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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遍山原白满川。”
今日的甘洛乡村已经美
成了诗中的模样。

通村水泥路修到了
家门口，青山绿水间农家
小楼气派十足，田地里村
民们正在为今年的丰收
耕耘，农家小院里种上了
花和蔬菜，一片生机盎然
……新时代的甘洛新农
村 ，处 处 都 是 新 的 气
象。

时代的故事，写满了
甘洛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甘洛：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
□ 汪福顺 曹澜 陈国盼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胡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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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凉山工业凉山 系列报道——甘洛篇

山，还是那片山，地，还是那片地，但甘洛县
两河乡秀水村的生活却有了大变化。现在的秀水
村，已经是甘洛县的“乡村名片”，发展蔬菜种植
业、养殖业、农业生态旅游业……村里家家户户
都忙得不亦乐乎。

“勤劳致富”一年四季总“有得忙”

秀水村位于甘洛县西北部，平均海拔 1600
米，属二半山高寒地区，距离县城27公里。

5月 15 日，当记者来到甘洛县两河乡秀水
村时已是下午两点半，当日温度达到了 36摄氏
度，从田间走上来的村长何福银卷起的裤腿还
来不及放下，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我们村主要的收入就是靠这 200 亩的蔬
菜，以种植芹菜、辣椒、菠菜、大蒜、西红柿、莴笋
为主。”何福银告诉记者，种蔬菜就是勤快人的
活儿，从种植到收割再到销售，每个环节都来不
得半点马虎。

对于现在的秀水村来说，家家户户都是种
菜小能手，什么时候种什么，种植期间注意些什
么都已经了然于心。

“村里有 85 户家庭，285 人，很多年轻人都
愿意留在村里搞农业，目前最大的难题是村里
耕地面积有限。”何福银指了指田间说道。

“绿色生态”有口碑不愁“没销路”

“我们村优质丰富的水源为无公害蔬菜种
植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地里施的都是农家
肥，蔬菜绿色健康，销路自然也跟着好了。”何福
银说，除了家家户户形成勤劳耕种的风气外，村

里大力推广发展的错季蔬菜和无公害蔬菜也是
大家致富的“门路”，加上便捷的交通和蔬菜种
植合作社的建立，为蔬菜的输出提供了有力的
条件。截至目前，全村蔬菜年总产值高达 120万
元，人均蔬菜种植收入可达5084元。

“这是刚从地里采摘的菠菜，大概有 150
斤，清洗后就等着菜贩子来运了。”在村口洗菜
棚洗完菠菜的村民江应清笑着说道，村里从选
种到种植，再到销售，早已形成一条产业链，现
在只要自己勤劳点，供两个孩子读书和家庭日
常的开支没有多大问题。

“创新模式”致富路“越走越宽”

除了以蔬菜种植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外，
秀水村还开展了“种植+养殖”相结合的发展模
式，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农业生态旅游业，让全村
的致富路越走越宽。

以种促养，带动养殖业发展。秀水村蔬菜基
地的发展为养殖业发展提供了饲料资源，通过

“种植+养殖”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推动养殖业的
发展。目前，秀水村共有以养羊、养猪为主的规模
养殖户4户，养殖农场两个，家庭农场一个。

“阳光农家乐和花果山农家乐现在已成为
了秀水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种植业和养殖业
的发展，推动了生态旅游业的兴起，带动了农家
乐的发展。心思活络的秀水村村民把畅销的绿
色生态蔬菜种植作为特色，开起了农家乐，生意
一天好过一天。

勤劳致富，是秀水村最为真实的写照；村民
勤劳的“浇灌”，让这里每一寸土地都创造出了
价值。

甘洛县海棠镇正西村，位于甘洛县城西北
方向，距县城50公里。

贯穿全境的海棠至蓼坪公路，畅通了对外
的交通；落户在这里的海棠产业园区铅酸蓄电
池集中发展区，让正西村多了“工业”的印记。

在“工业园区”的标签之下，借助工业园的
区位优势，正西村翻开了时代的新篇。

移民安置点
好政策让村民“留下来”

“勤劳俭朴者，处处可生财”“住房的时候不要
忘了森林；吃粮的时候不要忘了土地”，走进甘洛
县海棠镇正西村园区安置点，每一栋小楼的外墙
上都印有这样彝汉双语的标语；安置点随处可见
的3D文化墙，“写满”了大家对新生活的期许。

一排排漂亮的砖瓦房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
格外靓丽，屋外的空地被勤劳的村民们用栅栏
围住，种上土豆、白菜、茄子等新鲜蔬菜，满目皆
是乡村田园的惬意。

