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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调整结构  发展起步
    

位于龙武镇北部的大练庄村，村民世代以种植萝卜、白菜

等传统农作物为生。“以前，村民种植的农作物种类少、价格低，

收入没有保障。”大练庄村党总支书记李文和感慨地说。

为助农增收，龙武镇党委和大练庄村党总支开始积极探索，

在开展大量调研后发现，大练庄村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非常

适宜种植四季香椿。

“四季香椿，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香椿芽的香椿树。

它与传统的香椿相比，色泽鲜艳，口感香脆，香椿味更浓，种

植成本低，采摘时间长，市场价格更高。”李文和介绍说。

认识到种植四季香椿的价值后，村党总支开始鼓励和动员

村民种植。在部分党员的带头下，一些村民渐渐改变了每年只

依靠种植萝卜、白菜增收的想法，开启了种植四季香椿的致富

之路。

立冬过后，走进云南省石屏县龙武镇大练庄村，只见

满山坡的香椿树上已长出嫩芽。这些叶子红里透紫，散发

出阵阵独特的香气，许多村民正忙着采摘打包香椿，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2022年，全村香椿种植面积超700亩，

预计产值 2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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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菊。“以前这些荒地用来种玉米，

亩产值最多 500 元，而现在种植万寿

菊则能达到 1500 多元。”崔木先说。

在万寿菊花海中，65 岁的村民陈

加光背着满满一袋万寿菊穿越花海来

到路边，路边已堆着六七麻袋万寿

菊，这是他和老伴一天的劳动成果。

“以前，我和老伴只能放放牛、种点

粮食，没有其他收入。现在，我们有

空就来采花，放牛种地两不误，一天

还能拿到 300 多元的工资。”陈加光

笑着说。

采收万寿菊还惠及周边县（市）

的群众。47 岁的高客芬是宣威市人，

听说刘家庄村招收万寿菊采收工人，

便约着同村几名妇女一起来务工。“来

这里一趟，我们估计能挣四五千元。”

高客芬说，与她们一起来的一位老人，

手脚麻利，一天能挣 200 多元。

何忠华算了笔账，一年时间不到，

刘家庄村的集体经济已突破百万元：

2300 亩的土地流转服务费 120 万余

元，劳务用工服务费 10 万余元，预

计 2022 年村集体种植的万寿菊产值达

30 万余元。

取得的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刘家

庄村将其用于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人居环境整治，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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