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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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威信县麟凤镇麟凤社区，一幅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画卷
正徐徐铺展。该社区以“产业融合、创新驱
动、绿色发展”为核心，构建多元产业体系，
2024年集体经济收入达35.89万元，人均收
入同比增长7.2%，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产业联动夯根基，科技兴农动力强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麟凤社区始

终紧抓粮食生产不放松。500 亩高标准
农田如绿色棋盘铺展在大地上，占耕地
总面积的 8.4%。田埂边，农技员正指导
农户施用有机肥。“如今种玉米、大豆都
用生物技术防虫害，产量上去了，吃着更
放心。”村民李大哥捧着饱满的玉米棒，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在木鱼包村民小组，68个品种的芍药
正竞相绽放：莎拉粉嫩、蓝富士淡雅、奶油
碗饱满……构成一幅绚丽的田园画卷。这
是云南聚益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打造的

“彩色银行”，通过“党组织+公司+基地+农
户”模式运作，500余亩芍药兼具观赏价值
和经济价值。清晨采摘的鲜切花，通过昆
明斗南花卉市场销往全国；其根部则定向
供应制药企业，真正实现“一花双收”。

“土地流转金每年每亩能拿 300元，
在基地务工每月工资 3000元，农忙时一
天收入超百元！”村民王大姐细数着收入
来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目前，基地已

支付土地流转金 150 万元，带动 40 余人
稳定就业，农忙时节用工量可达 200人，
累计发放工资近300万元。

不远处的标准化生猪养殖场内，自动
化供料系统平稳运转，监控屏幕实时显示
每头猪的生长状况。该养殖场年出栏生
猪 3200余头，产值达 60万元，“公司+农
户”模式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养殖业
成为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链条延伸添动能，小产品做出“大文章”

“切辣椒一天能挣 180元，还能照顾
孩子！”在鳳薌酱菜厂，易地搬迁群众黄
庆芝一边麻利地切着辣椒，一边笑着
说。这家位于安置点的酱菜厂占地 600
平方米，厂房里飘着阵阵酱香，主要将本
地鲜笋及一些蔬菜加工成酱笋、酱菜等
产品，年产值达80万元，不仅提升了农产
品的附加值，还为6名群众提供了稳定的
就业岗位。

麟凤镇党委书记杨章欣说：“乡村振
兴要因地制宜，要让产业链‘活’起来。”产
业链延伸的实践在这里持续深化。在云
南能投威信煤炭有限公司的“乌金长廊”
旁，工人们正紧张作业。该企业不仅增设
岗位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还计划打造研学
基地，让“能源教育”成为乡村旅游的新亮
点，让“黑色资源”焕发“绿色生机”。

土地流转金、务工薪金、入股股金，
“三金”让村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以
前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现在收入渠道多
了，生活更有奔头了！”村民们的肺腑之言

道出了产业链延伸带来的切实变化。
乡村变景区，“流量”变“留量”

盛夏时节，木鱼包村民小组变身网
红打卡地。500 余亩芍药花海宛如粉色
海洋，微风拂过，花浪起伏，游客们纷纷
举起手机定格美景，孩子们在花田间嬉
戏。“我们积极开展媒体宣传、达人采风
和赏花节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
光，周末客流量持续攀升。”社区干部介
绍道。2024 年，木鱼包村民小组接待游
客超1万人次，“花海经济”带动周边小吃
摊、农家乐等业态蓬勃发展，实现游客

“引得来、留得住、能消费”。
除了花海，麟凤社区还有地下奇

观。毕坝村民小组的天台山溶洞被誉为
“西南第一洞”，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石
笋似擎天玉柱，石幔如飞瀑流泉，令游客
叹为观止。

优美环境涵养文明乡风。新建的文
化广场上，居民们伴着音乐翩翩起舞；健
身区里，老幼同乐，欢声笑语。村道整洁
美观，房前屋后花草点缀。“现在村里环
境比城里还好，住着特别舒心。”一位村
民笑着说，幸福感溢于言表。

从粮食满仓到花海飘香，从车间繁
忙到游客如织，麟凤社区通过多元产业
协同发展，绘就了乡村振兴的美丽图
景。麟凤社区的实践表明：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延伸特色产业链条，激发文旅融
合潜力，乡村就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
的康庄大道。

绿色农业 彩色文旅 黑色资源
——麟凤社区多元产业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通讯员 王善江 赵 巧

当暖阳驱散残留的寒意，麟凤社区的
草木萌发新绿。晨跑者的脚步声唤醒街
巷，暮色中的舞姿摇曳生辉。这本该是春
日里最寻常的活力图景，却因一个投诉电
话打破了东凤小区的宁静。

