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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屋村
悬崖下的新故事

海拔近1400米。
这是黔西市新仁苗族乡的一处高点，站

在此处俯瞰，眼前是著名的“百里乌江画
廊”，蓝天、白云映衬之下，墨绿色的群山向
远方无限延伸。正是丰水时节，乌江上，一
艘船打破宁静，从绿色的水面上缓缓荡出，
背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水线。

左手边，是红色的鸭池河大桥，建成时
以 434 米的高度排名世界第五位。脚下，是
一片新建的露营基地，几十个白色、棕色的
帐篷搭在绿色的草地上，这个可以俯瞰“贵
州的母亲河”乌江的地方，吸引着众多城里
人开车前来。

当地人手指数百米高的悬崖下，有一片
陆地伸进河道中，陆地最中间有个水窝。人
们把这里叫麻窝寨。这是曾经的化屋村所在
地，村里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连一条通
往外界的路都没有，更别说屋子漏风漏雨、
没水没电。

视线更远方同样是一片水面上的陆地，
不同之处是，那里密密麻麻排布着一些漂亮
的小楼，硬化地面将村子同外面的世界连在
一起。这就是箐口新村，34 户人家、159 口
人全部搬离麻窝寨后，在此拎包入住政府建
好的新家。

要海拔直降 500 米，沿山路过 28 道弯，
才能来到化屋村。2021年2月3日，农历新年
之前，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化屋村考察调
研，亲切看望各族群众。

如今，这个曾经极度贫困的村子，在悬
崖之下唱起了自己的“致富经”。

苗绣产业带头人杨文丽，正在接待黔西
市老年大学的几位阿姨。7 月，一个全国性
的合唱比赛将在黔西举办，作为当地合唱团
成员，她们希望能展现出最美的一面，便决
定来化屋村定制民族服装。

在网上，化屋村的苗绣更是拥有诸多
“粉丝”。直播间里，杨文丽和绣娘们几乎每
天都在直播，从最初的三个月不开张，到如
今最多时一天营业额高达 8 万元，来自化屋
村的民族特色产品，越来越受欢迎。

村民赵玉学家的二层小楼里，张贴着两
张照片。一张叫“昔日麻窝寨”，黑白照片
上，是曾经破败的老房子，歪歪扭扭地支撑
着，混乱不堪；一张叫“今朝安居园”，高大
的二层小楼粉刷一新，成为一家人宽敞明亮
的居所。

一楼，摆满了当地特色美食黄粑。名声
越来越大的化屋村，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前来，这个用粽叶包糯米黄豆面做的小吃，
也成了人们来村里必尝的美食之一。

老赵两口子永远不会忘记，正是在自己
的新家里，习近平总书记亲手包了一个黄
粑。总书记笑着说：“祝你们今后的日子过得
更加幸福、更加甜美！”

2 金银山
统一战线助力打造幸福家园

2018年 7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
指示中指出，统一战线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
支持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在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发挥好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制度优势。

统一战线对毕节发展产生的影响，我们
在调研采访中感受十分深刻。

赫章县，一处过街天桥连着两个社区，
一个叫金山，一个叫银山。

晚上八点半，金山社区楼下厂房依然灯
火通明。还有七八个人在这里加班加工出口
国外的衣服。工厂负责人向记者感慨，因为
是计件算钱，所以一天干几个小时都行，但
大家喜欢多干点，多为家里赚点钱。

这里是赫章县金银山易地搬迁社区，是
全国70个万人以上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之一，共安置搬迁群众 2697 户 13612 人，其
中95%为脱贫户。

如果不是“光彩生活空间”的墙上贴了
一系列“困居深山”照片，人们已经很难回想
过去的生活了。毕竟，前后差异实在太大——
如今社区里的基础设施多种多样，即便在北
京的小区里，也很难找到如此丰富的品类。
这一个小小社区，早已成为统一战线在党的
领导下支持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的典范之作。

