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17元到409万元

看边境村寨的财富看边境村寨的财富““逆袭逆袭””

“头雁”领飞破茧：
从“空心村”到“聚宝盆”

“在外打拼多年，我心里始终放不下
家乡，时刻牵挂着家乡，所以我还是要回
来家里面发展。”富宁县田蓬镇上寨村党
支部书记、村小组组长廖世兵这样说。

2017年，在文山州“头雁”培育和
“归雁”回归“双雁”工程的引领下，上寨
村致富带头人廖世兵为了家乡的发展，
放弃在外经商的优渥生活，返乡带领村
民共同致富。返乡后，他凭借自己多年的
外出学习经验和积累的资金，在村内流
转土地积极发展黄精、重楼等中草药产
业，建立起由党员、大户示范带动的“双

强双带”“一对一”结对帮扶机制，对产业
发展困难户、一般户、散户，分别实施技
术指导、产业带路、试验示范等帮扶措
施，帮助村民实现增收。并带动村里 21
名能人陆续返乡创业、发展产业、建设家
园，摸索发展了苹果梨、八月瓜、黄精、黄
姜、重楼等“对路”产业，先后成立5家公
司、5家合作社、18个工程队，全村 90%
以上的劳动力成为公司和工程队员工、
合作社社员，实现抱团发展、共同致富。

村庄富了，环境美了，吸引了更多年
轻人返乡。“以前过完年，村民们见面就
问‘什么时候走’，现在都在讨论‘种什么
更赚钱’”。廖世兵看着村里的变化，感慨
万千。

党建领航蝶变：
“五金”模式解锁共富方程式

清晨，村民徐龙艳在自家庭院给重
楼苗浇水。这座美丽的农家小院，既是生
活空间，也是生产车间。“前几年，我们夫
妻俩带着打工攒下的钱回到上寨，种植
了 5亩重楼和 18亩黄姜，还入股了村集
体兴办的游乐园和中药材种植基地，每
年都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徐龙艳对现在
的生活很是满意。

近年来，上寨村围绕“长短结合，林
上棚下结合”发展思路，通过党建引领、
公司领航、合作社带动，探索“村党支
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由合作社、村集体公司提供种苗和技
术服务，村民提供土地和管理，明确合作
社、村集体公司占51%、群众占49%的比
例分成。同时，通过“流转土地得租金，产
业发展得现金、就业务工得薪金、入股股
金得分红、政策奖补得奖金”的“五金”模
式与全村农户建立联农带农富农机制。
到去年底，全村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创收
超100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了从

2017年的 2.17元到 2024年的 409万元
的跨越式增长，农户累计分红达 300余
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翻了5倍。

在上寨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联农带
农助农发展模式下，村里培养出“土专
家”“田秀才”、农村电商、能工巧匠、民间
艺人等各类农村实用技术人才 100余
人，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近几
年，上百名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就业，带回
了中草药种植、跨境旅游等新业态，让深
山药材直通发达地区，订单量同比增长
300%。

乡村产业腾飞：
边境村寨的“旅游经济”实践

“来村里观光的游客与日俱增，农产
品不愁销路，各种游玩项目也能为集体
经济带来可观的收益。”下寨村委会驻村
第一书记陈曙暾介绍。

近年来，上寨村小组通过成立村旅
游公司，创新旅游融合模式，探索农业+
旅游、文化+旅游、康养+旅游等新发展
模式，先后建成亲子乐园、民宿、中医康
养馆等旅游项目，还建成树上种植铁皮
石斛、树下种植黄精和重楼的产业观光
步道 2000余米，打造集观光、游学为一
体的产业基地。

谁能想到边境村也能开网红饭店？
在上寨村“沐边饭店”，老板周齐松正忙
着打包快餐。“我们开发了 20余道农家
特色菜，有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还有
很多在基地务工的群众都来这里吃饭。”
说话间，订餐的电话不断响起。上寨村的
活力，远超这位前来边寨“讨生活”的外
乡人预期。

