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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屏

石屏县异龙镇马鞍山村委会，过去由于交通不

便，基础设施落后，许多群众致富无门，2011年前

全村人均纯收入不足3000元。

2012年，一些长年外出打工者回到村里，看到

家乡虽然经济落后，但气温较高、光照充足、降雨充

沛，开始不约而同地在村里发展蔬菜和热带水果种

植，其中就包括了该村党总支书记谭有胜。

“刚开始那两年，我们都是各家各户单打独斗。”

谭有胜说，结果不但种出来的蔬菜质量不高，而且缺

乏销路，最后大都烂在了地里，种植户损失惨重，一

些农户放弃种植重新外出打工去了。

谭有胜想到，应该把剩下的种植户集中起来，抱

团进行发展。于是他发动了四五户种植户成立了一个

以自己为组长的产业发展小组，一起种植蔬菜和火龙

果。大家进行了细致分工：谭友胜负责协调各家生

产、组织大家跑市场，组员户有的负责搞生产，有的

负责做销售，有的专职跑运输。

“一年下来，我们赚了10多万元，我发现这种以

党员为核心带领农户发展的产业小组操作比较灵活，

效率也比较高。”谭有胜说，从产业小组中得到启

发，他和村干部们一合计，决定争取上级支持，在产

业上建立若干个党小组，带头发展蔬菜和水果产业。

之后，村党总支采取“党总支+产业小组”的模

式，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推选出8名有经营头脑、有

致富意愿的党员成为“党员中心户”，以党员中心户

为组长分别带领 1至 2名党员组建党小组，每个党小

组又分别带领多户普通群众，形成党组织引导、党员

牵头、群众紧跟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业致富共

同体。

党员杨永刚常年在外从事蔬菜种植，有技术，懂

市场。村里在产业上成立党小组后，他主动回来担任

了一名组长，带领 30多户农户发展蔬菜种植。考虑

到村里土地有限，小组带领群众到西双版纳流转了

1000多亩土地，搞起异地蔬菜种植。他负责统筹生

产和市场，小组里的两名党员，一个专门在基地搞技

术，一个负责运输。其他群众有的负责管护和生产，

有的跟着杨永刚四处搞销售，形成了一个运转灵活而

高效的致富共同体。通过几年努力，小组成功将种植

的蔬菜售卖到了日本、德国和我国香港等国家和地

区，每年为组员带来户均10多万元的增收。

“党小组解决了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单打独斗导致

的市场竞争力弱的难题。”谭有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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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小组带领群众抱团闯难关

大姚县三岔河镇的“荃玛箐十里核桃谷”，是

大姚县重点打造的“党建带产业、产业促党建”示

范点。

看着自家核桃林茂盛的长势，荃玛箐村党员杨光

喜高兴地告诉记者：“近几年我家通过卖核桃，每年

可以增收两三万元。”像杨光喜这样靠核桃致富的农

大姚 联合党支部解决合作社合作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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