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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只要解决土地和人的问

题，仙人掌就是扣莱村发展特色

产业的突破口。”郑兴宁信心满

满地说。为将地理劣势变为产业

发展优势，扣莱村采取“党总

支 + 村投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

模式，流转了村子周边的 1000 余

亩土地，开启抱团发展之路。

与此同时，扣莱村充分发挥

村投公司的杠杆效应，将其流转

整理后的土地按照“流转 + 转租

+ 收益共享”的模式，再次流转

给引进的企业——云南雨初晴现

代农业有限公司进行仙人掌推广

种植，最大化发挥土地效益。

“村投公司把流转的土地以

股份的形式入股企业，待产业有

收益后，除去种苗、肥料、人工、

种植、管理等建设成本，村投公

司和云南雨初晴现代农业有限公

司按照 3 ∶ 7 的比例进行利益分

配。村投公司利用收益资金，通

过提供种苗或肥料的方式，动员

群众大规模种植仙人掌，从而实

现村投公司更好发展。”杨柳井

乡党委书记骆礼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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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仙人掌耐高温干旱，

易种植管理，产量高，加之有食

用价值和美容、保健功效，属于

药食同源植物。目前，我们引进

云钻、滇红、米邦塔、梨果 4 个

品种进行种植。”云南雨初晴

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万波

说，“由于仙人掌生长快，等到明年，我

们将开始用它加工干片、面条、果汁等食

品，并依托仙人掌基地开发建设星空酒店、

主题展厅等旅游服务设施，实现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

据了解，为实现产业促农增收，扣莱

村探索出“党组织引领 + 村投流转 + 企业

示范+群众自发+三产融合”的发展模式，

动员企业投资示范性种植仙人掌 1000 余

亩，为周边群众提供务工岗位，让群众参

与到整个种植过程中，使其掌握种植管理

技术，从而引导群众自发利用自家荒地种

植仙人掌，扩大种植规模。

截至目前，云南雨初晴现代农业有限

公司以扣莱村龙哈村民小组为核心，辐射

海子村玉屏、下海子等村民小组利用石漠

化土地种植仙人掌 800 余亩，为附近村民

提供临时工种10余种，务工费每天120元，

仅务工一项，每年就可促群众大幅增收。

“由于仙人掌种植刚起步，效益不明

显，假以时日，它定会成为群众增收的好

产业。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引导群众扩大

仙人掌种植规模，将石漠荒山变成‘金山

银山’。”骆礼鑫说。

 通讯员  徐丽芳  岑  桦 / 文图

村干部管理新种植的仙人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