比如孩子们的“金银山少儿活动中心”。

这个由台盟捐资援建的地方，有 15000 册藏
书和设计感极强的阅读空间，还有可以自由
浏览科学信息的计算机。更让人惊讶的，是
这里有几台3D打印机，其中一台以进口巧克
力为原材料，打印出来的东西，可以一口吃
掉，吸引着孩子们天天前来探索。

中央统战部挂职干部、赫章县副县长叶
斌告诉记者，中央统战部针对赫章县易地扶
贫搬迁点后续扶持工作痛点问题，根据中央
单位定点帮扶工作部署，充分发挥统一战线
优势，牵头打造光彩车间、光彩幼儿园、光
彩生活空间、光彩桥等配套设施，并统筹协
调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
党、九三学社、台盟等党派力量，积极探索

“地域+领域”创新帮扶模式，在金银山等社
区聚力打造易地扶贫搬迁幸福家园。

崭新的幼儿园、“党建+积分”数字社区
综合治理服务平台、就业中心……漫步社
区，统一战线为群众服务的用心，体现在点
点滴滴的细节中。

“您好！我叫阿慕，今年 11 岁了，来自
中国贵州省赫章县。这是我妈妈亲手绣的彝
族吊坠，象征着平稳与安定。希望收到礼物
的您身体健康、幸福安康。”

这封信，出现在一份“赫章礼物”的盒
子里。在社区里，绣娘们制作出民族特色文
创产品，配合少儿活动中心孩子制作的包装
盒，作为礼物送往国外，用“非遗出海”的方
式，向世界讲述着中国“脱贫攻坚”的故事。

“我们送给世界的礼物，背后更凸显着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制度优势。”叶斌
向记者感慨。

3 古胜村
岩溶山区走上绿色发展路

“穷得只剩石头。”
过去，一提到黔西市素朴镇古胜村，人们

就是这个印象。这里是毕节的东大门，与贵阳
隔山相望。在这个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山
区，人们曾经为了生存，向山要地，陷入了“越
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每年汛期，雨
水带走稀薄的土层，石头就会裸露出来。村
民甚至自嘲，“我们这个地方石头会开花”。

但如今，无论在山下远望还是从山上俯
瞰，树木郁郁葱葱、林间瓜果飘香。一年到

头，水果几乎不断——玛瑙樱桃、五星枇
杷、甜桃、杨梅、酥李，种类繁多，果林已
近2000亩，年产值高达1000万元。村里通了
路，修了码头，买了游船，盖了新房，泉水
引入了村民家……

今昔对比，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顾
问、中科院地理所教授王旭在村头石碑上撰
文感慨，“基层党支部与村民同心协力完成脱
贫振兴之举，气盖山河，其发展路径可供岩
溶山区借鉴示范”。

前后如此巨大的差异，原因也许在村史
馆陈列的一沓沓论文和专著里。

2006年，毕节试验区专家指导组以“喀
斯特岩溶山区循环农业试验”为课题，将古
胜村确定为绿色发展的试验田，并制定了

“高海拔自然恢复，中海拔退耕还林，低海拔
种经果林”的绿色发展思路，为古胜村因地
制宜打造了一套石漠化修复方案。

陈列柜里，《岩溶山区农村发展研究与科
技示范》《毕节：生态文明先行区》《开发扶
贫 生态建设》《国家科技部星火项目课题总
结报告：毕节试验区古胜村熔岩山区农业应
用技术科技示范》 ……几十年来的一项项专
著、报告，见证着这样一个中国故事——中
国最顶尖的科研群体，在最基层的一个山村
里，数十年如一日地探索着一种因地制宜的
发展模式。

村子发生的巨大飞跃，答案也在当地干
部群众的艰苦奋斗里。

回想起过去近二十年带领群众奋斗的经
历，村支书冯长书戏称，村两委班子都成了

“五皮干部”——“真是硬着头皮，厚着脸
皮，磨破嘴皮，饿着肚皮，走破脚板皮。”如
今，绿水青山回报着当初的奋斗。

这是在中国才会发生的故事，中国专家
们也自觉将这样的探索置于更大范围之内考
量。在 《全球视野的毕节试验区发展研究》
一书中，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常近时感慨，在
世界各国各地区共同面临人类可持续发展的
大问题之际，“毕节试验区的成功经验也具有
全球性意义”。

