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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开展种植提质增效活动。

站在村口的观景台远眺，千亩梯田已整平。赵

家清说，惊蛰一过大地回暖，村民就会在这些土地上

播撒万寿菊种子。花开之后，不仅会成为村里的一道

风景线，还有公司前来收购花朵用来制药，带动村民

增收。赵家清告诉记者，这几年通过产业调整，原先

弃管的茶园如今也被重新开发，村里的茶产业迅速发

展起来。过去村民采了胭脂果到集市上交易，每市斤

只能卖5元钱，如今通过与深加工企业合作，成功试

制出胭脂果果酒、果酱，售价翻了好几倍。

“无论是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还是发展乡村

旅游，一个村子就是一个整体，要服从统一规划和

安排，这样才能发挥出整体效应。”赵家清说，“比

如，现在来村里的游客多了，村民的土特产也值钱

了。以前，一袋半公斤的茶叶卖20元却无人问津，现

在卖60元还供不应求。”

“近年来，村里实行产业资金补贴，鼓励村民

调整优化结构，扩大经济作物面积。几年下来，茶

叶、核桃、油茶、万寿菊等种植面积达1550亩，占

到全村耕地面积的70%。”赵家清说，尽管核桃、油

茶等尚未到丰产期，但农业结构调整的效果已初步显

现，2020年，村里家庭经营性收入240万元，是2014

年的5.2倍。

做好务工服务

腾冲的旅游业开发早，就业机会多，务工经济

一直是寨子里的支柱产业。2014年，司莫拉村有90多

名劳动力外出务工，但由于没有手艺，多数人只能干

苦力活。还有不少四五十岁的壮劳力，常年守在寨子

里，基本处于半失业状态。

近年来，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村里对适龄劳

动力开展了多轮培训，确保人人都能掌握一两门实用

技能。

“除了旅游公司每月给我们发2000元钱外，腾

越食府每月也会给我们发一些补贴。最主要的是，半

年后就可以在家门口就业。”村民赵兴姚19岁的孙女

在村里的旅游公司上班，被派到腾冲市腾越食府“带

薪”学习培训，培训时间为6个月，这让她非常高兴。

据了解，司莫拉村还经常同周边的机场、茶

园、景区联系，千方百计为村民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寻找就业岗位。2020年，村里外出务工人数超过

130人，实现工资性收入360万元，是2014年的1.9倍。

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赵兴凯、杨洁夫妇在腾

冲机场务工，夫妻俩月收入加起来将近6000元，让

他家顺利脱贫。如今，赵兴凯对发家致富又有了新想

法，他主动找村干部帮忙申请创业贷款，打算开个小

吃店。

融合发展探新路

2020年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村民
李发顺家察看，在了解居住环境、详细询问脱
贫情况后指出：“乡亲们脱贫只是迈向幸福生
活的第一步，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大力推进乡村振

村民采摘茶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