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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个洱海故事给您听讲个洱海故事给您听

综合新闻

6月10日，宾川县拉乌乡新兴村委会李明慧夫妇正在查看重楼长势。
2011年，李明慧夫妇利用拉乌山区地理气候条件开始种植重楼，随着近几年
的不断摸索，他家的重楼长势一年比一年好，深受药材收购商青睐。2018
年，李明慧家靠种植重楼收入达10多万元。如今，致富的李明慧还发展了
中蜂养殖，种植经济林果，带动周边群众共同致富。

［特约记者 张兴祥 通讯员 夏红霞 摄影报道］

□ 特约记者 李武华

盛夏时节，今年70岁的弥渡县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墨宝财再次
来到家乡弥渡县新街镇金刚彝族
村委会，看着村旁山林里的华山松
比上次回来看到的又粗壮许多，老
人显得无比激动。

在自己亲手种下的一片山林
里，看着一棵棵高大、笔直的华山
松，墨宝财感慨万千：“林子是我干
大队支书时毁掉的，又是我再次干
大队支书时带领乡亲们种上的。”
1968 年 12 月，墨宝财从弥渡中学
毕业回到家乡新街金刚村。1971
年 2 月，被任命为金刚大队支书。
担任村支书期间，有一件事至今让
他特别痛心。墨宝财回忆说，那时
村里人由于生活所迫，加上生态环
保意识不强，贪图一时私利，村里
的山林被村民“哄砍”，不少家庭过
上了“暴发户”生活。那时的金刚
村的年轻人依靠砍卖木材，一个个

“身背收音机、脚穿亮皮鞋、手戴上

海表”，过上了让城里人都羡慕的
生活。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年，村
里的林子全部被砍完，村里人出嫁
女孩子，需要木材做箱柜作为嫁
妆，都要到城里购买。金刚村村务
监督委员会主任李起洲说，那时山
被剃了光头，树被砍光不说，就连
树根也被挖了，山上哪里有个人走
着都看得清清楚楚。

“太心痛了，从 1975年开始不
到三年的时间，所有山林全部被
毁了。”墨宝财说，当时，金刚大队
对村民乱砍滥伐的行为已经无法
制止，报告区里、县里，区里、县里
派了工作队也无法制止。由于工
作不力，他被免职，但心中总有一
种想法，就是能把在自己手上毁
掉的山林，重新恢复成原来的模
样。1981年 3月，墨宝财再次被任
命为金刚大队支书，这次他发誓
一定要把山林恢复好，让金刚村
的山又绿起来。从那年开始，每
年的立夏节前八、九天的时间，他
便发动、带领村民上山种树，当时

规定，每家每户都要安排壮实劳
力参加种树，不参加种树的家庭
要受到严格的处罚，这样种树一
种就是 8年。墨宝财回忆说，当年
在种树、护林、管林中也遇到过不
少的困难，特别是护林管林中，有
的人悄悄地偷砍柴火，根据当时
的规定都要进行罚款，一次，他的
舅舅偷砍木材，村里人都看着他
会怎么办？他明白村民的意思，
立马到了舅舅家，对舅舅罚款 600
元。通过这件事情后，村民再没
有人敢去乱砍滥伐。经过 8 年的
种树、护林、管林，金刚村终于又
重新恢复了原来的绿色。墨宝财
也因为在种树、护林、管林等方面
工作突出，被提拔到新街区任纪
委书记。

如今，距离墨宝财带领乡亲
上山种树已经过去了 28 年，通过
墨宝财那代人的种树、管林、护林
和后面的补植、补种、管护，现在
仅有 3481人的金刚村林地面积已
经达 50627 亩，人均近 15 亩，这些

