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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美化街巷又可推广贩售的“上墙
花卉”让农民喜出望外，越来越多留守家
中的“宝妈们”当主播撑起了家庭经济的
半边天，“公司+农户”模式让3万多户茶
农吃下增收致富的“定心丸”，邻里守望互
助让村寨更加和谐……近日，中国城市报
记者在位于“美丽中国中脊带”最南端的
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惊喜地看到一幅

“群众更加富裕、环境更加优美、乡风更加
文明”的幸福乡村美好画卷。

2022年10月14日，腾冲市被农业农
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列入“国家乡村振
兴示范县”创建名单。紧接着，该市以创
建示范县为契机，统筹各方资源，动员社
会力量，广泛凝聚乡村振兴合力，高标准
建设39 个乡村振兴示范点；率先在全省
把6个抵边行政村建设成为现代化边境
幸福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冲在
乡村振兴最前沿。

基础设施大变样
人居环境美如画

“要想富，先修路”，乡村振兴也不
例外。

初夏的一个午后，中国城市报记者乘
车前往腾冲市西北方向、距城区50多公
里的猴桥镇乡村振兴示范点之一的猴桥
社区国门新村，一路平坦很快就到了。“以
前村里的路是土路，干天灰大，雨天路滑
泥泞，车辆出入少，更没有班车，村民去
20多公里外的镇上买生活用品全靠脚
走。由于交通不便，孩子上学、群众就医
也比较困难。”国门新村傈僳族村民余文
辉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现在，党和政府
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多，村里土路变成了坚
实的块石路，还有崭新的高速公路直达村
口，切实解决了孩子上学难、群众就医难
的问题。”

“过去，村民的生活用水全靠挑，村
里电站供电量有限，只能定时供电，还没
有通信网络。如今，家家户户吃上自来
水，又有稳定的市电供电，移动、电信网络
覆盖全村。”同村村民窦卫洪感慨地指着
一排排漂亮的村居说，大家都盖上了青砖
瓦房，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我们村子基础设施较差，大部
分是旱厕。现在，家家户户改建了卫生厕
所，寨子人居环境大变样。”国门新村傈僳
族村民蔡龙贵欣慰地说，房前屋后瓜果飘
香，生活越来越舒适了。

旱厕改造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必修
课。2022年，腾冲新建农村公厕748座，
改建公厕33座；建成农村污水管网351
公里，改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108786
座，已完成总农户数的90.13%；继续强化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目前，该市共建成乡
镇镇区污水处理厂（站）16座，建成镇区
污水管网95.89千米，乡镇镇区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覆盖率52.94%。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猴桥社区看到小
公园、路灯、洗衣亭等公用设施一应俱

全。“以夯实基础设施为出发点，把公共服
务、生产建设、美化亮化等项目作为全面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着力点，积极实施现代化边境幸福
村建设项目。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面完
成。”猴桥镇党委副书记蔡永明介绍，截至
目前，猴桥社区、胆扎社区和轮马社区3
个抵边村乡村振兴示范点的群众出行难、
吃水难、用电难、通讯难、上学难、就医难、
住房难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到2022年
底，3个抵边行政村31个村民小组全面达
到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标准。

“我们率先在全省把6个抵边行政村
建设成‘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
边疆稳、党建强’的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全
力补齐基础短板，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腾冲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董书稳
说，截至2022年底，该市实施各类项目
306个，考核的19项指标建设任务已完
成，边境地区边民富、边疆美、边防固的良
好局面得到持续巩固发展。

当中国城市报记者来到腾冲城区以
北、“火山之冠”打鹰山下的第二个乡村振
兴创建示范点——马站乡打云社区时，空
中传来喇叭广播的声音，使人仿佛回到了
上世纪80年代的村庄，内心顿时泛起一
股情怀与“乡愁”。

“社区村民仍习惯通过喇叭收听信
息，我们会在午饭后和晚饭后广播一些防
火、防疫、法律、农作技术等常规知识，有
紧急通知也会及时播报。”马站乡党委书
记李会放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记者边走边看到一幢幢房屋错落有
致，一条条水泥路整洁通畅；绿树遍布村
庄，街道两旁红花油茶含苞待放，村民院
内花卉盆景摆放有序。

“社区村民刚易地搬迁下来时，街巷

道路两边常堆满杂物。”打云社区党总支
书记段生东介绍道，该社区采取“社区‘两
委’干部、党员等负责包干、定期清扫，村
民自行包干门前屋后”的措施，组建“村
嫂”志愿服务队，将每个星期六定为本村

