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化觉镇东南部的前顺村，是金

沙县 35个乡村振兴示范点之一，也是化

觉镇致力打造的乡村特色旅游点。

前顺村环境整洁优美，富有现代气

息的小楼房星罗棋布，抬头可见乌江美

景，江边悬岩绝壁纵横交错，江水如丝

带环抱青山……一幅美丽的乡村田园

画，在你的眼前徐徐展开。

“近年来随着交通、民宿等基础设

施逐渐完善，江水治理有效，前顺村的

旅游潜力正在一步步开发出来。”化觉

镇副镇长吴林宁说。

他自豪地告诉记者，前顺村发展旅

游的底气来源有四个：一是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乌江画廊风光优美，前顺村

段地势平缓，视野开阔，具有发展旅游

产业的先天优势；二是深植本土的人文

条件。前顺村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村

寨，示范点核心区住户均为布依族，民

族文化底蕴深厚；三是便利的交通条

件。贵 （阳） 金 （沙） 高速通车后，金

沙得以融入贵阳、遵义一小时经济圈

内，客源有保障；四是用地条件良好。

经过前期调规，已规划项目用地不属于

基本农田、公益林、生态红线等用地禁

区。

有了底气做支撑，前顺村开始打造

专属的旅游“名片”。

依托当地布依族特色文化与乌江画

廊美景，前顺村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

设与乌江百里画廊特色旅游项目建设相

融合，修建布依族文化陈列馆、布依文

化广场、凉亭、林荫健身步道、布依寨

门，对该村 30多栋 （户） 布依族民居进

行综合改造、村庄环境整治等。2019 年

12月 31日，前顺村荣获“第三批中国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称号，成功打造出

“百里乌江如诗画廊·原乡古寨江滨布

依”的旅游“名片”。

这张“名片”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游赏，一位来自重庆的游客说：“这里

巴适得很！”还有游客在旅游网站留下

旅行笔记：“绕过重山，终于见到水，

眼前顿时豁然开朗，现场比图片更棒！”

“我们今天的房间已经订满了，平

时至少有一半的入住率，节假日不提前

几天打电话都订不了房间。” 11 月 24
日，前顺村“拾光不舍”民宿的老板王

志友告诉记者。

一年前，“拾光不舍”民宿开业，

主打高级江景房。提起民宿这一年的发

展，王志友笑着说：“一开始，不少来

这里旅游的游客其实没抱多大的期望，

以为这里更多的是噱头，来凑个热闹。

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实际感受到美景

时，他们都很惊叹，也非常喜欢。现在

是老客推荐新客来，新客来了又成回头

客。”

络绎不绝的游客，也带动了当地土

特产品的产量和销量。“布依族的苞谷

酒最受欢迎，很多外地人来不仅自己买

来喝，还要带走送人。”王志友告诉记

者，周边村民酿的酒销量被带起来以

后，一个月至少卖出 5000 斤苞谷酒，收

入可达 5万余元。

前顺村的旅游名片，让当地老百姓

信心倍增，也让农旅融合成为发展的新

路子。

现有的 3000 余亩经果林和优质蔬

菜，正逐步替代低效农作物；已布局的

林下养蜂、养鸡和养猪等产业，正稳步

发展……农旅融合，让前顺村的种养业

由粗犷型向精品化转变、升级，做到农

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

“目前前顺村的旅游资源只开发了

10%。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健全相关

基础设施，金沙建投集团已融资拟对民

宿进行改造，新建一批酒店，以及滨水

船屋、林中木屋、风情街区等项目。相

关项目及资金已基本到位，待县委同意

后，我们将加紧实施，高质量完成县委

交办的创建任务，努力将前顺村打造为

独特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吴林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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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力打造乌江画廊畔特色乡镇
——金沙县化觉镇有序展开乡村振兴建设见闻