“广场舞音乐太吵了，孩子都没法专心
学习！”3月 10日，麟凤社区居委会的电话
骤然响起，网格员闻讯而动。经查，小区广
场舞音响音量确实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
生活。社区立即启动“小事网格解决、大事
联动处置”工作机制，由居委会工作人员、
驻村队员、小区管理员和楼栋长组成的调
解小组迅速展开协调。

没有生硬说教，只有暖心沟通。调解
小组成员带着理解与诚意走近广场舞队
伍。“张大姐，你们跳得真好！要是能换个
更宽敞的地方，既能尽情发挥，又不影响邻
居，岂不两全其美？”经过耐心协调，社区为
她们找到了新场地——与小区一河之隔的
镇足球场。那里空间开阔，远离住宅区，舞
者们可以畅快起舞。

“以前总觉得别人小题大做，这次干部
们真心为大家着想，我们才意识到确实该
换个地方。”张大妈感慨道。如今，她在新
场地上旋转，金色的舞鞋在绿茵场上划出
一道道优美的弧线。不远处，孩童嬉戏，居
民散步，曾经的矛盾化为和谐的画面。

次日赶集日，社区工作人员早早来到

集市，拉起醒目的横幅，摆开宣传台，用接
地气的语言向群众讲解防诈骗、防溺水等
知识。同时，他们还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讲解如何处理婚恋纠葛、邻里
关系，将法治知识融入市井烟火。

麟凤社区创新实施“网格细化全覆盖”
管理，社区被科学划分为1个村级中网格、
23个组级小网格，通过“10户联防”形成99
个微网格。社区干部、驻村队员、党员骨干
和志愿者下沉一线，构建起精细化治理网。

从土地纠纷到家庭矛盾，从养老保险
问题到邻里摩擦，他们逐一登记造册，综合
运用多元调解方式，2025年以来已成功化
解矛盾纠纷46起，实现“事事有回应、件件
有着落”。身着制服的他们还有另一个身
份——社区义警。作为社区义警，他们守
护校园周边安全，巡查危险水域，用脚步丈
量民情，以真心温暖居民。

他们是巡逻的卫士，也是居民的贴心
人。从化解邻里纠纷到守护社区安宁，麟
凤社区的网格员们以真心服务群众。他们
深耕基层治理的“责任田”，将点滴努力汇
聚成幸福暖流，让“小网格”托起“大民生”，
让“幸福之花”在社区绽放。

“小网格”托起“大民生”
通讯员 常 俊 赵 巧

2024年7月15日 晴
清晨的阳光穿破云层，斜照在东

凤小区的安置房上。随着天色渐亮，
小区院坝也逐渐热闹起来。明天就是
暑托班开班的日子，我和几位大学生
志愿者正在活动室里忙着摆放桌椅，
而走廊里则堆满了刚从文具店采购回
来的画纸和蜡笔。老旧的风扇呼呼转
动着，吹落了志愿者们额角的汗珠。
得知村里要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留守
儿童暑托班”，孩子们兴奋不已，不时
跑到活动室门口，好奇地探头张望。

暑托班的课程由4位大学生志愿者
与1位专职教师共同设计，内容丰富多
元，既包含安全文明教育、红色主题教
育、民族文化传承等基础课程，又增设了
科技创新实践及“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特
色课程。这些课程搭配课外阅读活动，
让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充实而有趣。

课堂上，小朋友若获得老师奖励
的奖品，就会骄傲地挺起胸膛，像捧着
珍宝似的在教室里转圈展示，不管见
到谁都会亮出来炫耀一番。那份纯真
的喜悦，仿佛兜里揣着个“小太阳”，温
暖又耀眼。

这些孩子如同沃土中蓄势的种
子，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与对世界的
好奇。在每一次课堂互动、每一个眼
神交流中，他们的成长悄然发生。而
孩子们的每一点进步，都让我们真切

地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与希望的光芒。
2025年4月17日 多云

四季更迭，暑气渐浓，天色破晓
的时辰也一日早过一日。但今晨唤
醒我的不是爬过屋檐的朝阳，而是一
声中气十足的询问：“同志，你们上班
了吗？”

跟着村干部下楼一看，只见老李
已经到了。这位曾在唐山大地震中勇
救 8人的退伍老兵，荣立过二等功，却
因常年在外务工，家中水管年久失修，
饮水成了难题。说来也巧，昨日维修
材料刚到，今早他便寻上门来。

没有丝毫犹豫，我们决定立即动
工，让老李当天喝上“放心水”。联系
好专业施工人员，村干部和驻村队员
抄起锄头就干起来——开挖沟渠、铺
设管道……经过6个小时的连续奋战，
清澈的山泉水终于流进了老李家。当
水花从崭新水管喷涌而出，老李的笑
脸在阳光下格外灿烂。“快喝口水，同
志们辛苦了！”他忙不迭地舀水递给
我们。听着老李连声道谢，我们倍感
欣慰地踏上归途。这汩汩清泉，不仅
滋润了老李的心田，更映照着基层干
部为民服务的初心。这一点一滴的民
生实事，终将汇聚成乡村振兴的磅礴
力量。