“环境卫生大扫除日”，并开展“最美庭院”
大评比活动，打造干净整洁的宜居环境；
同时，集中整治一期、二期搬迁点16米、8
米、5米道路乱堆乱放、车辆乱停乱放等问
题，确保每一条道路畅通、房前屋后环境
干净整洁，各式绿植、花卉层次丰富、季相
分明，村庄环墙一尘不染、整洁有序。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打云社区通
过“干部规划家乡”聘请专业团队对村庄
进行了重新规划，硬化道路2000平方米，
架设路灯220盏，环境绿化544平方米，
新植行道树红花油茶195株、银杏等其他
树种40株，18条街巷道路全部命名，社区
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改善。

董书稳表示：“要全面实施好‘乡村振
兴基础设施和产业振兴建设项目’，全面
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的短板，消除弱项。”

“农户+”书写致富经
产业振兴提质增效

“打鹰山下第一怪——花卉挂在墙上
卖。”地处城乡接合部的打云社区，既有便
利的交通条件，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村
民在家门口就能“生财”——院里养花、墙
外挂花，游客看中买走，村民就能获得收
入。“社区党总支制作墙体花架435个，与
群众形成有效的利益衔接机制，大大提升
群众的参与热情。”段生东指着墙上的花
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曾在外务工的打云社区居民段怀金
如今已回乡安心养花：“我每年买花、修剪

花能挣20多万元，工作得很开心，生活得
很踏实！”

“目前，社区里像段怀金一样主要发
展花卉产业的农户有68户，人均年收入
达8万余元。”段生东透露，为发展花卉产
业，社区“两委”积极申请资金建成了打云
社区花卉交易市场。10余户花卉种植大
户同城区绿化公司、曲石雅居乐公司形成
产业合作，社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腾冲
后花园”。

不光看着美，还得吃着香。下午6点
多，正值饭点，中国城市报记者走进打云
社区大坡头村的一家临街羊肉店，发现里
面已是客满。“遇上火把节等节庆时，一天
能卖掉十二三头火山黄羊，食客都得排队
等餐。我们都是现杀现做现卖，今天第三
头羊已卖完，正在卖第四头。”餐馆老板彭
安攀边介绍边带记者走进厨房，用勺子伸
进铁锅里捞起几根羊骨说，“我们用羊腿
骨从晚上到次日上午熬十三四个小时的
汤后调味，并加上自己炼的羊油炖现杀羊
肉，味道美极了。”

曾在外做厨师的彭安攀告诉中国城
市报记者，他们购入的火山黄羊是在打鹰
山上散养的，生长期慢，繁殖率低，成本
高，餐馆属于薄利多销。2019年6月，彭
安攀回到大坡头村开羊肉餐馆，年底纯收
入便达30万元左右；从2020年到2022
年，每年宰1000多头羊，每年销售额在
200多万元，纯收入达五六十万元。

“像彭安攀一样赚得盆满钵满的村民
们个个生活得‘羊羊’得意！”李会放向中
国城市报记者形容道，截至目前，大坡头
村14家羊肉餐馆与周围5个村、100余户
养羊大户签订羊肉订单，实现产销一体
化，为群众创收700余万元。

目前，打云社区逐步形成了以大坡头
为核心的花卉、餐饮两大主导产业，第三
产业从业人员达到800多人；2022年实
现总产值 234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2.58万元，超过腾冲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水平。

小河有水大河满。产业振兴让村民
致富的同时，也壮大了集体经济。2022
年，打云社区以梅园租金、餐厅租金、水费
收入、花卉交易市场租金、香蕈收入，使村
集体经济增收40万元。

李会放说，打云社区以“庭院经济+通
道经济”的发展模式带动群众致富增收，
打造“朵颐大坡头”乡村振兴示范点，形成

“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农
户”的花卉、餐饮、香蕈产业发展模式，实
现了村民收入和集体经济“双丰收”。

与缅甸接壤的猴桥镇3个抵边村，紧
紧依托土地、特色养殖种植、国门口岸、槟
榔江、傈僳族民族风情等特色优势，坚持

“一村一品”总体思路，以“农户+”模式推
进农旅结合同步发展。

在一片茂密的森林下，猴桥社区国门
新村村民余绍贵正蹲下身子查看刚开花
的草果：“在政府产业政策的帮扶下，我种
了110亩草果，今年长势不错，应该又有

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

聚力强能聚力强能，，争做乡村振兴争做乡村振兴““排头兵排头兵””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好收成。2022年我家仅这项收入就达到
了8万元。”他站起身边走边对中国城市
报记者讲，“我还开了宾馆，年收入9万
元。2022年家庭全年收入17万元，我家
5口人，人均3.4万元。”

