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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大力整治人居环境
    

由于坐落在滇池畔，小渔

村村民一直以打鱼为生。20 世

纪末，滇池水环境不断恶化、

治理压力加大，村民转而开始

种植大棚蔬菜和花卉。然而一

段时间后，村内私搭乱建、污

水乱排放等问题突出，加之大

水大肥的种植方式，造成滇池

面源污染。

面对保护生态环境的压力，

2022 年初，小渔村全面启动美

丽乡村示范村建设。“我们针对

人居环境进行全面整治和改造，

主要开展雨污分流和水环境综

合治理，以及违建房屋拆除、道

路硬化、电线改造、村庄绿化美

化等工程。”上蒜镇工作专班负

责人汪阳说。

在环境整治过程中，小渔

村共拆除 50 余处临建、违建建

筑，引导村民退出传统低端大棚

200 余亩，辐射带动上蒜镇调整

退出大棚 2698 亩，有效控制了

农业面源污染。与此同时，引进

专业公司对村子进行规划设计，

对房屋外立面进行提升改造，对

村内道路进行整体提升，将原来

裸露在外的电线、电缆、管网等

统一埋入地下。同时，实施雨污

分流工程，实现村庄污水 100%

收集进入环湖截污干渠。

此外，村里利用空地建成

民议亭、渔笼广场、渔人码头、

党群驿站等休闲场所，在村庄外

围建成 500 米生态廊道，并通过

增绿补绿，提升整治绿化空间近

3 万平方米，让村里的人居环境

得到明显改善。

    

 打造田园综合体
    

在人居环境得到全面提升

的基础上，小渔村引入专业化市

场主体参与村庄运营，由村集体

与云南同景文化旅游开发管理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云南渔

夫文化旅游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村集体通过入股和集体土地转

租等方式获取集体收益，并协

调好公司与村民的关系。小渔

村文旅项目的开发和经营，则

由公司专业人员运营管理。

目前，通过营地餐厅、文创、

共享骑行等多样化业态的植入，

小渔村已基本形成集休闲娱乐等

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包括渔村

大食堂、农家小院、“渔乐圈”、

夕阳咖啡厅等在内的一批创新创

业项目在村内落地。

“2022 年国庆节，我们的

营地餐厅首先开门迎客。客流高

峰出现在今年春节，每天有 1万

小渔村位于滇池南岸，是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牛恋村

的一个村民小组。村内道路整洁、风景秀丽，村庄规划与

滇池自然风光相得益彰。然而，2022 年以前，小渔村道

路狭窄、环境脏乱差，整个村子被污水塘包围，一度对滇

池造成污染。为保护滇池，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扶指导下，通过人居环境整

治、产业转型发展等举措，小渔村实现了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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