经营好村庄，建设好家园，偏远村寨
也能成为人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上寨
村的振兴密码，藏在党组织领办的合作
社里，写在返乡青年的创业计划中，融进
跨境旅游的欢声笑语间。当“边陲”变“前
沿”，“末梢”成“枢纽”，这个边境村落用
近十年时间完成从“空心化”到“网红化”
的精彩蝶变，为边境幸福村建设提供了
鲜活样本。如今，随着田蓬口岸的开放，
上寨人正谋划建设跨境旅游和交易市
场，让更多“土特产”沿着“一带一路”走
向世界。

通讯员 冯明翠 王蕾 文/图

走进富宁县田蓬镇上寨村小组，整个村子被一片油菜花海包围，一条笔直宽阔的
彩色步道穿村而过，一个个漂亮的农家小院镶嵌在青山绿水间，勤劳的村民们正在产
业基地里忙碌着……

上寨村小组位于西南边陲，距中越国境线1.5公里，2024年，全村村集体经济收
入突破40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4万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3倍多，成了远近闻
名的富裕村、“网红村”。但曾经，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62户人家的村落，人口外流率
超60%，土地没人种，村集体账户仅剩2.17元。边境小村何以蝶变？转机始于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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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县勐润村：

“赶摆+口岸经济”夯实兴边富民基础

举办美食节举办美食节

近年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捧镇勐润村坚持“边民互市+文旅融合”
双轨并进，打造“南润河之约”赶摆活动品牌，推出中老美食品鉴节、芒果节等“一季
一主题”特色活动，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注入品牌化、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能。

赶摆经济：
解锁“舌尖上的‘流量密码’”

“老挝野菜配勐润的羊角蜜，我的
‘跨国拼盘’一天能卖百来份！”摊主依
旺一边打包美食一边说，“以前赶摆只
能挣个生活费，现在手机收款‘叮咚’
响不停，很多游客都问能不能快递邮
寄。”来自昆明的游客王先生举着老挝
糕点拍照：“这‘七彩糯叽叽’发朋友圈
半小时就有很多人问定位，勐润真是
个美食宝藏村。”

勐润村以“小摊位”撬动“大市
场”，创新“一摊两味”烟火市集，整合
山笋、破壳蒸蛋、三色千层糕等老挝
风味，打造“口岸优品展销区”，整合

“吧西哩”酸鱼、臭米线、羊角蜜等本
土滋味，打造“农特产品振兴专区”，
在“芒厨争霸赛”“果王评选”等美食
竞技活动中，将勐润芒果打造为“明
星尖货”，构建一体化的产供销链条，
培育出美食 IP“勐润味道”，累计开放
赶摆摊位 1200余个，吸引游客 15万
余人次，交易额突破 500万元，带动
周边老挝边民入境贸易旅游 1.1万余
人次，真正实现“赶摆场变致富场，土
特产成网红款”。

边境文化：
擦亮“山水相连‘老庚IP’”

“现在编竹筐也能赚钱养家了！”
哈尼族手艺人展示着手中的工艺品
说，“老挝‘老庚’一口气订了 70个背
篓，说我们的花纹和他们家里长辈留
下来的一模一样。”

勐润村依托地处中老边境的区位
优势，以中老边民“山水相连、民风相
似”为纽带，发展民族竹编、傣装制作、

哈尼刺绣等民族文化产业，实现手艺
人在“家门口”增收，将耕织劳作、对歌
戏水等生活场景搬上舞台，中老民间
艺术队伍同台演绎傣族章哈、哈尼族
铃铛舞、老挝传统民族舞等节目 6场
次，边民和游客共舞同庆，架起美美与
共的友谊桥梁，打造民族团结与边境
文旅融合的示范标杆。

周末经济：
打造“绿美边境‘度假样本’”