在国门新村民族文化广场旁，西邻余
绍贵宾馆的便是同村村民余绍新租出去
给当地做贸易公司的房子。“年租金13万
元。”余绍新说自己家也种了100亩草果，
2022年收入达5万元。去年他的家庭总
收入为18万元，家里6口人，人均3万元。

在国门新村开了“清泉山庄”农家乐
的村民蔡林旗大老远便招呼记者进来坐
坐：“山庄菜品主要以时令蔬菜、本地小耳
朵猪、木瓜鸡、生鱼片、椿头煮鱼、炖鱼头
等特色菜为主。2022年山庄收入8万元，
加上4.5万元的草果收入，我家共收获了
12.5万元；4口之家，人均3万多元。”

目光转向弯担山龙雾睹，清澈的山
泉水从这里出发，通过管道源源不断地
流入猴桥社区三文鱼养殖场。“三文鱼养
殖场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公司’的运
作模式，由云南澳昌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鱼苗、饲料、养殖技术、管理人
员和销售渠道。”蔡永明介绍，2021年，
该养殖场养殖三文鱼达2万余尾，2022
年实现纯利润53.6万元，为集体经济增
加纯收入16.1万元。

政府带头，企业参与，产业振兴大有
前途。一壶高黎贡山生态茶热气氤氲，
浅酌啜饮甘醇鲜爽。腾冲市高黎贡山生
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亚忠动作
娴熟地温杯、冲泡、分茶，每天接待好几
拨茶农。

“做一杯放心好茶，保护好一方绿水
青山，让茶农生活富裕起来。”怀着40年
不变的创业初心，陈亚忠通过“农户+”敲
开合作共赢的乡村振兴之门，对不同区
域、不同村组、不同情况的农户，落实订单
收购、土地流转、基地联建、领办合作社、
整村帮扶、培训就业、爱心公益等多种产
业帮扶模式，让更多农户受益，铺好产业
致富路。

“目前公司已安排就业300多人，季
节性用工3000多人，带动茶农3万多户
10万多人增收致富。”陈亚忠说，“要让茶
叶产业成为腾冲市乡村振兴及老乡们舍
不掉、离不开的‘生命产业’。”

当中国城市报记者走进荷花镇甘蔗寨
立茵堂专业合作社院内时，听到3个紧挨
着的直播间内传出此起彼伏的带货声；

“叮、叮、叮”，客户下单声接连不断如珍珠
落玉盘……在这里，农民变主播，手机变农
具，直播变农活，数据变农资，时间变金钱。

“从上午8点至12点、下午2点半至6
点半，一天两场直播下来，我可以卖出
6000多元的产品。”昔日待在家里的“宝
妈”、甘蔗寨村民李雪芬是最早一批到立
茵堂工作的成员之一。自从去年6月经
培训成为一名正式主播后，她稳中有升的
收入，既能供两个孩子上学，又为家里盖
了新房，缓解了丈夫跑运输波动大的经济
压力，挑起了家庭大梁。

“每天成交2000多单，月销售额达
100余万元，光上个月合作社就发出了18
多万元的工资。”2019年返乡创业的立茵
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蔺如喜很有成就感，

“目前立茵堂有10名专职主播、4名副播、
4名专职客服人员、21名专职打包人员、
20余名流动生产人员，解决了甘蔗寨50
余人的就业问题；以‘网店+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引领农户发展
特色农产品种植650余亩，带动农户400
人就业；2019年至2022年分别为当地卖
出190万元、396万元、1014万元、1500
万元农产品及绿植产品。”

董书稳介绍，截至2022年底，腾冲市
19个乡镇（街道）上线录入了84家企业、
339家合作社，并同农户建立了“双绑”利
益联结机制。“双绑”带动农户通过订单收
购、土地流转、务工等方式获得收益，企业
绑定合作社，带动合作社盈利。

打出治理“组合拳”
多方携手促和谐

“以前，村民虽然也常来找村委会解
决各种大事小事，但村委会治理手段不够
系统化，解决问题效率不高。”打云社区村
委会原主任段兆旺说，新“两委”干部上任
后，经认真调查分析，打出三套“组合拳”。

有一天，两户村民因林地界址发生纠
纷闹到村委会。段生东请来法律援助人
员现场讲法，判明界址，止争息纷；同时，
该人员还为广大村民进行了深入的普法
宣传教育。这就是“法治组合拳”。

