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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川县州城镇老赵村曾是一个以
煤炭生产为主的资源型村落。近年来，
随着煤矿资源的枯竭，老赵村在辉煌
数十年后进入发展低谷，不得不谋求
转型发展之路。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老赵村
实现了从地下煤矿资源经济到地面
绿色生态经济的转型，生态环境大
有改观。

水泥路蜿蜒向前，房前屋后整洁
干净，田间地头果蔬飘香，一年四季绿
美如春……如今的老赵村，俨然一幅
美丽乡村画卷。谁能想到，数年前老赵
村还深陷在因过度开采煤炭资源而带
来的一系列生态问题之中：池塘不蓄
水，山体下陷，山脊开裂；煤车进出，村

子里处处残留着煤灰……
2016年老赵村陆续关停煤厂，至

2020年整体关停。村民不仅没有了在
煤厂工作带来的收入，由煤厂带动的
蔬菜销售、百货销售、餐馆经营等产
业也逐渐衰落。老赵村的产业转型迫
在眉睫。

经济转型，要转到哪里去？新的收
入来源又在哪里？老赵村的答案是：
大力发展特色种植，激活绿色产业，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说干就干，老赵村紧紧抓住乡村
振兴的战略契机，形成了山上植林子、
山腰种果子、山下菜篮子、村中绿场子
的美丽乡村发展格局，人居环境得到

全面改善，村庄更美丽、更宜居，走出
了一条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以前，村里很多青壮年都在村里
煤厂上工作，收入虽然高，但工作环境
很差。现在，村子环境好了，青壮年都
在村里发展柑橘、葡萄、莴笋、番茄等
果蔬种植产业，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
过得更舒心了。

原本因煤厂关停而静谧的老赵
村，如今已告别“黑色经济”，乘着乡村
振兴战略的东风，拥抱着“绿色未来”，
重新洋溢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老赵
村的村民也成为了美丽宜居村庄建设
的参与者、受益者，幸福感、获得感不
断提升。

本报记者秦蒙琳 通讯员赵家福

近日，在香格里拉市格咱乡的草
原上，第六届松茸采摘节暨民间传统
赛马节活动热闹举行。选手们英姿飒
爽，骑着高大的骏马在草原上驰骋，引
起观众的阵阵喝彩声。蓝天白云、青山
绿水和迎风奔跑的骏马，构成了一幅
美丽的生态画卷。

格咱乡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林下经济是一大亮点。格咱乡的松
茸白净、紧实、匀称，营养丰富，深受
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为实现松茸产
业的持续发展，在松茸采摘季，格咱
乡经常组织群众讲授松茸采摘要
点。如今，不采摘童茸、采摘后保护
好菌窝等共识已深入格咱乡群众的
心中。“这样做很有好处。菌窝每年

都会长出松茸，村民们只要记住菌
窝，固定去采摘，再恢复原样就行
了。他们相当于有了个‘松茸银行’，
每年去‘取钱’就行了。”香格里拉市
建塘镇居民张德海笑着说，“我们外
人去根本找不到。”

除了丰富的林下资源，格咱乡还
拥有美丽的自然景观。格咱乡浪都村
的无底湖湖水纯净，吸引了不少游
客，2024年日均接待游客 800人，给当
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为保
护好自然资源，格咱乡认真执行限制
无底湖每日游客量的措施，并迁出原
本设在无底湖边的牧屋。浪都村村
民、无底湖景区负责人袁志明介绍：

“我们希望能保护好生态，让无底湖

成为一个‘聚宝盆’。”
今年以来，格咱乡乡级河长共巡

河 170次，村级河长共巡河 680次。开
展三次清河行动，共清河24公里，清理
垃圾 15吨，有效控制了水源污染和农
业农村源头污染。召开宣讲会、张贴宣
传海报、发放宣传资料等，鼓励和引导
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
理，增强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目 前 ，格 咱 乡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87.71%，绿化覆盖率达85.22%。良好的
生态环境也给格咱乡村民们带来了可
观的收益。据介绍，2024年，格咱乡松
茸产量 500余吨，户均增收 3万元，是
迪庆松茸产量最高的乡镇。

本报记者彭少杰

大暑时节，走进南华县罗武庄乡
阿脑村，万亩梯田层层叠翠，稻浪翻滚
间不时有金鳞闪动。

7月初，416公斤稻花鱼苗被均匀
投放到 28亩阿脑村高标准农田示范
片区的稻田中，罗武庄乡 2025年稻渔
共作特色产业迎来新一轮扩展。县农
业农村局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操作，农
户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顺着水流
慢慢撒，鱼苗才能适应。”在田埂上来
回穿梭指导的畜牧水产推广技术员
不断叮嘱。

“现在田里不用打农药，鱼吃虫，
稻子长得好，鱼也能卖钱。”刚撒完鱼
苗的村民普翠萍笑着说，“这一季下
来，米香了，鱼肥了，守着田也能多挣

几千块钱。”
近年来，南华县依托独特的高原

立体气候和优质稻区资源，积极推广
稻渔综合种养模式，推动绿色产业提
质增效。截至目前，全县已发展稻渔共
作面积6000亩，覆盖300多户农户。预
计到今年 8月底，全县稻渔双收后，产
业综合产值将超过300万元。

