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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初春，落水洞村中药材加工
厂机器轰鸣。清洗、切片、烘干的流水线
上，村民将鲜药材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
这座投资300万元的加工厂，每年消化本
地药材近2000吨，附加值提高两倍。

在乡村振兴车间，50余名妇女正接
受技能培训。“中药材分拣、包装等技术
门槛低，月工资 2000多元，特别适合留
守群体。”车间负责人介绍。

党建引领凝聚起发展合力。全乡8个

村党总支书记争当“产业头雁”，落水洞村
党总支书记张卫东带头成立合作社，带动
整村种植规模超过1万亩。“党员示范田”

“技术帮扶岗”遍地开花，党组织成为产业
发展的主心骨。通过“保底收益+按股分
红”模式，今年合作社分红总额达 50万
元，“村民变股东”共享发展红利。

站在轿子山观景台俯瞰，层层药田
如翡翠阶梯镶嵌群山。联合乡的探索为
高原山区产业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经

验：以系统思维谋划产业布局，构建多
品种风险对冲机制；以科技创新突破资
源约束，实现有限土地效益倍增；以利
益联结激活内生动力，让农民深度融入
产业链条。

“中药材产业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支
柱。”联合乡乡长张学云说，下一步将深
化“三品一标”建设，打造“轿子山药材”
区域品牌，建设中药材文旅融合示范区，
让药香飘得更远。

夏日的西盟佤族自治县勐梭镇
里拉村，满目葱茏。清晨，里拉村二组
的村民娜莫早早起床，拧开院子里的
水龙头，开始浇灌自家菜园里绿油油
的蔬菜……

“实施了提水工程，水直接就流
到家门口、地里头，生活方便了许
多。”娜莫一边给菜地浇水一边感慨。

过去，勐梭镇里拉村用水全靠村
头的一口老井，每逢旱季井水干涸，
村民们只能翻山越岭到几公里外的
中课镇螺蛳河背水，来回一趟就要大
半天时间。现在，勐梭镇螺蛳河自然
能提水工程宛如一把钥匙，为这个村
落打开了崭新的发展之门。

里拉村距离西盟县城 16公里，
气候条件适宜种植蔬菜，但由于缺
水，村民长期以来只能依靠季节性雨
水种植作物，产量低且经济效益差。
缺水问题不仅制约了农业生产，还影
响了村民的日常生活。由于缺乏稳定
的水源，村民不得不依赖山泉水或雨
水，水质难以保障，人畜饮水安全问
题突出。

产业兴旺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
础和关键，近年来，西盟县不断补齐
产业发展短板，做好产业项目“填
空”。上海市黄浦区对口帮扶西盟
以来，坚持情系边疆、力聚边民、尽
己所能。在了解到里拉村的用水难
题后，一项旨在解决村民用水困难
的工程——西盟县勐梭镇螺蛳河自
然能提水工程应运而生。

西盟县勐梭镇螺蛳河自然能提
水工程总投资 1289.38万元，其中申
请上海市对口援建资金 1090万元，
县级整合资金 199.38万元。新建取
水口 1座、自然能泵站厂房 1座，安
装配水管 18.3 公里、热镀锌钢管
18.6公里，建设动力引水管排气阀
井 1座、放空阀井 1座、扬水管放空
阀井 1座等，供水规模达每天 500立
方米。2024年 10月，西盟县勐梭镇
螺蛳河自然能提水工程建成并投入
使用，将水源源不断地从低处引向
高处，实现了“水往高处流”。

自然能提水工程的建成也带动
了当地冬农反季节蔬菜种植产业发
展，对于蔬菜种植户来说，这是一场
及时雨。以往由于缺水，蔬菜种植只
能小规模进行，产量和质量都难以保
证。现在有了充足的水源，村民们可
以更有效地扩大种植面积，引进优良
品种，实现科学灌溉。

勐梭镇螺蛳河自然能提水工程
不仅解决了里拉村 375亩蔬菜种植
用水，还彻底解决了里拉村 17个村
民小组共 732户 2590人的人畜饮水
问题。

目前，西盟县共有6个自然能提
水点，覆盖勐梭镇秧洛村、里拉村，力
所乡力所村、图地村，翁嘎科镇班弄
村、龙坎村等地，为1.2万余人提供了
便捷的饮水条件。

本报记者沈浩
通讯员魏妮楠刘智华

“分红大会快开始了，快点收拾
好出发吧。”马龙区马鸣乡新楼房村
村民杨国林一边忙着穿外套，一边
催促着妻子刘国瑞，两人收拾好后
便怀着喜悦的心情赶往马鸣乡新楼
房村委会 2024年土地入股股民分
红仪式现场。

