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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凉山热土，聆听乡村振兴交响曲

——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师赴德昌县高丰村开展教研

活动，考察凉山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相衔

接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

切实做好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相衔接各项工

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带着希望和憧憬来到人间，开启

了四季轮回又一个新篇章。凉山脱贫摘帽后如何进一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带着这些问题，3 月 6 日，马克思主义学院形

势与政策教研室组织思政课教师深入到德昌县乐跃镇高丰

村开展教研考察活动。通过实地访谈参观，聆听了一曲动人

的乡村振兴交响曲，收获了思政课教学鲜活的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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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奏：枇杷种植

致富曲

高丰村位于螺髻山

西麓，安宁河畔，十多

年前，这里还以种植玉米、水稻为主，温饱解决了，发展却

成了问题。2005 年，四川省农科院有关专家实地考察，发现

这里光照水源充足，土壤非常适合种植枇杷。但当时由于村

民观念较为保守，只有 3 户人家接受专家建议，种上了枇杷

树。2009 年，这 3 户人家通过种枇杷卖了 5 万多元，亩产效

益高出种植水稻或玉米的 10 倍。看到了枇杷种植带来的收

益，越来越多村民陆续种起了枇杷。在四川农科院专家的指

导下，当地枇杷种植实现 2 年挂果，5 年进入丰产期，而以

高丰村为中心的德昌万亩枇杷产业园区逐渐形成。

如今高丰村超过 90%的村民种植枇杷，超过 90%的土地

都成为枇杷园，2019 年，全村种植枇杷年收入 10 万元以上

的村民超过 50 户，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 26000 元。

原本的森林绿化率已经超过 60%，再加上广泛种植枇杷，2020

年 1 月，高丰村入选首批国家森林乡村。

二重奏：乡村旅游康

养曲

2016 年，高丰村被德

昌县列为“四好”创建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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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村，以此为契机，村“两委”带动全村掀起了形成好风气、

养成好习惯的评先争优氛围，“正是因为高丰村家家户户的

和睦，村社干部有明确的分工和统一的目标，整个村产业才

会发展的这么好。” 高丰村原党支部书记李辉忠欣喜地说

到。

村民收入增加了，村容村貌也跟着变好，关键是高丰村

制定了大家都要遵守的村规民约：倡导文明新风尚、划定公

共卫生责任地段……对村里的情况，李辉忠如数家珍般的熟

悉。

为了让硬件跟上软件的改善，村“两委”积极争取到各

级扶持资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德昌县乐跃枇杷现代产业

园区建设已基本完成，彩色步道在郁郁葱葱的枇杷林里蜿

蜒，观景台俯瞰枇杷园区令人心旷神怡。仅 2019 年度投入

资金就达到了 500 万元。

依托枇杷种植，高丰村陆续成立专业合作社、开办家庭

农场，新发展农家乐、精品民宿和枇杷、桑椹采摘园。1 社

村民黄敬学介绍：“我主要搞房建，到处跑，学着外面的经

验，我从 4 年以前就腾出自家 5 间房屋，接待外地游客，他

们可以到我家果园体验采摘，可以住宿康养，每年能给我额

外带来一万多元的纯收入。”和黄敬学一样，还有十多户村

民也搞起了康养旅游服务，与种植枇杷相辅相成，进一步扩

大了高丰村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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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奏：集体经

济成名曲

“村民富起来

了，但是村上还穷得

很，不说修沟修路，

就是买两个垃圾桶，都要向镇上和县上争取资金支持。”“一

栋矮小的村活动室，就是高丰村集体的全部资产。”正在高

丰村“两委”在为集体经济发展发愁时，德昌万亩枇杷产业

园区得到了创建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的项目支持。

乐跃镇党委书记银德志介绍：“今年主要集中修建、改

善园区硬件设施，保守估计，通过招租的方式，高丰村集体

出租冻库、交易市场收取管理费用、出租康养住房等方式高

丰村集体将有 15 万元收入，今年园区全部运转起来，预计

收入能增加到 30 万元。”

访谈中，

老师们还了

解到，德昌县

将通过标准

化手段，助力

农业产业、康

养产业两大

产业质效提升，通过基层创新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为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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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赋能，力争到 2025 年，将德昌县打造成为安宁河

谷地带美丽乡村标准化集中展示区。

高丰村是国家级美丽乡村标准化示范点，依托开放式农

业主题公园、园区交易中心和游客接待中心的建设，大力推

动农旅融合发展，围绕乡村旅游做加法，未来高丰村集体经

济的蓝图已经绘制好。

透过高丰村，老师们看到，凉山的明天好像果园的枇杷

那样金灿灿。

报送：西昌学院党政办公室、教务处、党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