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深处，草甸与溪水交织相伴，白
云之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塔城镇巴珠
村坐落在海拔近3000米处，一幅产业蓬
勃、生态如画、人心思进的乡村新图景，
正在云端生动铺展。

巴珠村是迪庆藏族自治州森林覆
盖率最高的行政村，达 98.2%。近年来，
巴珠村依托资源优势，以项目为抓手，
积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子，以良好生态环境助力乡村振兴迈
上新台阶。

村庄旁，连片的藏玫瑰花田等待
采收，空气中弥漫着玫瑰花香。“每年
采收之际，都有游客前来赏花。藏玫
瑰不仅可以卖出个好价钱，也可以

‘看’出个好价钱。”巴珠村党总支书
记余春林说。目前，全村种植藏玫瑰
150 余亩，村内已形成玫瑰花瓣加工
产业链，可实现年加工玫瑰花 100 余

吨，产品涵盖藏玫瑰原汁、玫瑰酒、玫
瑰干花、藏玫瑰茶等。

每到松茸采摘季节，巴珠村村民总
是伴着微光走进山林。村民阿仲头灯的
光束在茂密的树林间跳跃，“以前挖松
茸，大小好坏都往一个筐里扔，好东西卖
不出好价钱，心疼也没办法。”阿仲边熟
练地清理菌根泥土边回忆。

“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要按规
定采摘才能长长久久有菌子挖。”阿仲口
中的规定，是巴珠村为让有限的松茸资
源实现可持续采摘和利用，提出推广的
规范。每周三、周五为保育期，村民不得
进山采摘；采摘期，每天 12时前要结束
松茸采摘；在村里收售松茸的个体户签
订不收3厘米以下童茸的承诺书。

有序采摘，永续发展。村民和收购
商遵守着规定，松茸的品质越来越好，村
民的收益也越来越高。2024年，巴珠村

村民靠松茸采摘增收 286万元，户均增
收1万元。

“绿色是巴珠鲜明的颜色，更是发展
的底色。我们不仅要守护绿水青山，更要
在良好生态中走出一条巴珠振兴路。”余
春林介绍，目前，巴珠村形成了松茸采
摘、藏玫瑰种植、中药材种植、牛类养殖
4个百万级产业。“我们目前还在考察规
划，计划围绕村庄设计一条徒步路线，让
更多游客走进巴珠，感受巴珠，也让村民
增收有方，丰富业态。”

玫瑰绽放，松茸飘香，这个云端村庄
正诉说着产业与生态互促共荣的生动故
事。产业从零散单一转向聚合多元，生态
从索取无序转向坚定守护与主动增益，
思想从“靠天吃饭”转向“守绿成金”——
巴珠村的三重蜕变，清晰勾勒出绿色发
展的乡村实践路径。

本报记者殷洁

清晨，温暖的阳光洒在文笔村蜿蜒
的彩虹路上，路旁的夕地咖啡馆已开门
迎客。透过巨大的落地窗远望，洱海泛着
细碎金光，苍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夕地
咖啡馆店主李东翰来自丽江，10年前他
第一次来到这里，就被这片山海风光深
深吸引。如今，他的咖啡馆因绝佳的观景
视野已成为热门打卡点，也见证了文笔
村从传统渔村到网红村的华丽蜕变。

文笔村位于大理市海东镇最北部，
面朝洱海，远眺苍山。10年前，这里偏
远落后，打鱼务农是大多数村民的生活
来源。10年后，一条近 3公里长的绚丽
彩虹路贯穿全村，道路两旁仙人球、鸡
蛋花等沙生植物蓬勃生长，游客络绎不
绝，村内的民宿酒店、旅拍店、餐饮店也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蝶变从路开始。”文笔村党总支副
书记赵所花道出了发展起点。村里以综
合治理为抓手，积极整合资金提升基础
设施，修复老环海路文笔段，铺筑连接环
洱海公路贯通文笔村山脚至山顶的主干
道，解决了长期以来的交通瓶颈，并对进
村道路进行亮化彩化，打造特色景观带。
同时，实施了生态修复、风貌整治、巷道
改造等项目，拆除违建、规范停车秩序，
乡村“颜值”大幅提升。