“火塘烧烤架支起来，大城市的游
客都来体验‘原始版自助餐’！”农家乐
老板娘依腊说，“游客凌晨5点起床去
拍日出，说在我们这儿拍出的照片都
不用加滤镜。”自驾游爱好者周女士在
星空营地发出视频：“和当地少数民族
小姐姐围着篝火跳舞，老挝的晚风沿
着南润河吹过来，这才叫‘沉浸式国门
度假’！”

勐润村以赶摆为中心，整合田园
观光、有机采摘、稻田旅拍等沉浸体验
业态，打造鲜花村道、风车民宿等网红
景观，推出“国门观日出”“村寨星空露
营”“火塘烧烤”等休闲打卡项目，形成

“日游山水画，夜赏星河图”的全时旅
游格局，带动沿线农家乐、民宿在周末
的入住率达 95%，“48小时生态度假”
环线吸引游客 7万余人，为群众创收
200万余元，实现“绿水青山”到“金山
银山”的价值转化。

下一步，勐润村将锚定“赶摆+口
岸经济”发展目标，深化边疆党建长廊
先行示范区建设，推动边境区位从“资
源优势”向“业态集群”升级，为边境幸
福村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
样板。
（来源：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 文/图）

盈江县石梯村：

观鸟赏绿 生态富民

云南日报记者 管毓树

山清水秀、群鸟翩飞、村美人和，
镶嵌在中缅边境线上的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盈江县太平镇石梯村，美在
自然风光，更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石梯村有 85户 363人，是一个景
颇族、傈僳族聚居的边境“直过民族”
村。石梯村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有
记录的鸟类超过450种，国内仅有的5
种犀鸟、林雕鸮及灰孔雀雉等珍稀鸟
类在此均有分布，我国超过三分之一
的鸟类在这里都能拍到。石梯村因此
享有“中国犀鸟谷”“活着的鸟类博物
馆”等美誉，受到观鸟爱好者追捧。

曾就职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
曾祥乐第一次来到石梯，就被这里的
美所震撼和倾倒，他辞掉工作，带着妻
子从山西老家来石梯落户，一住就是
7年，这些年他拍的图片获得很多大
奖。“太美了，做梦都想不到，随手一拍
都是好照片。”曾祥乐说。

近年来，石梯村依托良好的生态
环境和丰富的鸟类资源，用好“鸟资
源”、做好“鸟文章”，走出了一条生态

“观鸟”旅游的致富新路子。2024年，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9320元，家
家户户盖起新房、买了汽车，获得感、
幸福感明显增强。“太平镇石梯生态发

展经验”被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评
为“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十佳公众
参与典型案例。

“靠着带游客‘观鸟’，每年有七八
万元的收入。”村里最先通过做“鸟导”
富起来的村民小蔡伍，每天驾驶着轿
车接送游客上山观鸟，过上了幸福生
活。

“目前，石梯村内建设鸟类监测点
100余个，50余名‘鸟导’能熟练辨别
150余种鸟类。”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
党总支书记胡培松介绍，随着石梯村
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到这里的观鸟游
客越来越多，去年有2万人，预计今年
将超过3万人。

村民徐小龙指着自家已建起一层
的民宿告诉记者：“投了60多万元，建
盖 8个房间，准备今年国庆前营业。”
此前，他开的农家乐年收入 10多万
元，当“鸟导”还能收入两三万元。随着
这里的名气越来越大，前来住宿的人
也越来越多，他将自家院子改造成民
宿，为游客们提供更加方便舒适的住
宿环境。

“为了更好地接住‘观鸟经济’这
一波财富，今年很多人家正将原先的
农家乐提升改造为居住环境更好的民
宿，预计完成后能容纳 500余人。”胡
培松说。

漫步石梯村，处处能感受到欣欣
向荣的气象。在这里，家家户户有产
业、能致富、可持续，已成为边境线上
守土固边、村美民富的新典范。

德宏州民族宗教事务局德宏州民族宗教事务局 协办协办

““中国犀鸟谷中国犀鸟谷””里的拍鸟人里的拍鸟人 朱边勇朱边勇//摄摄

云南建好“国门学校”推动边境地区教育质效双提升
郜晋亮

近年来，云南省以“国门学校”建设
为抓手，持续推进边境地区学校办学条
件大幅改善、教育质量稳步提高。

目前，云南共有“国门学校”1252
所、在校学生 64.06 万人。8 个边境州
（市）自 2021年以来累计有 143名高中
毕业生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达
到历史最好；全省边境州（市）高校共
有在校国际学生 1372人，其中南亚东

