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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后靠什么实现持续增收
——来自云南昭通的调查

本报记者 曹 松 管培利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云南省昭通市曾经贫困

面积大、贫困程度深，2014 年年底时，全市 11 个

县（市、区）中有国家级贫困县（区）10 个，贫困人

口多达 185 万人，是云南省脱贫攻坚主战场。

脱贫摘帽以来，面对规模庞大的脱贫人口和

较高的返贫风险，昭通市顶住压力，推动脱贫成

果巩固上台阶、乡村振兴开新局，围绕帮扶增收

的主线和巩固、发展、振兴的主题，用好用足开发

式帮扶政策，让脱贫人口增收发展有保障、有门

路、有盼头。

特色产业作支撑

每年深秋时节，乡野山村、田间地头的苹果

园里果香四溢、硕果累累，一个个苹果挂满枝头，

晒着太阳红透了脸，等待果农采摘⋯⋯

昭通市地处云、贵、川接合部的乌蒙山腹地，

是典型的低纬高原气候地区，生态良好、光热适

度，对于苹果种植来说，具有较好的自然气候条

件和区域优势。80 多年前，昭通洒渔镇引进一

批苹果苗试种，自此，这座城市与苹果结下不解

之缘。

走进昭通超越农业有限公司 10 万亩高标准

苹果矮砧密植示范园，目之所及，成片的苹果树

随着山坡起伏连绵，蔚为壮观。

“这里种植了 110 多个品种的苹果树，有红

露、红将军、青香蕉⋯⋯”昭通市昭阳区苹果产业

发 展 中 心 质 量 安 全 科 科 长 赵 庆 东 如 数 家 珍 ，

“正是由于高海拔、低纬度、强日照、温差大等

特点，昭通苹果形成了天然富硒、早甜香脆的

特色，好吃！”

“苹果是昭通带动脱贫户增收、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重要产业。”昭通超越农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炳伟介绍，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公司立

足当地资源禀赋，在做强产业的同时做实联农带

农机制。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采取

流转土地、入股分红、果园托管、田间学艺等形

式，公司与农户形成利益联合体，实现企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目标。

今年的丰收季节，昭阳区永丰镇新民村农户

甄全米非常忙碌。“平时在基地里拉枝、修剪、疏

花疏果，仅管理费一项，每年就能挣 5 万多元。”

甄全米告诉记者，脱贫前自己曾在外务工，收入

有限，2018 年回到家乡后，把家里的 7 亩土地按

照每年 900 元的价格流转给企业，自己还到苹果

园里学习种植技术。如今，甄全米成了一名成熟

的园艺管理员，并从基地承包了 84 亩苹果做管

理，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

“通过搭建共同发展的产业平台，我们吸纳

周边乡镇 300 名员工在园区务工，一些扶贫搬迁

户和当地群众被培养成了现代农业产业工人。”

