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荒山变“金山”

绿色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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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华坪县荣将镇龙头村的果子山，满山郁郁葱葱的芒果树上挂满了鸡蛋大小的
芒果，部分芒果已套上果袋。宽阔整洁的水泥路连接着各家各户的芒果地，道路旁的沟
渠里，清澈的水环绕着芒果地潺潺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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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塘子，是元谋县元马镇星火社区一个村民小组，全村105
户，靠种植番茄、洋葱、葡萄、无花果等作物，户均年收入逾6万
元，日子红火。上世纪70年代，这里也因带头搞联产承包火过
一次：1976年，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包产到组）。

72岁的大塘子村民周美芬告诉记者，她曾是大塘子推行包
产到组改革时第一组的小组长（共4个组），用她自己的话说，领
导让她负起全责，看中的就是自己的组织能力和“六亲不认”的
执行力。

时间回到40年前的大塘子，“出工一窝蜂，干活一阵风，前
面锄头响，后边草照长”是大塘子生产情况的真实写照。“包产
到组前，甘蔗不到1米高，棉花只有筷子长，每次下地干活就有
人喊手疼脚疼。包产到组后，我告诉他们，手疼脚疼可以，那就
回家休息，不用做活就没有工分，就没有饭吃。”周美芬对改革
前后的强烈反差记忆犹新。

1978年，大塘子村的秋季作物获得丰收。全队粮食从上
年的7万公斤增至15万公斤，甘蔗从上年的3.5万多公斤增
至20万公斤。从此，大塘子村在农村改革的道路上坚定前
行。李国和是首先提出包产到组改革的李国有的弟弟，现在
是大塘子村的村民小组长。李国和种植了100多亩无花果，
这是他摸索出来的经济价值高、适合大塘子种植的农作物。
番茄每公斤7元左右，无花果每公斤能卖到25元，而且无花
果易于打理，不挑土质，鲜有虫害。投资无花果一亩地的成
本约200元，经济产出可达2000元。如今，在李国和的带动
下，大塘子村近一半农户种植了无花果，几乎都是订单农业，
果子还没熟就被提前预订了。

大塘子村的发展变迁，只是元谋县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作为我省冬早蔬菜主产区之一，元谋的优质果蔬销往北京、西
安等200多个大中城市，还远销俄罗斯、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走进元谋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大厅，货架上的元谋果
蔬鲜品、芒果汁听装饮料、芦荟粒罐头等精包装农副产品琳琅
满目，电子显示屏滚动着各乡镇年度和月度的交易订单数、销
售总额及排名。元谋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了乡村站
点交易活动信息与商务部“农村商业信息系统”的自动对接。
同时，在昆明开设“云南元谋果蔬O2O旗舰店”，与天猫、淘宝、
京东等电商平台合作，共开设各类网店300多家，初步形成了
线上线下融合的公共服务体系。

从“包产到组”到现代农业的“践行者”，大塘子村所在的元
马镇已经成为元谋县现代农业发展的缩影。

元谋县元马镇大塘子村

从实行包产到组
到领跑现代农业

从包产到组的实践者到现代农业的领跑者，从大年三
十借粮下锅的贫穷山村到户均年收入 6 万多元的小康生
活，从污水横流的落后山村到文体活动场、楼房林立的美丽
乡村。这是大塘子村的“变”。大塘子村的“不变”，是大塘
子人改革创新的勇气和担当。

记者手记

这几天这几天，，正是华坪芒果挂满枝头正是华坪芒果挂满枝头，，满山飘香的时节满山飘香的时节。。

尊敬的客户：
根据曲靖市商业银行整体网点规划调整，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云

南监管局批准，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霖岚广场社区支行定于2019
年6月21日起终止对外营业，原有关业务并入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白塔路支行（地址：昆明市盘龙区白塔路329号春城剧院旁，业务联系电话:
0871-63154707）。客户根据需求也可就近到曲靖市商业银行其他网点办理。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行工作的支持和信任，因我行昆明霖岚广场社区支行终
止营业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2019年06月21日

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霖岚广场社区支行终止营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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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明豫

“一天三顿饭，顿顿靠煤炭”；“煤炭兴则华坪
兴、煤炭衰则华坪衰”。曾几何时，这是华坪县经济
结构单一、一煤独大的真实写照。作为全国100个
重点产煤县之一的华坪县，2013年煤炭生产高峰期
原煤产量740万吨，财政总收入13.3亿元中70%以
上源自煤炭产业。然而，“一煤独大”的“黑色经
济”，造成土地资源破坏和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衍生
出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随着国家产业政策
的调整，全县采煤矿井从2014年的81对减少到现
在的29对，2018年原煤产量锐减至81.25万吨，原
有的经济支柱逐渐失去支撑作用。

面对严峻挑战，华坪县主动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一边做去产能的减法，着力化解煤炭过剩产
能；一边做“增绿”的加法，因地制宜发展以晚熟芒果为
主，核桃、花椒、茶叶等共同发展的特色生态产业。目

前，全县芒果种植面积23万亩，生态产业面积达123
万亩，2018年芒果产业实现产值10.5亿元。

经过不断努力，华坪芒果先后获得“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优果品区域公用品牌”和云
南省“十大名果”等荣誉称号，2017年7月获得南京
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认证1.5万亩，2018年1月
获得欧盟有机产品认证1.4万亩，华坪县被确定为
第七批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

同时，华坪县培育了金芒果公司等一批本土精
深加工龙头企业，引进了汇源集团、北京新发地等
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及物流企业，千家万户的农民
依托芒果产销走上了致富路，成功走出了一条从

“煤炭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筑牢了长江上游绿色生态屏障。

本报记者 康平 和茜

果子山上种芒果 荒山变成“金山”
今年65岁的刘宗顺，是荣将镇龙头村的芒果种

植户，也是在果子山种芒果的带头人之一。只见他正
和工人们在自家芒果地里除草施肥。“以前我就种点
谷子、亚麻等农作物，一年下来收入微薄，连维持基本
生活都难。”刘宗顺告诉记者，1991年开始，他抱着试
试看的心态，向华坪县林业局购买了80棵芒果苗回
家试种，成活了30棵，从此走上了种植芒果之路。

历经近30年的摸爬滚打，刘宗顺积累了不少
芒果种植经验。如今，家里的200多亩芒果地，每
年平均收入100多万元。在外工作的儿子也回到
家乡，与周边农户共同成立了华坪县农欣芒果专业

合作社，抱团向绿色有机芒果产业方向发展。合作
社至今已有社员1900户，芒果种植面积达1万多
亩，去年总收入达8000多万元。

“除了我家，周边的村民也一改以往主要靠挖
煤维持生计的生活状态，回家种上了芒果，现在家家
户户都有了小汽车，一年至少有七八万元的收入。”
刘宗顺说，现在国家政策好，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
果子山水、路、沟渠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空气质量、
生态环境日渐变好，吸引了不少城里人前来参观游
玩，果子山从原本长满茅草、堆放煤矸石的荒山华
丽转身为风景区，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山银山。

实施产能减法 做好“增绿”加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