林地大多已经是成材的华山松和
云南松，昔日荒芜的山林已变成
了绿水青山。

金刚村的绿水青山不仅带来
了良好的生态效益，还给当地彝族
同胞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据
金刚村党总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
正良介绍，金刚村的绿水青山成为
弥渡坝子的绿色屏障，为弥渡坝子
涵养着丰富的水源。绿水青山还
给群众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每年
产华山松松果 2000 多吨，产值达
400 多万元，户均收入超过 5000
元。林下生长的野菜、菌类还给当
地的彝族同胞带来不小的经济收
入。金刚村利用丰富的资源，组织
金刚村 2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组建
养蜂合作社，每年为贫困户分红
1000元。前些年，金刚村在退耕还
林等政策的帮助下，发展核桃、花
椒等经济林果近千亩，发展中药材
上百亩。如今，凭着绿水青山和民
族民间文化建设，金刚村建成云南
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弥渡县金刚村：绿水青山今胜昔

云上村庄农业旅游公司
正在为苍山西镇光明村鸡茨
坪村民小组核桃文化广场铺
建草坪。（摄于6月3日）

漾濞彝族自治县在乡村振
兴实施中，紧紧围绕乡村生态
振兴，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以绿色发展为引
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努力打造生态宜居
的美丽乡村。

［通讯员 熊贵才 常世伟
摄影报道］

□ 通讯员 阿世刚 张 彝

打开淘宝搜索“巍山特产”，
排在第一位的店铺名叫“巍山风
情苑”，在店铺首页，销量最高的
商品是厚生号蜜饯厂的蜜制滇橄
榄。滇橄榄风味独特，有清咽利
喉、润肺化痰的功效，橄榄蜜饯是
巍山的传统蜜饯之一。

制作蜜制滇橄榄需要的原材
料滇橄榄在山间灌丛都有分布，但
左永惠只收购江边河谷地带、个头
均匀的野生滇橄榄。每年十一月
到次年三月滇橄榄成熟季，在收购
期内，只要是符合标准的滇橄榄，
左永惠都会悉数收下，不让山民无
功而返，更不会因为数量多少而压
低价格，让山民无利可获。

左永惠的收购原则在无形中
成为了她和山民合作的一条纽
带：诚信让她收获了优质果实，也

收获了山民的信任和好评。
1998 年，左永惠因集体企业

改制而下岗。下岗后，她依靠祖
辈传下的制作蜜饯的手艺创办了
巍山县厚生号蜜饯厂。二十年
来，左永惠的厚生号蜜饯厂从刚
开始的小作坊，发展成了现在有
400多平方米厂房、200多平方米
仓库和 1个储藏冷库的工厂。每
天有固定工人6名，临时用工高峰
期达 20 多人，年产值近 100 万
元。产品远销昆明、景洪等地，深
受买家好评。

蜜饯是传统的甜食，制作时
需要用到大量的白糖和蜂蜜。“像
我们这样大批量生产蜜饯，用质
量过关的白糖和蜂蜜，成本就会
高很多，但是为了保证品质，我绝
对不会以次充好，用不好的原料
欺骗顾客。”每当说起产品的品质
问题，左永惠总是格外认真。

厂子规模不大，没有自动分
装封瓶的机器，出厂前的包装全
靠人工完成。今年56岁的饶春兰
在1998年厂子刚成立时就和左永
惠一起工作，专门负责蜜饯的称
量装瓶。“老板经常告诉我，称的
时候要特别注意，切不可缺斤少
两，对顾客要诚信。”饶春兰说。

左永惠说，厂子成立到现在，
从来没有接到过顾客的投诉或者
差评，在“巍山风情苑”里，厚生号
的蜜制滇橄榄没有任何差评，靠
的是实实在在的质量把控。

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让顾客
吃得放心，左永惠总是不定期地把
自家产品送往大理州技术监督局
进行检验，所有产品都检验合格，
并且达到了绿色食品的标准。除
了蜜制滇橄榄，厚生号还有冬瓜蜜
饯、姜花蜜饯、沙参蜜饯等30多种
产品，都受到不同人群的喜爱。

刘远笏开了一家名叫巍山风
情苑的淘宝店，年轻的他通过网
店向外面的人们展示巍山的风
情，他从开店以来就开始和左永
惠合作，到现在已有五年时间。

“厚生号是巍山百年品牌里知名
度最高的一个，最有特色的蜜制
滇橄榄每天能卖出二十多瓶。他
们家的产品从来都没有得过差
评，回头客也特别多。”