李炳伟说。

为壮大苹果产业，昭通市坚持走生态化、有

机化、高端化、精品化路子，制定出台苹果产业发

展规划和实施意见，成立市、县（区）苹果产业发

展中心；加强与国内外知名苹果专家和研究机

构、院校的协作攻关，形成了西南冷凉高地苹果

质量控制标准体系，苹果关键技术集成及标准化

生产应用达到国内行业领先水平；充分发挥龙头

企业引领作用，引进行业龙头企业，带动发展了

昭通超越、绿健果蔬、昭通农投、鲁甸浩丰等 81

家从事苹果种植、加工、营销的重点企业。

优质产业让更多群众获益。今年，昭通市苹

果种植规模达 85 万亩，预计产量 100 万吨，综合

产值达 120 亿元，苹果产业覆盖果农 13.8 万户

52.7 万人，其中脱贫群众 1.86 万户 6.78 万人，脱

贫群众人均收入突破 1 万元。

作为农业大市，昭通市不断强产业、育龙头，

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升级，以产业振兴持续助力脱

贫人口致富。

9 月是昭通花椒的成熟季，记者来到昭通市

三力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时正值花椒交易旺季，

交易中心一派繁忙景象。天还未亮，农户们将一

车车的花椒运进市场，经销商在筛选、装袋后，又

将花椒销往四川、重庆、贵州等地。“每年交易量

达 6 万多吨，交易额突破 40 亿元，今年青花椒产

供销依然旺盛。”昭通市三力丰农副产品交易有

限公司负责人曾宗武介绍。

小小花椒树，致富大产业。经过一上午的忙

碌，昭通市巧家县农户彭金朝带来的 1000 多斤

青花椒基本销售完了，“我自家种了 7 亩花椒，卖

完后我还收购村里其他农户的花椒来卖，每年都

有稳定的收入”。

近年来，昭通利用地理优势，在昭阳、鲁甸、

巧家、永善等县（区）的干热河谷地带大力发展花

椒产业，年产干花椒 4.5 万吨，综合产值达 84.8 亿

元。昭通已成为云南省花椒产业第一大市，带动

了 约 15 万 户 60 余 万 人 增 收 ，户 均 增 收 1 万 元

以上。

优质的天麻、鲜脆的筇竹笋、个大甜糯的洋

芋⋯⋯昭通市下功夫打造苹果、马铃薯、竹子、天

麻、花椒、特色养殖等高原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巩

固脱贫成果、增收致富的坚实支撑。

昭通市市长杨承新表示，昭通充分发挥资源

优势，加快打造绿色能源、绿色硅铝、磷基及新能

源电池材料、高原特色农业、现代文旅 5 个千亿

元级产业，资源优势产业逐步成为跨越式发展的

强劲动力。下一步，昭通将继续夯实产业发展基

础，谱写好产业兴市新篇章。

岗位技能添保障

在此前的脱贫攻坚进程中，为解决一方水土

养不起一方人的问题，昭通市实施了一大批易地

扶贫搬迁工程，通过“挪穷窝”“换穷业”实现“拔

穷根”。

昭通市昭阳区靖安新区就是其中一个搬迁

点，这里共安置了来自昭通 6 个县（区）的 9256 户

40549 人。脱贫后，为让搬迁群众既住得放心又

过得安心，靖安新区持续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工作，持续强化就业和民生保障，确保搬迁