近年来，随着普法工作及相关活动的
定期有序开展，打云社区居民精神面貌和
环境安全系数均得到了明显提升。

婆媳矛盾、邻里纠纷曾经也是村里常
见的问题。“对此，打云社区党总支、村委
会联系‘仁义礼智信善孝’等文明观为每
条小巷命名，号召180余户农户家风家训

‘上墙’，将传统美德融入到村规民约、家
规家训当中；结合评比出的‘共产党员户’

‘光荣之家’‘十星级文明户’‘最美庭院
户’等荣誉，打造出了‘家风文化’‘公民道
德’等一批文化小巷，营造了诚信友善、孝
老爱亲、睦邻互助的浓厚文化氛围，达到

‘文化育人，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使乡
村文明焕发出新气象。”段生东介绍，这便
是“德治组合拳”。

百姓的事百姓定。打云社区新“两
委”干部自上任伊始，便确定了民主协商
的“自治组合拳”。按照“策由民商”“策由
民定”“策由民决”的原则通过《打云社区
协商议事制度》。社区成立了村庄环境整
治、花卉协会、餐饮协会、矛盾调解等自治
组织6个，形成有关制度40余条，促进了
村内环境质量的持续提升以及花卉、餐饮
行业的良性竞争。

村里曾经的“专职”家庭主妇们如今
加入了“村嫂”志愿服务队，积极发挥关系
协调、助困扶弱作用，成为打云社区乡村
治理中的一段佳话。

一大早，打云“村嫂”志愿服务队队长
刘俊华便带领队员们来到李大爷家麻利
地擦灰、拖地、洗衣服。李大爷早年因意
外事故导致下肢瘫痪，还患有冠心病和高
血压。“‘村嫂’们每周都会来看望我，给我
打扫卫生，请社区医生帮我做健康检查，
还陪我聊天让我开心。在我心里，她们已
经是我的亲人了，像女儿一样。”李大爷动
情地说。

“自2021年7月成立以来，我们这支
队伍已发展到34人，由女性党员、致富带
头人、社区老师以及村里日常操持家务的

‘姐妹’们组成。志愿者们利用自己的专
业技能和特长，开展关爱他人、帮助家庭、
服务社区的各类主题活动，截至目前已组
织参与志愿活动80余场次。”刘俊华表
示，她和姐妹们积极为群众解难题、办实
事、送温暖，每天都乐此不疲。

“有事找‘村嫂’”这句话常被打云社
区群众挂在嘴边。段生东说，农村妇女连
接着三代人，发挥好其柔性作用，激活了
乡村治理的“神经末梢”。

马站乡副乡长、妇联主席李清表示，
该乡深化“党建带妇建”，以“妇联执委+
群众”的模式，共组建10支巾帼志愿服
务队，充分利用妇女在社会家庭中的独
特作用开展社区服务工作，成为邻里守
望和帮扶救困的主力军、乡村振兴和共
同富裕的生力军，更好地展示基层妇女
的靓丽风采。

“疫情期间,厂房、工地停工停业。在
这种困难的形势下，你们为我们追回了工
地所欠的机械费、垫款购买的各种材料费
用，以及工资……”2022年3月24日，在
腾冲法院猴桥法庭的院子里，当事人大声
宣读感谢信后，把鲜红的锦旗递给了法庭
工作人员。

事情还得追溯到2021年10月的一
天，猴桥法庭法官在了解到相关纠纷情况
后，主动上前，问清事理。经过不懈的司
法调解，2022年3月20日，153万元案款
全部到账。

在乡村治理中，猴桥镇全面施行以司
法调解为托底、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相结
合的“三元解纷”社会治理机制，以实现长
治久安的目标。

近年来，腾冲市以被确定为云南省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试点县”为契机，制
定出台《腾冲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试点
工作方案》；通过实施“六项行动”，持续
推行“十户联防”邻里守望互助模式，充
分发挥党员联系服务群众作用，着力构
建“五治融合”的共建共治共享乡村社会
治理新格局。

据了解，在下一步的工作中，腾冲市将
继续统筹各方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凝
聚乡村振兴合力。目前，该市39个乡村振
兴示范点中有25个引入市场主体，有24
个创建为A级旅游景区，猴桥社区国门新
村、马站乡大坡头、清水司莫拉、芒棒云端
甘露、曲石镇清河社区下表院等示范点已
初具规模，并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腾冲市猴桥镇猴桥社区国门新村硬化的路面上座落着的美丽精致小公园。

叶中华摄

腾冲市荷花镇甘蔗寨立茵堂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主播正在直播带货。

叶中华摄

腾冲市猴桥

镇胆扎社区孙家

坝一景。

猴桥镇政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