“如果有公司要收购你的厂子，
或者挂名生产销售，你会放心吗？”
有人问过左永惠这样的一个问题。

左永惠说“经常有人找我商
量挂名销售的事情，我都没有同
意。他们的产品是什么地方生产
的都不知道，我不愿意用那些产
品冠以厚生号的品牌，我只放心
自己做出的东西卖给消费者。”

在左永惠办公室的墙上，挂了
一幅书法，上书“厚德载物”四个大
字，“对于商家来说，诚信经营就是
厚德。”左永惠说。早在 2006年，
她的厚生号蜜饯厂便被巍山县文
明委、巍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巍
山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多个部门评
为“诚信经营文明户”，她本人也被
授予了“巍山县第二届诚实守信道
德模范”等荣誉称号。今年 1月，
左永惠再次被评为“大理州第四届
诚实守信道德模范”。

一瓶蜜制滇橄榄的诞生
——记“大理州第四届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左永惠

文明新风拂白州
白州道德模范巡礼

□ 通讯员 尹 涵

云龙县苗尾乡水井村下铁门
山组村民密阿六听说组上开办了

“巡回夜校”，就带着老伴去听讲。
那是一个月前，当时正值农村危房
改造，自家要拆除重建老房子，老
两口都有点舍不得。虽说老房子
已经 40 多年了，早已破败不堪，外
面下大雨屋里漏小雨，晚上还可
以透过破瓦顶看星星，但他还是
舍不得。

当听到夜校老师说到“两不愁
三保障”以及谈到十九大提出的乡
村振兴战略时，突然豁然开朗，“脱
贫攻坚都是为了我们农民过上好
日子，旧房不拆，如何脱贫？”密阿六
在巡回夜校课堂上终于放下思想
包袱，并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
拆除旧房、修建新房，6月 12日，密
阿六户欢欢喜喜搬进了新家。

5 月 10 日晚上 8 点，云龙县苗
尾乡 2019 年第一堂“巡回夜校”开
课，巡回夜校让群众的思想更加开
阔，脱贫的步伐更快了！

“咱们的群众受制于各种主客
观因素，对党的各项惠民政策一知
半解，今天，我们开讲的第一堂夜
校课，就是为村民们送政策、送思
想。”水井村农业农村工作队队员

杨赵宇如是说。
扶贫先扶智，脱贫先脱愚，在脱

贫摘帽“半年攻坚行动”和“百日攻
坚”专项行动中，苗尾乡各级各部
门围绕“精神脱贫”目标，从以往

“院坝式”“促膝式”感恩教育活动
中受到启发，瞄准部分群众内生动
力不足、主体参与不够、脱贫信心
不强的“靶心”，下足“绣花”功夫，
以“巡回夜校”为载体，切实筑牢农
村舆论宣传阵地，全面补齐“精神
脱贫”短板。

“我们白天干农活，利用晚上
的时间上夜校。了解党的好政策，
思想通了，眼界开阔了！”村民王春
荣笑着说。

据悉，苗尾乡自开办巡回夜校
以来，共开展 60 余场次“巡回夜
校”，实现8个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全
覆盖。“巡回夜校”点亮了农村的

“新生活”，助推群众由“富口袋”向
“富脑袋”转变。

云龙县：苗尾巡回夜校
打开群众脱贫“快进键”

本报讯（记者 杨一薇） 昨日
上午，我州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在大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仪式，
签署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合作框架
协议。

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邹子卿
出席签约仪式，并会见了方正证券
执行委员会主任、首席执行官高利
一行。座谈会上，双方就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推动企业上市、脱贫攻
坚、洱海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沟通交
流，并表示将落实协议内容，拓展

合作领域，加深合作层次，共同推
动大理经济社会的发展。

根据协议，州政府与方正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将本着政企合作、互
利互惠、发展共赢的原则，全面加
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方式和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方面的合作，
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加快推进大理
州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进一
步促进大理州国企改革、提高直接
融资规模、服务经济结构调整和产
业转型升级。

我州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邹子卿出席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