签字、按手印，领取分红现金，
分红仪式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前来领取分红的 300余名村民难掩
内心的激动。杨国林拿着钱开心地
说：“村集体经济发展好了，我们每
年都有盼头。今年领到了 4.5万元，
太高兴了。”

2019年以来，新楼房村委会积
极探索“党总支+公司+合作社+生产
组+农户”的联产联利联管新机制，
把群众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规划，实
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全村资源、资金及产业不断优
化。截至目前，新楼房村委会通过集
中土地发展产业的模式，全年可种植
烤烟2275亩，青花、辣椒等蔬菜2000
余亩，西瓜 300余亩，秋荞 600余亩，
百合花500余亩，青贮玉米200余亩，
收益可观。村里土地入股的村民们得
到的分红逐年递增，村集体经济不断
壮大。

“我以前虽然有 45亩土地，但
都是零散分布在各处，有十七八块
地，耕作成本、劳动力成本很高，
就算全部种完赚的钱也不多。”杨
国林说，“现在我返租的 30 多亩
地，集中连片，有利于发展种植且
大大降低了各项成本。去年我种
了 30 多亩烤烟，卖了 17 万元左
右，烟后又种了一些青花菜，收入
也很可观。”

如今，在新楼房村，像杨国林这
样的新农人有很多，他们学习农业
新技术、新理念，在自己致富的同时
也积极为周边乡邻和合作社出谋划
策，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现在，我
每年租种土地的收入和分红的收入
加起来比以前高很多。在家乡发展
我自己的事业，不仅收入有了保障，
还可以照顾老人、孩子，有时候还能
为村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我
很满足。”杨国林说。

马龙区将以新楼房村的成功经
验为契机，结合全区实际，不断探索
新型农业发展模式，提升农业规模
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水平，让更
多的新农人敢闯、敢干、敢创新，在
家乡留得下、稳得住。

本报记者张雯通讯员何龙生

每天清晨，满载绿色农产品的冷
链车从祥云县刘厂镇松梅村出发，沿
着平整的公路驶向各地市场。近年
来，祥云县通过党委统筹、支部领建、
群众参与，共建“四好农村路”，一条
条连接千家万户的农村公路如同银
丝带，编织着乡村振兴的幸福图景。

祥云县坚持村民自愿、民主决策
的原则，发动党员群众积极建言献
策，为公路建设议好方子、出金点子、
拓新路子。面对山区地形复杂、建设
资金紧缺等问题，以“四下基层”工作
法破题，把政策讲明、把道理讲通、把
账目算清。针对部分地区地质条件恶
劣、行驶路程过远、大型车辆难以进
入等特殊情况，因地制宜分析研判，
将建设供料方式由供商业混凝土变
更为供干料现场拌和，严格把控拌和
质量，在充分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兼
顾好道路施工质量。

祥云县探索建立“1+10+N”技术
服务体系，即县交通运输局负责统筹，
局领导班子成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分组
包片指导 10个乡镇，N名党员示范户
带头建设，实现路基调型、路面养护等
关键工序标准化。2025年规划建设的
34个项目 54公里自然村通硬化路工
程，通过群众投工投劳、企业供料支
持、政府技术指导的共建机制，将每公
里建设成本控制在31万元以内，较传
统模式节省资金逾 2500万元。目前，
2025年 3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项
目已完工 17.42公里。2021年至今，全
县 3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设总
里程已超过400公里，农村公路“毛细
血管”网络覆盖率大幅提升。

祥云县积极探索“公路+产业+旅
游”的融合发展模式，建成8条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10个乡镇级客货邮快递
分拣服务站、107个村级寄递物流综
合服务站。米甸镇自羌朗村通过“四好
农村路”串联起万亩核桃林与电商服
务站，步入产销快车道。祥云县农村客
货邮融合发展示范县创建后，快递配
送时效由3天缩短至1天，村级快递单
价下降17%，惠及群众40余万人。

本报记者秦蒙琳
通讯员杨思伟李世祖

近日，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石头乡四
华村首届钓鱼大赛开赛，80名垂钓爱好
者在青山绿水间挥竿竞技，尽享田园野
趣。通过探索“钓鱼+产业+农旅”的融合
发展模式，这个昔日闭塞的山村正焕发
出勃勃生机。

