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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X

村寨因花意外走红
    

吴学龙是大树地村民小组长，种荞麦近 40 年。“种植荞麦

省工省力，易于管理，施肥后等着收获即可。荞麦籽每公斤售价

6 元，荞面每公斤 10 元，在山地上种植的经济价值高于玉米等传

统农作物，因此我家种植了很多年。”吴学龙说。

为方便酿酒和食用，村民将甜荞和苦荞分开种植，苦荞籽主

要用于酿酒，甜荞籽用于制作荞米饭、荞粑等食品，而荞麦秆则

用来喂牛、羊等家畜，不但生态环保，还能为村民节约一笔购买

饲料的开支。

去年 8 月，大树地村民小组和邻村的苏家山村民小组 27 户

农户，在山梁果树垭口种植荞麦 300 亩左右。吴学龙家种植的荞

麦亩收益 3000 元左右。同时，吴学龙还自学酿造小锅苦荞酒，每

公斤售价 40 元。由于味道纯正、产量有限，他酿的酒每年都会被

村民早早预订，从来不愁销路问题。

在云南省凤庆县勐佑镇中和村大树地村民小组，村民历来有种
植荞麦的传统，但大都以自食为主。自 2020 年开始，村民依托荞麦
开花营造的美景，发展起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增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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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箐水源地的管护员和保洁员，负责卫

生清洁、设施维护、垃圾清运、水源林

管护等工作。茶郑波的母亲茶松花也是

村里的保洁员，平时协助他每天巡查水

源林及周边的环境卫生。

“每到旅游旺季，每月有上万名游

客到官庄村旅游。在村庄卫生管理中，

文化广场旁的公厕管理就显得尤为重

要。”龙门村党总支书记张成龙说，文

化广场的公厕关乎官庄村的对外形象，

因此村里实行制度上墙，由专人管理，

并明确茶松花为保洁员，龙门村村务监

督委员会主任马永华为监督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官庄村的公

厕管理形成了“一扫一拖一擦一消毒”

的保洁模式。茶松花每天按时清扫之后，

再用拖把拖地，用刷子擦洗洗手台、门、

墙、厕坑，并用消毒液消毒。“茶松花

工作认真负责，来官庄村游玩的人都说

厕所很干净。”张成龙说。

“通过开展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

动’，路边的垃圾不见了，臭味也消失了，

我们村的环境卫生得到彻底改善，真正

告别了脏、乱、差的现象。”村民马锦

峰说。

在积极推进爱国卫生“7 个专项行

动”中，官庄村把制度建起来、把费用

收起来、把人员用起来、把群众带起来。

如今的官庄村，“门前三包”已形成习惯，

清洁家园、清洁田园、清洁水源成为村

民自觉自愿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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