“移民安置点的政策好啊，电视机都是国家
送的，我们只管舒舒服服住新房。”走进村民阿
木巫呷家，拨开门口彩色的线帘，走进宽敞明亮
的客厅，客厅里沙发、电视、电冰箱等家具家电
一应俱全；两层小楼装修得很漂亮，房间里都贴
上了壁纸显得很是精致。

“现在就业机会也多，外出打工的人都回来
了。”依托工业园区位优势，正西村不断加大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引导农民到园区企
业务工。同时，免费为务工人员提供政策咨询、
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帮助他们解决
务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说起现在的新
生活，阿木巫呷一脸笑意，家里的两个孩子都在
镇上读书，他在工业园区做点零工，家里还养了
近30头牛马，一年下来能有7万元左右的收入。

家里挂着腊肉可以吃到来年，幸福的生活让他
长出了“幸福肥”。

现在，像阿木巫呷这样留在村里的人越来
越多了。

抓特色产业
好发展让村民“富起来”

正西村共有7个村民小组，聚居着彝、汉、藏
三个民族，有农户319户，总人口1562人，劳动力
885人，2012年工业园区建设移民搬迁132户，分
散安置88户，集中安置44户。2016年正西村正式
脱贫摘帽。拔除了“穷根”，还要种下“致富”的希
望，这样才能让村民们真真正正的富起来。

“2018年，村集体收入从以往的单纯出售砂
石转型为以种植蓝苍术和入股乔升酒业多种形
式发展。”按照规划，村里发展了蓝苍术项目，
100亩蓝苍术项目让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畜牧
业也发展起来，大中型养殖户越来越多，建起了
村民合作社，不断改良的绵羊牧种让牲畜出栏
率和商品率不断提升。

眼看着地里的蓝苍术在精耕细作下长势喜
人，圈里的绵羊在精心饲养下体质健壮，村民致
富的劲头更足了。

今日的正西村，宽阔的水泥路修到了农户
家门口，村里实现了入户路全覆盖；村里的民俗
活动坝子建起来了，每天都充满了村民们的欢
声笑语；农田水利设施越来越先进，农民的生活
条件和质量不断提高。

为了培养造就守法纪、有文化、懂技术、会
经营的新型农民，正西村还积极组织农民参加
县、乡党校举办的各类培训班，充分利用本村党
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培训资源，以先进实
用农业技术和务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
加强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增
强农民科技致富能力和自主创业能力。

古文村位于甘洛县东南部的石海乡，坐落
于奇峰云雾之间。

从县城出发，要穿越12公里的万亩梯田，经
过6公里的悬崖公路，才能走进这风景如画的古
文村。这是甘洛大地上的一片沃土，似有“仙气”
滋养一般，这里有云雾缭绕的山峰，生机盎然的
绿树，还有庄稼地里勃勃生长的农作物。

让人沉醉的不仅是眼前这一片片醉人的
绿，还有村里两个支格阿龙的美丽传说和 2017
年脱贫摘帽后，村民们怡然自得的美好新生活。

最美——
山水田园间写满传说

走进古文村，这里像是一个遗落在时间之
外的世外仙境。静谧的小村子，颇有些让人“惊
艳”的意味：干净整洁的民居，从悬崖峭壁飞流
而下的山溪，茂密的植物……美丽新村的模样
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这里是一个有 4个村民小组 364户 1904人
的彝族聚居村。村里有形象的“膝盖跪印”“指甲
堆”“脚板印”，对面山崖上神奇的“夫妻树”“宝
剑岩”；还有两个支格阿龙的故事传说，一个关
于孝道、一个关于爱情。因为这些奇怪的地形地
貌和美丽的神话传说，让村子变得更加神秘、更
加美丽、更加令人向往。

在这样的山水田园之间，村民们是勤劳的，地
里的玉米、洋芋和蔬菜因为细心的管理都长得特别
好。在这样的山水田园中，村民们自然也是幸福的。

“2017年脱贫摘帽，房子越住越好，生活越
过越有滋味。”截至 2018年 5月，古文村精准扶
贫建档立卡户 128 户，650 人已全部脱贫，家庭

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3725元。村里易地扶贫搬迁
111户，456人，目前已入住72户，284人；彝家新
寨17户，82人，已全部入住；D级危房41户，189
人，已全部入住。

致富——
上下齐心脱贫奔康加速度

“基层党建助力精准脱贫奔康。”脱贫奔康
不能盲目，要找到“主心骨”，要上下一心。为此，
古文村结合实际，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
织优势；充分发挥各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因地制宜确定示范工程项目，大力发展养鹅党
员示范工程，养鹅 3000只、种植花椒 500亩、建
设完成“专业合作社+党员示范基地”等党员示
范工程，引领贫困群众自发发展产业。