生态种养催生出乡村经济新业
态。在阿脑村，“一田三金”的增收路
径正在形成：金色稻谷和鲜活稻花鱼
是直接收益；配套打造的“稻渔农旅
体验区”计划承接“摸鱼节”等活动，
预估带动旅游收入 20万元左右；经过
统一打造的绿色品牌，稻米价格提升
了约20%。

在稻渔共作核心示范基地，罗武庄
乡正同步推进“稳粮、优渔、兴旅”三位
一体发展。“我们通过统一鱼苗供给、集
中技术培训、品牌营销提升，带动每户
平均增收近4000元。”罗武庄乡乡长刘
刚介绍，“目前已建成游客接待点3个、
农家乐 4家。今后计划串点成线，打响

‘稻渔+农旅’区域品牌。”
田野里，水稻初抽穗，稻花鱼游弋

其间；田埂上，“稻渔农旅体验区”的标
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从一粒米到一尾
鱼，从一块田到一条产业链，罗武庄乡
正用稻渔共作这把“金钥匙”，解锁生态
农业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本报记者段晓宇通讯员马弋雯

向绿而行 美丽乡村绘新景

携手共护“松茸银行”香格里拉市格咱乡

精准治污绿色发展嵩明县牛栏江镇

稻渔共作蹚出新路南华县罗武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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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嵩明县牛栏江镇以生态
振兴为抓手，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人居环境提升等工
作，探索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
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牛栏江镇
常态化开展河道清理、植树绿化等行
动，累计打捞生活垃圾、水葫芦等
4500余吨，植树 4.5万余株，有效改善
牛栏江流域生态环境。同时，结合“长
江十年禁渔”行动，开展常态化执法，
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1200 人次，销毁
非法渔具 200 余副，劝退垂钓人员
600余人。

牛栏江镇打出生活污水、工业废
水、农业尾水“三水共治”组合拳。实
施“黑色消除”工程，重点整治农村生
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直排问题，封堵排

污口 7处。今年上半年累计投入 30余
万元开展清淤行动，发动 500余人次
清理河道 20余公里，清除淤泥及垃圾
8000 立方米，河道防洪能力显著提
升。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成
54个自然村污水治理。四营、崔家庄
监测点水质稳定保持Ⅲ类标准，水环
境质量持续向好。

牛栏江镇深入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打造重点提升村 2个、重点整
治村 5个。罗帮村以小切口、微治理
巧解乡村振兴“方程式”，实现堆砌
角落变花园；花窝村坚持党建引领、
群众参与，打造“石头秘境”，让村庄
增颜值、提品质、更宜居。牛栏江镇
成功创建 1 个省级绿美村庄、22 个
市级绿美村庄。聚焦改善庭院环境

面貌，打造美丽庭院 908户，实现“推
窗见景”。

牛栏江镇坚持生态农业发展方
向，多措并举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推
广测土配方施肥 2.7万亩，实施水肥
一体化 2万亩，化肥减量增效示范面
积达 1000 亩，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
2500亩。加强秸秆禁烧和地膜回收利
用，完成秸秆还田 3.6万亩、秸秆饲料
化利用 6000 吨，回收废旧农膜 117
吨，农膜回收率达 86.03%。开展清洁
田园专项行动，清理农业废弃物 200
余吨，打造“干净农田”。“嵩明雪莲
果”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通过治、管、护相结合，当地形成了生
态保护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的良性
循环。

本报记者龙舟

清晨，地处滇东北高山峡谷间
的盐津县兴隆乡保宁村茶园掩映在
云雾缭绕间，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
脾的清香。

保宁村多雾、潮湿的独特气候，为
茶叶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
而，曾经的保宁村面临着散户种植成
本高、销售渠道窄等难题，产业发展始
终受限。为突破发展瓶颈，保宁村党总
支深入调研市场和产业发展规律，创
新推行“村集体经济公司+企业+农户”
模式，由村集体经济公司统筹，统一采
购生产资料，大大降低了散户的种植
成本。同时，积极对接市场，统一销售
茶叶等农产品，拓宽销售渠道，为茶产
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多次组织党员和群众代表
外出考察学习，回来后认真研究分析，
结合保宁村实际，找到了一条可持续
发展路径。”保宁村党总支书记陈衍刚
介绍，由村集体经济公司统一负责采
购和销售，能提升茶叶等农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助力农民增收。“以前，茶叶
采下来后要拿到很远的地方去卖，价
格也不是很理想。合作社成立以来，由
合作社统一指导种植技术，茶叶品质
提升了，销路也不用愁了，我们只管安
心种茶。”村民李锐说。

在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保宁村
党总支始终坚持生态种植模式，将茶
渣和修剪下来的枝叶制成有机肥。这
一举措不仅减少了废弃物污染，更显

著提升了茶园生态效益。如今，青山
绿水间的茶园愈发葱郁，为产出高品
质的茶叶筑牢了根基。同时，绿色生
态农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产业链条持
续拓展，不仅有优质的“石门银针”绿
茶，还开发出独具特色的“滇味薯膳”
等产品，品牌效益日益凸显，产品畅
销全国各地。

2024年，保宁村生态农产品产值
超过 1200万元，通过村集体经济公司
分红，村民收入较上年增加了 500至
1000元。“以前收入低，日子过得紧巴
巴的。现在村里带着我们发展茶叶、蚕
桑等产业，收入增加了，日子越过越红
火。”村民张灯勇说。

本报记者沈迅通讯员张拯平

生态茶园富民兴村盐津县保宁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