化觉镇位于金沙县东南面，是四县八乡交界之地。

乌江水依山环绕，将化觉镇紧紧相拥。

便利的交通、优越的自然条件、已成形的产业，让化觉镇

站在一个四通八达的关口，在乡村振兴的路上乘风而起。该镇

结合实际，围绕“五个振兴”，着力塑造田园风光、田园建

筑、田园生活，建设美丽乡村、宜居乡村、活力乡村， 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两项工作有机

融合提供有效载体，为金沙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探索出可借鉴、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产业发展快，全靠车头带。近年

来，化觉镇借鉴塘约经验，实施“能人

带村”，在当地发展魔芋、蜂糖李、南

瓜、菊花等产业，让能人带头，引领群

众走上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11月 24日，记者来到化觉镇金马社

区山星利民农业专业合作社，看到务工

人员正埋头将魔芋挑拣、分类，不一会

儿，他们身边就堆积起两座魔芋“小

山”。

魔芋是山星利民农业专业合作社的

法人杨南刚带领发展起来的。在此之

前，杨南刚尝试过将各类蔬菜做成产

业，但最终收益都不理想。“我在 2018
年投资种植魔芋发展至今，规模从当初

的 300 亩增加到现在的 1100 亩。魔芋产

业市场前景发展好，食用、药用、化工

都在用，需求量很大，经济效益也很可

观。我们一亩地可产 3 至 4 吨魔芋，收

入 2万元以上。”杨南刚说。

有了稳定发展的产业，当地群众既

可以选择家门口就业，又可以选择参与

魔芋种植。

目前，化觉镇有 100 余人在山星利

民农业专业合作社长期务工，每月有

2600 元左右的稳定收入；200 余户农户

参与种植魔芋，种植面积达 5000 余亩，

合作社对其进行订单种植、保底收购。

“我今年才开始跟着种了 50 亩魔

芋，预计收入大概有 100 万，我觉得这

个收益很可观，很感谢杨南刚大哥愿意

带领我们一起发展产业致富。”金马社

区的居民杨南科说。

下一步，杨南刚准备升级产业链，

建立魔芋精加工厂，届时将再增加务工

岗位，进一步完善养殖、种植、精加工

的可持续循环产业链。

在前顺村蜂糖李种植基地，1300 亩

蜂糖李在冬季进入“休眠”期，它们正

积攒能量等待来年开春后开花挂果。

这片蜂糖李，是化觉镇引进的能人

周仕洪创办的贵州天彩休闲农业综合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发展种植的。

来到化觉镇后，周仕洪进行了一系

列的考察，发现平均海拔 850 米的前顺

村是蜂糖李生长的最佳海拔高度，具有

发展蜂糖李产业的独特天然优势。

发展蜂糖李产业，也为当地村民带

来了务工机会，让村民在自家门口就能

就业。村民纷纷表示：“能在家门口就

业太好了！”