清晨，四华村的鱼塘水面泛起粼
粼波光。参赛选手们屏息凝神，专注地
盯着浮漂。在为期 3天的赛事中，选手
们在村内 8个鱼塘展开角逐。此次赛事
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成为四华村展
示自身资源禀赋的窗口。“我们村拥有
250多口鱼塘。举办大赛就是希望盘活
这些资源，让更多垂钓爱好者认识四

华，带动村民增收。”石头乡四华村党
总支书记和凤全介绍。

“村民们的热情让人印象深刻，他们
制作的火腿、江边辣以及杂锅菜都别具
风味。”参赛选手何瑛杰由衷赞叹。

精彩的钓鱼比赛仅仅是四华村产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村依托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桑蚕养殖、机耕服务、
兰花种植等产业齐头并进。

在位于四华村委会龙华村民小组的
玉龙河畔水乡农场开发有限公司，返乡
创业的大学毕业生杨丽蓉正在现代化的
蚕房中忙碌。这家成立于 2016年、采用

“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运营的企业，

已成为当地桑蚕产业的龙头。
“我2023年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家

乡，投身养蚕业。去年我们新建了智能蚕
房，效益显著提升，同时带动了 11户农
户共同发展。现在，桑树种植面积已达
100多亩，产值超过 60万元。”公司负责
人杨丽蓉充满信心地说。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更多赛事及
活动，吸引游客来到四华，沉浸式体验
我们的田园风光和地方美食，让乡村
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展望未来，和凤
全信心满满。

本报记者李铁成
通讯员赵丽军文/图

寻甸县联合乡构建中药材多元发展体系——

高山深谷 药香弥漫
本报记者张雁群

防风摇曳着翠绿的枝叶，林下天麻在松针覆盖的土壤中悄然生长，育苗大棚里

嫩苗整齐排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联合乡的田间地头正铺展着别样的风景。

当地紧扣生态优先、多元发展定位，以市场需求为牵引、科技赋能为引擎，推动传统

中药材种植向现代化全产业链跃升。目前，全乡1.58万亩药田年产值超过1.5亿元，带动

558户农户年均增收1.6万元，昔日贫瘠的山地正蜕变为富民强村的“绿色银行”。

面对传统种植品种单一、抗风险能
力弱的困境，联合乡党委带领产业专班
历时半年调研，走遍全国七大药材市
场，最终形成《中药材产业发展五年规
划》，确立大宗筑基、道地提质、高端破
局的发展路径。

在落水洞村标准化防风基地，种植
户过去种玉米亩收不足 2000元，现在
改种防风，企业提供种苗技术，合作社

包销，亩产值达 4万元。这样的蜕变源
于“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创新模式。目
前，全乡已建成 500亩防风基地，带动
300余户农户增收。

联合乡聚力将高原生态优势转化
为竞争力，在轿子山腹地打造道地药
材带。农技专家驻点研发的覆膜滴灌
技术，使续断、天门冬生长周期缩短
30%，干品价格高出市场三成；在磨鲁

姑村，200亩仿野生天麻示范基地亩产
值超过 24万元，林药共生模式实现生
态与经济双赢。

“传统农业+现代科技”在深山里迸
发出创新火花。面对野生冰球子濒危的
现状，乡政府联合科研机构建成智能化
植物工厂。通过环境精准调控，实现全年
循环生产，亩产值跃升至 48万元，为珍
稀药材产业化开辟全新赛道。

在联合乡，科技赋能贯穿中药材全
产业链。

在凹子村育苗基地，集成“基质穴
盘+物联网监测”技术让种苗成活率达
95%以上，今年全乡优质种苗实现自给
自足；在田间，“无人机植保大队”穿梭作
业，通过多光谱分析精准施药；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使化肥用量减少 30%；标准化

操作规范覆盖 85%种植区域。落水洞村
种植大户李建国感慨：“手机成了新农
具，数据成了新农资。”

当科技创新成为重塑产业的关键变
量，青年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正成为撬
动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乡政府实施“双
百计划”培养科技人才，外聘省农科院专
家组建技术服务队，内育 150名职业药

农。2024年科技特派员驻村指导期间，
组织种植户赴文山、普洱等地考察学习，
一批批青年人才成为中药材产业发展的
重要支撑。

经培训成为技术骨干的“90后”返
乡青年赵明永说：“现在种药材要懂生
物特性、会数据分析，我们就是新时代
的药农。”

晨曦初露，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腊
普河畔的金色田畴泛起微光，错落有
致的傈僳族民居升起袅袅炊烟，“逸
乡里”民宿在晨雾中若隐若现，为这
片充满生机的乡野增添了几分雅致。
这处承载着“90后”青年和泽丽夫妇
创业梦的民宿，背后藏着金融“活水”
精准滴灌的故事。