南亚国家留学生 1367人。
近年来，云南省精准补短板、强弱

项，按照“一州一案”“一县一策”精准
提质增效，持续推动资金项目、师资力
量等向边境地区倾斜，重点推进新一
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
升、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幼儿园提升
改造、数字校园建设等项目。2021年以
来，云南省累计向 25个边境县（市）下
达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
专项资金 17.79亿元、中小学校舍维修

改造长效机制资金 15.17亿元；新建改
扩建幼儿园 209所、增加学位近 3.8万
个，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同时，依托“特岗计划”拓宽边境
地区教师招聘渠道，云南省有序推动
省级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和优师计
划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边境民族
地区的乡村教师倾斜，持续加大“三
区人才”教师专项支持计划、银龄教
师行动计划实施力度，积极通过联动
帮扶提升教育质量，为边境地区发展

培养优秀人才，不断壮大边境地区教
师队伍。

此外，云南省还首次对“国门学
校”进行界定，并遴选出 50 所示范性

“国门学校”重点打造；积极推动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在 374个沿边
村寨深入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普及
行动；持续提升教育国际影响力，推动
文化浸润，把国际学生国情教育融入
课程教学和社会实践中，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镇康县：

坚果花开季
兴边富民正当时

河口县八条半村民小组：

旅居游客的诗与远方
河口融媒记者 宁若萱 杨文广

旅居，是一场心怀诗与远方的奔
赴。在河口瑶族自治县河口镇城郊村八
条半村民小组，山水相映，碧绿如画，无
边泳池、滇越铁路交汇共生，这座位于
中越边境的村寨正以其独特的自然风
光与独特风情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观
光旅居。

伴随着清晨的一声声汽笛，八条半
村民小组渐渐从旭日中苏醒。漫步村寨
间，一幢幢法式建筑整齐排列，百年滇
越铁路穿村而过，树影摇曳、错落有致。
过去，这里因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单一
而陷入发展困境，2021年，随着边境幸
福村建设项目的落地，当地依托百年滇
越米轨文化资源，探索出一条特色乡村
旅游综合体的发展新路。2023年 3月，

“八条半·忆光年”文旅项目正式开业，
吸引了大批中越游客慕名而来。

每年初春，当大部分地区还笼罩在
料峭寒意中时，八条半村民小组早已温
暖如春。来自五湖四海的房车停放在营
地里，游客们忙着准备午饭。

“这里有山有水，气候非常舒适，我
们打算在这儿多住几天……”旅行爱好
者蒋一涵正在直播间里向网友们分享
着在这里的见闻。她是一名旅行自媒体
博主，在路上是她的生活方式，在八条
半住了几天后，她坦言自己不想走了。
如今，八条半村民小组已成了不少“房
车一族”旅居的落脚点，沿途的中越边
境风光与温和湿润的气候是他们选择

留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来自浙江的旅居者吕林坚说：“我

们从去年 11月份一直住到了今年的 3
月，政府给我们配套的充电桩、停车场，
方方面面都很到位，而且河口离越南老
街就一河之隔，有时候下午去，吃个晚
饭就回来了，很便利，我向老家的亲戚
朋友们说了之后，他们都表示想来河口
旅居！”

趁着天气晴好，不少越南游客也相
约而至。近年来，随着河口口岸通关设
施日渐便捷高效，跨境到云南游玩也成
了越南游客出行的不二之选。

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八条半·忆
光年”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24万人次，其
中越南游客约11万人次，丰富的旅游设
施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游客们带来了
别具一格的游玩体验。