村史馆里挂着很多图表，用事实诉说着
多年来当地经济总量、贫困发生率、村民人
均年收入、外出打工人数占劳动力比例等诸
多变化。其中一个让村里人颇为骄傲，那就
是从 2006 年到 2022 年，从村子里考出了 87
名大学生，而且数量不断递增。隔断贫困的

希望，就在眼前。
展览的最后一面墙，是乡里干部拍的村

民肖像。年龄最小的是一个刚学会说话的孩
子，最大的则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这面墙上
的每个人，脸上都绽放着花开一般的笑容。

4 贵航新能源
返乡的人才变多了

张力中是毕节本地人，如今他在家乡工
作。这几年，返乡工作的毕节人多了起来，
在他手底下工作的就不少。

在位于毕节高新区第一产业园的贵州贵
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人事经理张力
中带着本报记者从一期走到三期。一期、二
期每个厂房中，车间都一派繁忙景象；三期
厂房正在安装、调试设备，未来这里将有一
条日产20万只倍率圆柱锂离子电池生产线。

贵航新能源成立于2015年11月，由国内
最早的锂电池企业之一航天电源集团出资设
立。这里生产的电池，最终用途十分广泛，
可以装在移动电话、储能、笔记本电脑、数
码相机、MP3、MP4、蓝牙耳机、电子烟、
玩具、航模、新能源汽车等诸多产品上。

“我们工厂的大客户很多，比如大多数主
流手机品牌都采购我们生产的锂电池。现在
就算每个车间都开足马力，也总接到国内外
催促发货的电话。”张力中告诉记者。

龙头企业有很强的带头作用。其中的重
要一环，体现在对就业的带动上。

贵州向来是劳务输出大省，而毕节有
950多万户籍人口，约占全省的1/5，在外务
工人员最多时达到 189 万人。家乡没有合适
的工作，年轻一代人只好“孔雀东南飞”，到
东部发达地区寻找机会。这 5 年，随着毕节
全力打造示范区，仅毕节高新区目前就已经
聚集了贵航新能源、清华同方等17家高新技
术企业。很多毕节人回来了。

如何将人口资源变成人力资源、人才资
源，也成为毕节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是要有一技之长，特别是年轻
人。”毕节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池涌分析，产业
发展其实是与职业教育相辅相成的。他们选
择的方式之一是，主动对接东部政行企校资
源，开展校企双元育人订单班办学。

2017 年 9 月，毕节职业技术学院与广州

港集团制定了校企双元育人订单班实施方案
并签订合作协议，开始了东西部协作校企合
作的办学实践。5 年多后的今天，学校已有
合作企业18家，合作专业18个，订单班数量
52个、学生1896人，其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占
比达80%。

“我们相信，通过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可以持续为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
提供人才支撑。”池涌说。

数字记录了毕节人才资源的变化。目
前，毕节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达 83.4万人，比
2017 年增加了 34.67 万人。这其中包括，
9293人取得专业技术职称，实施职业技能培
训 6.3 万人次，评选认定“毕节工匠”1.03
万人……

“周末开车就能回家。”曾常年在东部地
区新能源行业工作的蒙晓云感慨。在新能源
领域打拼多年的他，在2017年得知毕节高新
区发展锂电池产业后，毅然回到家乡，如今
他已是贵航新能源的质检部经理。

5 河泉社区合作社
每个人都是主人翁

拿起香菇包装盒，副乡长张开琴跟盒子
上的代言人长得一模一样。

“以前我是驻村干部嘛，天天跟大家
‘泡’在香菇大棚里，后来卖东西的时候，就
成了免费代言人。”说起往事，张开琴发出爽
朗的笑声。如今，这位在毕节赫章县双坪乡
分管农业的副乡长，还天天跟老百姓“泡”
在香菇棚里。