2022年春天，在县城工作多年
的和泽丽与丈夫和胤，望着家乡变
化心生感慨，毅然辞去工作，决定
回到塔城镇启别村，在老宅打造

“逸乡里”民宿。“当初就想让城里
人也尝尝我们这里‘枕着溪流睡’
的滋味。”和泽丽说。然而创业之路
并非坦途，她回忆起那年春天，和
丈夫蹲在老宅基上画设计图时为
资金犯愁的场景仍记忆犹新：仿古
木构造价超预期、太阳能空气能系
统成本高，资金缺口让梦想蒙上了
阴影。“那段时间整夜对账，连预备
搞养殖的钱都垫了进去，还是差一
大截。”和泽丽的话语里，藏着创业

初期的焦虑。
正在和泽丽一筹莫展的时候，

中国农业银行迪庆分行驻村工作队
走访了解情况后迅速行动，为其办
理“惠农 e 贷”30 万元。这笔“及时
雨”让民宿建设重回正轨，2023年 4
月，“逸乡里”顺利开业。两年多来，
民宿打出口碑，不仅带动周边 6户
农户增收，今年“五一”假期，营业额
超过了3万元。

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
施，让乡村既是乡愁寄托之地，更成
了青年逐梦的舞台。农行迪庆分行顺
势而为，聚焦青年创业群体，以“惠农
e贷”“乡旅贷”等产品为抓手，构建
覆盖文旅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体系。
截至目前，该行已向塔城镇487户农
户投放贷款 8512万元，让金融“活
水”精准滴灌乡村创业沃土，助力一
批像“逸乡里”这样的项目扎根生长，
让更多青春梦想在乡村热土绽放。

本报记者贡秋次仁
通讯员立青拉木

金融“活水”润泽返乡创业梦

农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贷后回访。本报通讯员余绘良摄

留在家乡也能致富

远眺四华村远眺四华村。。

祥云县——

打造“四好农村路”
畅通乡村微循环

农文旅融合激活山村经济

上海市黄浦区帮扶西盟县——

提水工程惠万家

7月9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
民医院远程会诊室里，一场跨越数百
公里的诊疗协作正在进行——当地医
生携手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专
家，为一名 87岁、合并多种基础疾病
的患者制定方案。“远程会诊避免了患
者长途奔波，助力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昆医附二院妇科主任杨丽华的
话，正是耿马强化专家团队建设的生
动体现。

这种“专家团队+”赋能效应，不
仅体现在医疗领域，更在田间地头开
花结果。盛夏的耿马，稻田、蔗园、坚果
基地生机盎然，科技服务队成了农民
的智囊团。

为破解农业技术落地难题，耿马
构建“专家团队+科技服务队”体系，
组建 5支特色产业服务队。院士及省
市级农科专家组成智库攻关技术，县
乡骨干与本土“田秀才”下沉形成县乡
村三级网络。2025年以来，已谋划方
案 5个、实施重点项目 8个，开展培训
360余场次惠及1.2万人次。

耿马县依托云南农业大学和省农
科院专家，推广优质稻、玉米新品种及
精量播种等技术，单产稳步提升。旱地
优质稻、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等模式助
农增收。

专家开出“良种+全生物降解膜+
全程机械化”药方，耿马甘蔗产业突破
瓶颈。服务队推广“云蔗 08-1609”等
良种及配套技术，2024至 2025榨季，
全县甘蔗农业产量 253.58万吨、产糖
量 31.62万吨，创历史新高。坚果基地
里，依托邓秀新院士及多所院校专家，
服务队边研究边推广核心技术。贺派
乡种植户赵军生说：“按专家要求做，
坚果产量翻番。”2024年全县坚果产
量达3.05万吨、增幅40%，成了助农增
收“金果果”。耿马县还同步推进“智慧
农业”，轨道“小火车”、无人机等现代
化应用让传统农业向精细化转型。

“专家引领、服务队下沉‘双轮驱
动’，既打通科技进村通道，又架起民
生服务桥梁。”耿马县工业和科技信息
化局负责人说，耿马将持续深化服务
体系，让科技造福边疆民生。

本报记者吴沛钊
通讯员袁雨霏李荣

耿马县——

专家团队联动
科技造福边疆

坚果科技服务队开展技术培训坚果科技服务队开展技术培训。。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李荣李荣 摄摄

产业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