指尖轻抚工作日志扉页，“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9个鎏金大字如清泉浸
润心田，老李灿烂的笑容久久萦绕心
间。或许，这就是基层工作者最朴素
的价值所在。

（作者系麟凤社区工作人员）

希望的种子与解渴的清泉
赵盈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城
市、回归家乡，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
生力军。麟凤社区的李甫文就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他凭借勤劳与智慧，成功闯出
了一条致富新路。

晨光熹微，李甫文已穿行在芍药基地
中。叶片上的露珠尚未消散，他俯身拨开
泥土察看墒情，仔细端详芍药长势。作为
一名返乡创业带头人，他深知每一株芍药
都承载着自己和乡亲们的致富希望。

8点刚过，基地渐渐热闹起来，村民们
陆续到岗开始劳作。李甫文一边安排工
作，一边向新来的工人示范种植要领：“疏
蕾时要保留健壮花苞，这样才能集中养
分。”田间地头，村民们各司其职，疏蕾、除
草、搭架……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正午时分，烈日当空，李甫文和村民
们围坐在简易工棚里用餐。大家一边吃

饭，一边热烈讨论着芍药的市场行情和今
年的收成。“今年，芍药的长势这么好，准
能卖个好价钱！”一位村民笑着说道，疲惫
的脸上饱含着期待。

2023 年，李甫文返乡创业，率先种植
了 187亩芍药。经过反复试种，他成功摸
索出适合当地种植的栽培技术。2024年2
月，他牵头成立了凤兴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同年7月，又创办了云南聚益中药材
种植有限公司，创新推行“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从最初
的返乡试水，到如今成立专业合作组织带
动乡亲共同致富，这条路虽然艰辛，但他
始终无怨无悔。目前，李甫文的种植基地
长期吸纳100余名村民就业，覆盖种植、管
护、采收等环节，用工高峰期可提供300多
个就业岗位。

短暂休整后，李甫文又马不停蹄地对

接物流与采购商，确保鲜切花准时上市。
暮色渐沉，夕阳的余晖为芍药花田

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宛如梦境。结束
一天劳作的村民们陆续离去，李甫文仍
在基地仔细检查每项工作的完成情况。
他伫立在田埂上，凝望着这片生机勃勃
的土地，满怀憧憬地说：“我的目标是带
动农户实现每亩 1 万—2 万元的产值，让
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未来 5
年，计划将种植规模扩大到 2000—5000
亩，并逐步推广，让芍药产业真正成为威
信百姓的致富产业，让家乡的芍药花开
得更加灿烂。”谈及未来，他眼中闪烁着
坚定的光芒。

夜色渐浓，李甫文踏着疲惫却坚定的
步伐离开基地。明天，这片土地又将迎来
新的希望，而芍药基地的致富故事，也必
将续写新的篇章。

花 田 里 的 创 业 人 生
——记返乡创业带头人李甫文

通讯员 黄紫青

麟凤社区隶属于威信县麟凤镇，距县
城32公里，距镇政府驻地仅0.5公里，是
全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社区交通
便捷，辐射带动能力强，面积14.88平方公
里，拥有耕地5945.82亩。辖区平均海拔
1073米，年均气温14摄氏度，年降水量
1060毫米，温润的气候与多样化的地形为
发展多元产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近年来，社区紧扣“1+N”高原特色
产业发展思路，构建多元产业生态体
系：以玉米、马铃薯等传统农作物夯实
粮食生产根基；将方竹作为主导产业，
通过科学管护实现产量持续提升，形成
覆盖面广、收益稳定的“绿色支柱产

业”；芍药种植实现“一花双收”，春季以
花海景观吸引游客，成熟后以药用根茎
拓宽销售渠道；标准化生猪养殖项目年
出栏量保持稳步增长；煤电联营项目为
区域发展注入工业动能。此外，天台山
溶洞等特色资源正加快开发步伐，为农
旅融合发展添活力。

如今，山间方竹连绵成海，田间五
谷丰登，药圃芍药竞相吐艳，圈舍生猪
膘肥体壮，园区产销两旺，“土地生金”
的振兴图景日渐清晰。产业兴旺带动
百姓富裕，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在田野
街巷间涌动，麟凤社区正稳步迈向“宜
居宜业、富裕富足”的美好明天。

麟凤社区

俯瞰麟凤社区。通讯员 刘海峰 摄

芍药竞相绽放。通讯员 宗颖颖 摄 游客在芍药基地留影。通讯员 曹馨心 摄

麒麟社区芍药基地。通讯员 刘海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