有了硬件基础，治理与服务也同步

跟进。在彩虹路核心位置，文笔村党群服
务驿站成为服务村民和游客的新窗口。
村党总支创新基层治理，依托“全科网
格”体系，组建了党员先锋队和服务小分
队，常态化开展“宿事联办先锋行”等活
动，将服务送到一线。为推动文旅产业发
展，村里专门成立了民宿客栈联合党支
部和文旅产业发展平台联合党支部，探
索实践“党组织+民宿+农户”、党组织领
办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机制，搭建起服
务民宿客栈、收集社情民意的桥梁。

2024年4月，文笔村成立强村公司，
由政府、村集体和社会企业共同持股，对
全村文旅项目进行整体策划、招商引资、
开发运营和管理。盘活村内的建设用地、
闲置林地及环海路边固定车位等资源，
建设游客服务站、微型消防站，购置游客
观光车，并聘请专人负责交通疏导和保
洁，有效提升了旅游接待能力。村民们也
通过房屋出租、自主创业、就地就业等方
式大幅增收，村集体收入更是从2022年
的11万元跃升至2024年的80余万元。

随着旅游热度持续升温，当地依山
而建的民宿、见证山盟海誓爱情的旅拍
点等新业态火速“出圈”。“00后”村民许
霄敏锐捕捉到家乡巨变中的商机，回村
经营了一家集住宿、特色餐饮、目的地婚
礼、音乐沙龙等于一体的综合文旅空间，

8间特色海景房即使在淡季入住率也能
稳定在 50%以上。“村子变化巨大，游客
越来越多，我们对发展很有信心。”许霄
说。在村子的另一头，白族姑娘杨红霞辞
去工作，在村里开起了扎染体验店。目
前，她已与7家酒店达成合作，并计划今
年 8月在村里再开一家分店，让更多人
感受指尖上的蓝白艺术。

文笔村积极打破地域界限，通过“旅
居+咖啡”模式，与邻村在环海路沿线共
同打造特色咖啡营地集群；通过“旅居+
艺术创作”与石头村共享资源，已吸引
29名国内知名艺术家落户海东片区，形
成了“文笔激发灵感创作、石头提供静谧
定居”的独特生态，促进了区域人才集聚
和联动发展。

如今，文笔村已成为充满活力的旅
居村，拥有民宿客栈、餐饮、婚拍旅拍等
各类经营户 118家，2024年接待游客 40
余万人次，吸引全国各地近600人旅居、
创业。

本报记者李丽

芒发村民小组距景谷傣族彝族自治
县县城仅3公里，整洁的村道、错落有致
的傣家小楼，点缀其间的绿植花草，处处
透着清爽与活力。昔日的甘蔗地旁建起
了餐厅；闲置的老宅被改造成富有傣族
风情的农家乐和网红小店，生意红红火
火。一个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傣味美
食、研学教育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田园
综合体正在加速成形。

今年，村里引入景谷县传统的“采
花泼水节”，并设置分会场，创新设立
充满乡土气息的“咖啡杯”农民运动
会。稻田里，欢笑声此起彼伏，徒手摸
鱼、稻田抓鸭等趣味活动让村民们走
出家门，在协作与竞技中增进情谊，充
满傣族风情的“泼水狂欢”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体验。

芒发村民小组党支部趁热打铁，精
心打造了集文化、美食、娱乐于一体的

“芒发周周火喃咪”主题活动品牌。每到
周末，村寨便化身欢乐的海洋：傣族象脚
鼓敲起来，孔雀舞跳起来，特色美食的香
气弥漫开来，非遗技艺展示、特色手工艺
品市集让游客流连忘返。

