍，罗布
镇文化体育活动中心项目共分两批
次建设，资金来源主要为东西部协作
专项资金及提级改造项目资金。第
一批资金投入后，拆除危旧建筑 1800
平方米释放建设用地、硬化场地 1500
平方米、新建标准灯光篮球场1个、搭
建钢结构防雨顶棚 600 平方米，并配
套集成专业照明系统。第二批资金
投入后，硬化场地622平方米、新建雨
棚 474平方米、篮球看台 306平方米、
篮球场围栏 205 平方米，安装太阳能
路灯30盏。该场所建成后，采用免费
开放模式，可承接2000人参加的各类
体育赛事活动。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得益
于上海市松江区跨越千里与威信县
的深情“牵手”，是新一轮东西部协作
下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的

缩影。山海相连，血脉相亲。从南广
河畔到黄浦江畔，威信县罗布镇与上
海市松江区车墩镇的情谊，始于 2021
年，车墩镇结对帮扶罗布镇以来，以

高度的政治站位和责任担当，积极响
应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带着
满腔热忱，真心实意、真金白银倾力
帮扶罗布镇，累计投入资金297万元，
实施镇村结对项目 4个、企村结对帮
扶项目8个，涉及产业发展、活动场所
改造、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示范
点打造等方面，为全面提升产业发展
层级和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基础设施
条件、有效增加群众收入注入了“活
水源泉”。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车墩
镇和罗布镇因东西部协作而相识，因
深化合作而相知，在产业协作、市场
合作、人才交流等方面深化协作，以
车墩的理念、人才、技术、市场、企业
等优势，激发激活罗布特色农业、红
色文旅、区位条件等资源，助推罗布
踏上高质量发展的振兴之路，在乡村
振兴、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共续山海
情、携手谱新篇。

东西部协作为罗布镇注入乡村振兴“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