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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地震无情侵袭后的鲁甸群

众，解决了安居这件头等大事后，他

们最关心的莫过于灾后是否有事可

做，有钱可挣。为此，当地重点扶持

花椒、核桃等特色农产业，促进劳务

输出，发挥群众自力更生主体作用，

让灾区群众重拾生活信心。

“小小花椒树 致富大产业”

走在重灾区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

村，无论是山上、田里，还是群众的房

前屋后，满眼都是成片的花椒林。时值

冬季，树叶虽已掉落，但那随着山势起

伏的 1万多亩莽莽花椒林依然气势不

减。鲁甸县农业局局长王富坤说，早在

2006年，龙头山就开始种花椒了，花椒

为帮助该镇群众增收致富发挥了积极作

用。灾后，如何让花椒再立新功呢？

首先是政府积极作为。“地震后，

我家抢收了花椒，却不知道卖给谁。9
月底，我正发愁时，村干部说有外地

公司来收花椒了，价格是 45元 1斤！”

翠屏村村民老秦说，平时他们拿花椒

到镇里去卖才 20元 1斤。他赶紧把花

椒交到村委会的收购点，共 1000多斤

卖了4.5万余元。

时间回到 2014年 9月。这天，许

多外地人在龙头山集镇、光明村、翠

屏村等地开始现场收购花椒。正愁花

椒销路的群众纷纷赶来，将花椒卖给

收购点，老秦就是其中之一。在光明

村，收购第一天交易额就达 60万元。

王富坤说，鲁甸县在农业部等相关部

门的支持下，组织动员了全国 20多家

经营花椒的大型企业，到灾区搞产销

对接会，解决了灾区花椒销售难问题。

同时，群众也积极加入到产业恢

复中。龙头山镇群众杨云学通过土地

流转种了 30 多亩花椒，在椒林下养

鸡。他说，2015年看到灾区来了许多

工人，对鸡肉需求量很大，他就想在

花椒林搞养殖。村里帮他筹钱买鸡

苗，还请来技术员现场进行指导。老

杨有了鸡苗，掌握了技术，又把鸡苗

分给乡亲们养，由他提供技术服务及

收购和销售。“已经养殖 2000只土鸡，

按每只 120元计算，价值 20多万元。”

老杨高兴地说。

鲁甸县委书记保剑介绍，目前鲁

甸县花椒种植面积已达 25 万亩，年

产量达 1万吨，花椒加上林下养殖等

产业延伸，产值已达 10亿元。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鲁甸灾区时，了解到花椒

产业在灾后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带动作

用后，赞赏道：“小小花椒树，致富

大产业”。

震不倒的核桃树

地震后，火德红镇不少农作物减
产、绝收甚至死亡，而核桃树却在灾

难中屹立不倒。发展于 2008年的核桃

产业在火德红镇有着近 7万亩种植面

积，是该镇的经济支柱和群众增收的

主要产业。2014年，生长了 6年的核

桃树基本实现挂果，而突如其来的灾

难却让村民们的致富梦差点破灭。

“平时核桃树在 11月以后才掉叶

子，地震后，还不到 10月份，大批的

核桃树就开始落叶了。”银厂村村民周

立恒说，他家种了400棵核桃树，部分

已经挂果。仅靠核桃，他每年差不多

都有六七千元收入。2014年底，地震

后已经毫无“生命迹象”的核桃树让

周立恒一筹莫展。2015年春天，周立

恒发现自家的核桃树长出新叶子了，

这让他又看到了希望。到年底时，他

惊喜地发现，在最好年景能产300斤干

核桃的这些核桃树，产量恢复到了200
多斤，有了四五千元钱的收入。“致富

的希望更大了。”看着活下来的核桃

树，老周高兴地说。

在火德红镇，像周立恒这样通过种

植核桃实现增收的村民不在少数。王富

坤说，核桃树生命力顽强，地震后，在

其他农作物出现减产的情况下，核桃成

了灾区群众的增收保障。为了促进核桃

复产，2015年春，县农业局一边派技术

员到村里帮群众育新苗、护理在地震中

存活的挂果核桃树，一边筹措资金购买

化肥，免费提供给种植户。“我家有300
多棵核桃，大部分都挂果了，但在地震

中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村民李龙海

说，地震后核桃出现减产，2015年，县

里派技术员到村里，给大家送来了免费

化肥，还教大家修枝打岔。到收获时，

李龙海家的核桃树产量差不多恢复到了

震前水平。

保剑说，目前鲁甸县核桃产业已

产业提升 托起灾区致富希望
技术人员在指导群众管护花椒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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