“之前就听说八条半这里很好玩，
今天有机会就过来看看。这里的风景非
常美，建筑也比较有特色，就像一个度
假村一样，让人感到惬意舒适，之后我
还想带着家人一起再过来逛逛。”越南
游客李江说。

村子成了“网红打卡地”，村民们
便在家门口做起了生意，法式洋楼前
的特色农家乐、院坝烧烤成了游客们
深度体验当地民俗风情的绝佳场所，
全村 31户人家有 11户进入了景区务
工，文旅融合蓬勃发展促成了当地村
民就地就业增收。“我们用自家种的有
机蔬菜给游客们制作的当地美食，自
己泡的越南咖啡，都很受大家欢迎。”

村民杨贵武笑着说。
“为了更好地吸引外来的旅居游

客，河口县2025年将着重打造八条半村
民小组、合群社区两条半村民小组和南
溪镇龙堡村坝吉五队这 3个旅居重点
村，同时，我们将对河口口岸森林公园
现有的房车营地进行提升改造。希望通
过这些重点村和河口旅居城区的项目
打造，能够吸引更多的外来旅居游客，
让他们充分感受河口边境旅居的独特
风情。”河口县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
科负责人田蓉表示。

边境线上风景独好，百年滇越铁路
上，列车满载货物奔向远方，为中越商
贸往来注入源源动力。村寨里，中越游
客乐享风光，村民生活红火兴旺，一张
张笑意盈盈的脸庞构成了这里最幸福
的模样。八条半的蝶变记录着河口的变
迁，这座中越人民睦邻友好、其乐融融
的村落正推动河口从“短暂旅游地”向

“幸福旅居地”转型升级，让“诗与远方”
在边境幸福村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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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季，临沧市镇康县36万
亩投产坚果也迎来盛花期。镇康各地
抢抓农时，积极落实果园放蜂工作，
为坚果林送去“甜蜜”小帮手。

在南伞镇田坝村的坚果园里，蜂箱
整齐排列，小蜜蜂忙碌地穿梭林间，嗡
鸣声不绝于耳。管理人员正在逐一查看
每个蜂箱的采蜜情况，以备适时采收。

“坚果园里采蜜很快，今年我们
已经采收了一批蜂蜜，计划还可以采
两批左右。”田坝临沧坚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会成员王义青介绍道，蜜
蜂使果园坐果率逐年提升。

近年来，镇康县引进企业与合作
社开展“果园放蜂”工作，采取项目帮
扶、资金注入、以奖代补等方式，支持
企业、合作社、果农扩大养蜂规模，探
索形成了“坚果+蜜蜂”产业发展新模
式，不仅助力坚果产业提质增效，还
为当地蜂农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成
为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果园放蜂”只是镇康县实施临
沧坚果提质增效“六项核心技术”的
举措之一，与此同时，坚果产业示范
引领、“落头开心”“营养补充”和“病
虫害防治”“水分管理”“品种改良”工
作也在如火如荼开展。

镇康县不断细化制定操作指南，制
作“落头开心”“品种改良”“病虫害防
治”技术实操短视频，积极开展直播培
训，组建科技服务团队和技术推广小分
队，让广大果农“真懂、真会、真用”。

据田坝村党总支书记王东权介
绍，通过“六项核心管护技术”的推广，
广大群众的管护技术、管护水平得到
了稳步提升，坚果产量也在逐年增加。

“‘落头开心’‘品种改良’‘病虫害
防治’这些技术我们基本学到家了，我
家的坚果林都是我自己整，现在改良后
的品种也陆续开始挂果了，产量高、果
仁也更好。”随着培训工作的不断深入，
杨建荣也成了坚果管护的“土专家”。

近年来，镇康县持续深化科技赋
能，全面抓实临沧坚果提质增效“六项
核心技术”，把坚果产业真正发展成为
群众增收、企业增效、财政增长、科技
增强、环境增美的兴边富民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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