“去年以前，前顺村的建档立卡户

基本都在基地务工解决了脱贫问题。我

们还从安徽聘请了两个技术人员在这里

分批次培训当地的务工人员，希望通过

这一片示范点，让整个化觉镇种上蜂糖

李。”周仕洪说。

在分红方式上，公司转变以往多数

产业和群众的“细账”算法，和群众算

“简单账”、“明白账”。将每亩所获得毛

利润的 20%分给群众，提高群众的分红

比例。同时，在村集体做好产业发展过

程中，给予村集体每亩 2%的股份，帮助

壮大集体经济。

“ 这 1300 亩 的 蜂 糖 李 价 值 上 千 万

元，村民用土地入股，享受 20%的利

润。我们利润一千万元，就有两百万元

分给村民。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土

地增值、村民增收的效果。”周仕洪说。

吴林宁介绍，下一步，化觉镇将以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紧紧围绕

“四新”主攻“四化”，由“能人”带

头，不断推动、完善当地产业发展，最

终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农民致富

的目标，让横亘在乌江边 36公里的化觉

镇成为乌江边的一个特色乡镇。

能人带产业 助力奔富路

每年进入 11 月中旬，化觉镇新民村

黄沙组的柑橘就开始成熟。11月 24日下

午，家住黄沙组的陈德先热情地前往半

山摘来柑橘招待客人。

上山的路崎岖不平，但陈德先早已

习惯，她走得很快。沿途，一棵棵柑橘

树在石旮旯间果满枝头，翠绿的枝叶映

衬着金黄的果实，林间洋溢着清新的果

香味。陈德先在枝叶间寻找已成熟的柑

橘，剪下来装进背篓中，不一会儿便装

了半篓。

“我们这里的柑橘皮薄肉厚，果味

很浓。化觉、禹谟、贵阳这些地方的人

都爱来这里买，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

不过游客来采摘我都要跟着他们，这里

石头太多了，他们不熟悉容易摔。”陈

德先笑着说，“每年的柑橘不愁销路，

我家每年卖柑橘收入能有 2万多元。”

黄沙柑橘是金沙的特产水果之一，

柑橘产业也是新民村的支撑产业之一。

而在过去，这片种植柑橘的“土地”没

有土，因为石漠化较为严重，裸露在外

的岩石间土壤少得可怜，绿油油的青山

曾经是光秃秃的石山。

作为生态移民搬迁对象来到黄沙组

安家的陈德先，亲眼见证了村里几十年

的发展：搬迁以前，村民们大都沿乌江

边临水居住。1972 年，乌江上游筑堤修

坝建电站，山脚下的黄沙组成为了库区

淹没区，村民不愿外迁，便选择迁往布

满荆棘和石头的后山。为了解决吃饭问

题，村民们开始炸石造地、开荒种粮，

但效果并不理想。“开荒开到天，种地

种到边；春种一大坡，秋收一小箩；山

头无帽子，喝水靠担子；花钱靠赊借，

吃粮靠救济”成为当时水库移民们的生

活写照。

为了解决移民们的生存问题，第二

年，县有关部门根据黄沙组海拔低、适

宜发展果树种植的自然条件，动员移民

开垦石山栽种柑橘。没有路，没有工

具，村民只能靠肩挑马驮将土壤一点点

运到半山腰，再用石块垒成窝，护住泥

土避免流失，最后在窝里种上柑橘树。

“伺候那些柑橘苗，就像我们家养小娃

儿那样辛苦。”陈德先说。

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一株

株柑橘逐年占领山头。40 多年已过去，

绿色在这片光秃秃的石头堆里扎根生

长，柑橘也为村民们带来了收入，新民

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柑橘村”。村民

们过去追求的吃饱饭的愿望早已实现，

现在还纷纷盖起新房子，喂猪养牛，日

子越过越红火。

“迁得出，稳得住，能发展，能致

富”的黄沙精神，影响了相邻几个村组

的村民，他们纷纷仿效黄少组栽种上柑

橘，吃上“产业饭”。一个村民诙谐地

说：“过去的新民村荆棘被砍光，水土

流失光，姑娘全跑光。如今的新民村，

山变绿了，水变清了，土地变肥了，生

态变美了，产业变大了，农民的腰包变

鼓了，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走

进新民村，青山映绿水，硕果兆丰年。

人们既吃上了“产业饭”，又治好了石

漠化导致的水土流失等一系列问题。接

下来，新民村将会把柑橘采摘与乌江河

畔的特色旅游相结合，走上农旅一体的

发展路。

荒山结硕果 石山变“金山”

依托生态振兴 做实旅游产业
□ 本报记者 陈 田 刘 燎 通讯员 李朝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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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光不舍”民宿房间

前顺村乌江百里画廊美景前顺村乌江百里画廊美景

在石旮旯间生长的柑橘树果满枝头在石旮旯间生长的柑橘树果满枝头

挑拣魔芋挑拣魔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