“我们把自家小院改造成农家乐，主
打傣族特色菜，现在平均每月收入上万
元。”返乡创业开农家乐的徐迎宸说，原
来她和丈夫在外开店，现在回家开餐厅，
比原来在外奔波强。接下来，她还想扩大
餐厅面积，接待更多客人。

近 3个月，“芒发周周火喃咪”主题
活动带动芒发村民小组接待游客超过
6000人次，集体经济收入 2万余元，“周
末经济”为全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

的真金白银。
有了环境的“底子”和文化的“引

子”，芒发村民小组党支部开始谋划
更长远的产业“盘子”，决心让集体
经济的筋骨更壮、村民致富的路子
更宽。芒发村民小组立足村组实
际，精心规划产业布局，盘活周
边耕地资源，大力发展“菜篮
子”工程，建成规模化种植基
地。目前，小组种植西瓜 213
亩、茄子 99.6 亩，年产值达
500余万元。

一大早，村民周红梅和寨
子里的几位妇女同胞就在景谷
顺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茄子
基地里忙活。“每天务工收入100
元，当天结算，我已经做工30多天
了。”周红梅高兴地说，以前这片地
只种一季玉米，每亩收入1000元左
右，现在租给公司，每亩租金 1500
元，其余时间还可以在基
地里打工，收入比
原来高了很多。

曾经普通
的城郊傣寨，
人居环境焕
然一新，传统
文化焕发生
机，特色产业
蓬勃兴起，一幅
产业兴、百姓富、
乡村美的画卷徐徐
展开。

本报记者沈浩 通讯员周洁

艳阳倾洒，泸西县午街铺镇万亩
梨园碧色欲滴，几个月前“银装素裹”
的梨花，已悄然蜕变为圆润饱满的梨
子，颗颗鲜嫩多汁压弯枝丫。梨园内，
果农们采摘梨子、分拣装箱、搬运装
车，幸福的欢笑声此起彼伏。

“午街铺镇高原梨品种丰富，有早
白蜜、金花、雪花等多个早中晚熟品
种，早熟品种 6月抢先上市，各品种陆
续成熟，采摘将一直持续到9月上旬。”

“梨代办”王忠林正在梨园内忙碌着，
一边替收购商分辨梨质量的好坏，一
边替果农们争取合理收购价格，为产
销双方解决了“老大难”的问题，促成
更多供需对接。

泸西县种植高原梨已有40余年历
史，种植规模、产量、产值均位居全省
第一。过去，梨子规格不统一、包装不
统一，保鲜时间和果子品质等都成了
收购难题。农户大多缺乏市场意识，需

要花费大量时间寻找收购商，影响次
日摘果，收入也不稳定。

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午街铺镇
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推动党
组织领办“梨不开”合作社，吸引当
地返乡青年、有一定经商头脑的种
植户加入，积极发挥“梨代办”人
熟、地熟、市场熟的优势，推动传统
产业走新路、焕新机。梨农、购买商
从“两头混乱”转变为“购销顺畅”，
高原梨价格同比上升 5%以上，雪花
梨实现近 10 年最好价格，梨农户均
增收 1.5万元。

“去年我一个人就对接了 20余名
客商，最多的时候单天交易高原梨 50
余吨。”王忠林说，每年自己经手的年
交易量可达 3000吨左右，代办劳务费
20余万元。来自上海的水果收购商王
爱林说，在“梨代办”的帮助下，6月开
始，每天都要收购 20吨梨发往沿海地

区，成熟早、口感好、味道甜的泸西高
原梨深受市场好评。

目前，“梨不开”合作社吸纳专职
“梨代办”50人，在他们的努力下，泸西
高原梨从远在深山无人识，转变为远
销到上海、广东等地，出口越南、泰国、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热门水果。去
年，午街铺镇高原梨产量 12.25万吨，
实现经济收入3.5亿元。