通过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村民们的思维得
到进一步改变，参与感、获得感得到进一步提升，
脱贫积极性和信心都上升了，脱贫攻坚社会氛围
明显增强，脱贫致富成为了大家共同的话题。

“授之以鱼更要授之以渔”。产业发展是助
农增收的根本，古文村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
和产业特点，着力围绕核桃育苗基地与核桃种
植，积极鼓励和支持扶贫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特
色产业，增加群众收入，加速脱贫步伐。

同时，在帮扶单位甘洛县公安局和驻村工
作队的大力帮扶支持和引导下，古文村实施“支
部+合作社+贫困党员+贫困群众”“一户一策”
精准扶贫，大力推进以购代捐，大力实施养殖周
期短、见效快、价格高的本地种养殖业项目，帮
助他们掌握实用技术、培育特色产业，拓宽致富
路子，提升致富能力。

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新房、一条条平坦整洁的
入户路、一个个家门口的“微田园”……你很难想
象，这里曾只是一个“赛马场”。近日，记者来到甘洛
县阿尔乡眉山村，白墙蓝瓦的别墅式民居与刚冒新
芽的青花椒交相辉映，房屋背后的山上种着核桃、
柴胡、桑葚，4月份，村民们还领取了劳务工资，这一
切，让村民们对以后的日子充满希望。

“缺啥补啥”基础设施不断“跟进”

眉山村地处甘洛县阿尔乡东南部，距离甘洛
县城23公里，全村辖4个村民小组，423户、2012
人，其中贫困建卡户216户1136人，是甘洛县20
个极度贫困村之一，也是绵竹市定点帮扶村之一。

走进村里，一条条水泥路直通农家，一栋栋
漂亮的“小别墅”外村民正在休息聊天，平静而
祥和。往村子里走，正中心处几间黄墙红瓦的房
屋很是显眼。“这里是绵竹市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工商联执委等筹资 120余万元，正在修建的
眉山村幼儿园,现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5%。”皮肤
黝黑的眉山村支部书记阿尔建军带领记者参观
了幼儿园，四间宽敞的教室，室内为木地板，室
外是塑胶跑道，孩子们还可以在活动室里用微
波炉加热从家里带来的饭菜。

“农村里的娃娃，教育更不能放，穷什么不
能穷了教育。”以前村里只有一个临时幼儿园，
设施设备极为简陋，现在修好的幼儿园，5月底
投入使用，全村的孩子都可以在这里上幼儿园。
除了幼儿园的建设，完善提升村卫生室、图书阅
览室及村级办公活动场所也是加快基础配套设
施建设的一部分。

“以心交心”把村民当“家人”

“这个片区是 2016 年完成的 64 户贫困群

众易地扶贫安置房,已全面入住，第二批 101户
2018 年 5 月底入住，第三批 46 户的安置房 9 月
底全面入住。”刚从产业园区回来的眉山村驻
村队队长孙宜波说到村子里的变化嘴角露出了
微笑。

“从前，村民们都散居在高山上，住的都是
土墙房，出行与孩子读书都是问题。”孙宜波一
面介绍着村里的情况，一面和村民热情地打着
招呼，他早就和村民熟悉了，把这里当成了自己
的家。

“我们每天早上 6点起床，走村入户帮助村
民们解决困难，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今年4月
才来到眉山村的潘阿衣说，看到眉山村一天天
的变化，他打心眼里高兴。

“多方给力”家门口一样把钱挣

谁说挣钱就一定要背井离乡，在眉山村，村
民们在家门口一样把钱挣。

目前，眉山村引进绵竹帮扶企业投资项
目资金 700 余万元，构建“专合组织＋贫困
建卡户＋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建立核桃种
植和药材种植示范基地，现有核桃 500 亩、
柴胡 1000 亩、果桑 180 亩的种植基地，为村
民免费提供技术指导，采用租用贫困建卡
户土地、优先招聘周边贫困户务工等方式，
为当地村民增收。

除了产业的支撑，“借猪还猪”项目在眉山
村也得到了当地村民的“点赞”。目前，投入24万
余元开展借母猪还母猪项目，已发放250余头母
猪与11余吨饲料。

“现在日子真的好了很多。”这是村民们共
同的心声。在脱贫路上一步一步向前走，眉山村
村民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尝到了生活的

“甜”，日子一天比一天有盼头。

正西村：百亿工业园区下的“田园新村”

古文村：脱贫奔康 让生活更美好 秀水村:打好“生态牌”走上“致富路”

眉山村：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甘洛县海棠正西村新貌（宋恩 摄）

正西村通村硬化路建成使用（宋恩 摄）

古文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一角（宋恩 摄）

海棠工业园区正西建设区

绵竹市援建的眉山村幼儿园（宋恩 摄）

秀水村菜农们正在采摘蒜苗准备出售（宋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