墙上挂着几个字，“河泉社区党支部领办
村集体合作社”，下面还贴了个绿色的香菇，
边上写着“泉边菇”。字和图都贴得不太工
整，张开琴解释，是老百姓自己贴的，没舍
得花钱喷绘。

说起合作社，大家说的全是细节。
最早，是一家外省企业在村里投资了

100 多个香菇大棚，运营仅两年后就决定退
出。这时候村里和乡里犯了难，当初承诺给
老百姓的脱贫致富项目这样无疾而终，以后
再有好项目，老百姓还参加吗？思量再三，
大家一起决定成立合作社，由村两委成员带
头，领着脱贫户和部分普通村民一起干。

有了合作社，大家表现出了更强的主人
翁意识。菇大棚上贴满了胶布，篷布早就破
了，大家不舍得扔，修修补补又能用一年；
给菌棒消毒的锅炉旁摆了张床，需要烧锅炉
的时节，老百姓整夜睡在这里，确保万无一
失；合作社购买处理菌棒的扎口机时，因为
节省成本没有多花4000元配传送带，老乡们
心疼菌棒老往地上掉，自己用木头和布料做
了缓冲区……

乡长赵紫学感慨，每次来村里看合作
社，都会被老百姓感动，他们看到垃圾会自
己打扫，看到栏杆倒了会抢着扶起来，加工
车间、冷库、香菇分拣车间、烘干车间等设
施得到了很好的爱护。“每个人都把合作社当
成了自己的。”

就这样，从2020年开始，合作社一步一
个台阶往前走。第一年就盘活了 10 个大棚，
第二年盘活了92个大棚，第三年盘活了全部
128个大棚。

这还不算，合作社还为“泉边菇”申请
了有机认证。做到这一步可不容易，说起认
证时严苛的程序，大家依然感慨不已。但这
个被两山夹着的村子，有着生产有机食品得
天独厚的条件。

最近正是出香菇的季节。走在大棚里，
一点发酵的异味都闻不到，大棚被打扫得干
干净净。采菇大棚里，传来阵阵山歌声。看
到记者出现，正在采摘香菇的妇女们停下歌
唱，笑作一团。

“明天我请你吃冰激凌。”一位农民大姐
对张开琴说。

“赚钱啦？”张开琴问。
“昨天发了 1 万多元。”大姐笑着回答。

然后，她给本报记者指了指一朵香菇，长得
硕大不说，还绽开了花纹。“要都是这么大的
菇，还能挣更多钱呢。”

7 月 12 日这天，几辆来自外省的卡车在
合作社外等待已久。但是合作社的香菇订
单，已经排到了 7月 14日，每天订单都应接
不暇。小小山村里的香菇，会被运往云南、
四川、广西、陕西等多地。合作社的社员们
合计着，得多建一批大棚了。

唯一有点“烦恼”的是张开琴。这位代
言人说，大家伙“威胁”她不许减肥，“不然
香菇长不胖都怪我”。

从试验区到示范区

看毕节五年的五个视角
本报记者 马跃峰 刘少华

从试验区到示范区

看毕节五年的五个视角
本报记者 马跃峰 刘少华

2018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着力推动绿色发展、人
力资源开发、体制机制创新，努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

毕节市曾是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典型。198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
验区，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目光深远的反贫困试验。30多年来，毕节试验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2020年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如今的毕节，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普遍贫困到全面小康、生态环境从不
断恶化到明显改善的重大跨越。

从试验区到示范区，几字之差，对当地人来说却意味着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近日，本报记者深
入毕节市多个县区调研采访，从不同视角看这个蓬勃建设中的“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新能源产业园里，工
作人员在光伏板组件生产线上作业。 罗大富摄 （人民图片）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新能源产业园里，工
作人员在光伏板组件生产线上作业。 罗大富摄 （人民图片）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铁匠乡处卓村，孩子们走在上学路上。
罗大富摄 （人民图片）

毕节乌江百里画廊风景毕节乌江百里画廊风景。。 毕节市委宣传部毕节市委宣传部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