以此为契机，午街铺镇着力建设
“家门口的就业孵化园”，通过“合作
社+‘梨代办’+N种工人”的模式，由“梨
代办”根据业务量雇佣采买、分拣、包
装、装卸工人，形成 10至 100人不等的
产销团队，直接带动午街铺镇及周边
乡镇 5000余人在家门口就地就近就
业，有活干、有钱赚、有盼头的产业新
貌为当地稳定就业和经济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本报记者黄翘楚通讯员王俊玲

夏季，走进泸水
市六库街道段家寨村委

会的山沟坡地，核桃、花椒、
柑橘枝肥叶厚，满眼皆是绿。
180亩村集体林地，土鸡成群

满山走。“土鸡市场稳定，价格好。大
家要提高养殖管理技术，争取卖出更
多的土鸡，增加收入。这是我们结合段
家寨土鸡养殖实际，提出的7种鸡苗防
疫技术……”在村集体土鸡养殖基地，
街道农技人员正给养殖户上养殖技能
培训课。

段家寨地处高黎贡山山腰，林地
广、坡地多，植被茂密。这几年，村里依
靠离城市近、交通便利的优势，以“山
林集中放养+村民零散家养”模式，发
展土鸡养殖。如今，村里 90%的村民养
殖土鸡，年生产土鸡 3万多只，村民有
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村集体经济也逐
年壮大。“我们土鸡养殖已有一定规

模，积累了成熟的养殖技术和经验。”
段家寨村党总支书记赵金富介绍。

“基肥要足，枝条长了要及时修
剪。树冠太高就要改矮。这样通风透
光，果子好看、甜度高，卖得好。”广袤
的坡地上，一片片柑橘树绿意盎然。种
植户们三五成群，一边听农技人员讲
解柑橘管理技术，一边施基肥、修枝剪
叶，为明年的丰收忙碌着。

段家寨种植了350多亩沃柑，其中
80多亩已进入盛果期，年产量 200多
吨，不仅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也让段家寨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有
了源头活水。

“林地养土鸡，坡地种柑橘。现在
的日子，就像柑橘一样香甜。”段家寨
村村民胡银忠说，特色产业让很多村
民实现了致富梦想。

经济来源拓宽了，家底厚实了，村
民种一棵树、增一片绿、栽几盆花、美
一片天地成为新风尚。

村民和玉忠家新建了两层楼房，
一楼有卫生间、停车位；二楼庭院宽敞

洁净，兰花、杜鹃、玫瑰点缀其间，如花
园般美丽。“日子好了，环境更要好才
行。”和玉忠说。

过去，村民施学军日子过得很是
艰苦。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开展一对
一挂联帮扶，带施学军到柑橘基地务
工，通过传帮带方式教他技能。如今，
施学军学到了柑橘管理技术，既勤快
又吃苦耐劳，村民都喜欢喊他去帮工，
日子越过越好。

“村里几乎没有闲人，大家不是忙
着养鸡、管理橘树、打扮庭院，就是外
出务工挣钱。”赵金富说，党的政策好，
群众内生动力足，村里一年一个样。

新风拂沃野，乡村展新卷。段家寨
17个自然村、21个村民小组全通硬化
路，452户农户60%以上建起了两层楼
房，村级集体经济一年一个台阶，道路
修整、捐资助学等公益事业有钱干、有
人干。村里，党员干部争着干事创业，
群众抢着学技能发展产业，大家过上
了更美好的日子。

本报记者李寿华

和美乡村展新颜
多元业态聚人气

昔日渔村 出彩蝶变大理市文笔村

““梨代办梨代办””在收梨在收梨。。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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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笔村文笔村。。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李丽李丽摄摄

巴珠村民晾晒的玫瑰花巴珠村民晾晒的玫瑰花。。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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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傣寨 焕然一新景谷县芒发村

云端村寨云端村寨 守绿生金守绿生金维西县巴珠村 销售变革 梨出深山泸西县午街铺镇

产业富民 日子更甜泸水市段家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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