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噔噔噔⋯⋯”走进靖安新区扶贫车间云南

君子兰服饰有限责任公司，一排排缝纫机器整齐

排列，工人们正抓紧赶制一批服装订单。“我们公

司专门设计生产酒店、工厂、学校等团体制服，目

前有 70 多名工人，主要以当地妇女为主。”云南

君子兰服饰有限责任公司厂长杨成说。

35 岁的江群芳从昭通市彝良县大山里搬迁

而来，如今已在工厂工作 2 年多。起初还担心搬

迁过来没有收入来源，通过公司培训，她很快掌

握了缝制技能。“这里计件算工资，多劳多得，我

技术熟练后每个月能挣五六千元。”江群芳说。

对于很多需要照顾家庭、不能出远门的妇女

来说，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是一个合适的选择。靖

安安置区党工委副书记臧庆庚介绍，安置区引进

6 家劳动密集型企业落户建设扶贫车间，吸纳

800 余 人

就近就业。此

外，安置区还盘活

了 525 间商铺，通过落实优惠政策，鼓励有能力

的搬迁群众做小吃、开小店等，实现就地创业。

在家有岗位，在外有技能。臧庆庚介绍，为

帮助搬迁群众中的青壮年劳动力找到好工作，政

府还在市区人社部门、职业培训机构的支持下，

结合市场需求，先后开展了缝纫工、钢筋工、网络

创业、起重机械操作等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搬迁

群众的创业就业能力。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一场电工技能培

训在靖安新区开班。为期 15 天的培训期间，授

课教师采取“理论+实践”的培训模式，向学员讲

授电气设备运行、数字电路技术等基本原理，帮

学员掌握各类电气设备的运行操作、维护和维修

等技能。

“我之前就经常干零工，学好电工这门技术

后，再出去找工作或者接活儿都不难，挣得也会

多点。”学员王光宇说。

坚持产业所向、市场所需、群众所愿，聚焦技

能更强、就业更稳、收入更高，昭通市近年来精准

开展“订单式、定岗式、定向式、定制式”职业技能

培训，大力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产业工

人。目前全市技能型劳动力总量达 56.03 万人，

35.46 万人持有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技能

型劳动力年均收入较普通劳动力增加 1.2 万元

以上。

作为劳动力资源大市，昭通市 630 万人口

中，农村劳动力达 300 余万人，确保他们及时转

移 就 业 获 得 稳 定 收 入 ，就 能 有 效 减 少 返 贫 风

险。近年来，昭通市按照有组织、有技能、有品

牌、有服务的思路，全力抓转移、稳就业、促增

收，推动劳动力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昭通市

农村劳动力中，常年转移就业 250 万人以上，其

中省外就业 130 万人以上；105 万脱贫劳动力转

移就业 93 万人以上，19.71 万易地搬迁劳动力稳

定就业 18 万人以上，务工收入占脱贫人口人均

纯收入的 76.53%。

美丽乡村打底色

从昭通市沿着昭彝公路行驶 30 多公里，一

个青山环抱、云雾缭绕的村庄——彝良县“云中

苗寨”出现在眼前，记者发现，这里的游客络绎

不绝。

“每到周末或假期，附近市民喜欢来这里走

进自然、动手烧烤、放松心情，‘云中苗寨’如今成

了 城 里 人 向 往 的 乡 村 。”“ 云 中 苗 寨 ”CEO 柏

令说。

“云中苗寨”原名大苗寨，是位于昭通市彝良

县洛泽河镇的一个苗族村寨。由于地处偏僻山

区交通不便，农业产出有限，寨子曾经的贫困发

生率达到 87.6%，全村 123 户 574 人中建档立卡户

有 108 户 503 人。虽然村子已于 2020 年脱贫，但

这样一个基础薄弱的少数民族村寨面临的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增收致富任务依然严峻。

2021 年 7 月，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

研究院李小云教授团队指导下，昭通市将大苗寨

作为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进行建设。

大苗寨海拔 2000 多米，镶嵌在万余亩天然

草场和 3000 多亩森林中，拥有优美的生态环境

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

究生陈伟萱介绍，当时专家团队考察了村子的自

然环境、农业生产、文化习俗等方面后，建议寨子

发展“生态+农

业 + 文 化 + 旅

游 ”乡 村 农 文

旅 复 合 产 业 ，

打造城市居民

休闲目的地。

“ 在 专 家

指导下，村

庄不搞大拆大

建，在苗家老屋红

色 砖 墙 基 础 上 以 红

色元素为主基调，最

大 限 度 保 留 和 彰 显

苗族文化特色，用最小成本达到最佳的建设效

果。同时，以工代赈发动村民参与步道广场、民

居提升、改厕改圈等建设，带动群众就近增收。”

柏令说。

2022 年 7 月，“云中苗寨”正式开园，游客纷

至沓来。走进寨子可见红砖红瓦色调一致，红砖

步道串联村庄，户户连接依山就势。此外，“云中

苗寨”还新建了民族文化广场、游客接待中心、民

宿客栈、主题会客厅以及咖啡馆、百米烧烤长廊

等文旅业态，从传统美食中开发出萝卜皮、腊肉、

腊肠等农特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并由

村里成立的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

“我以前想，这么远的寨子怎么会有人来喝咖

啡呢？没想到村里真开了一家咖啡馆，我自己还

学会了做咖啡。”村民王运兰以前在福建食品厂打

工，如今回乡就业，经过培训成为一名咖啡师。

村民朱云慧夫妇选择加入合作社，将自家住

房改造成餐厅和民宿。如今朱云慧的丈夫学习

厨艺，朱云慧学起了餐厅经营和民宿管理，夫妇

俩除了每月 3000 元左右的工资外，每年还有经

营分红。

为带动村民共同致富，项目启动初期就成立

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社和旅游公司，并组建了

以本村村民为主的“乡村 CEO”管理团队，统一

运营管理所有业态，每年营业收入的 10%用于村

民年终分红，纯利润的 10%用于村级公益事业，

30%用于乡村 CEO 团队提成，60%用于合作社运

营壮大。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今 年 前 8 个 月“ 云 中 苗 寨 ”整 体 营 收 超 过 160

万元。

“2020 年末脱贫时村人均纯收入 7000 余元，

2022 年末人均纯收入达 1.2 万元，村子发展有奔

头。”柏令说。

培育乡村新业态，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目

前，昭通市按照党建引领、政府统筹、专家指导、

干部规划、群众主体的总体思路，率先打造的“云

中苗寨”“云中乐谷”“坝上花海·七彩坝塘”3 个

脱贫致富示范先导工程已开园运营。此外，昭阳

区“红苹果”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园，25 个示范乡

镇、89 个精品示范村、639 个美丽村庄建设也在

加快。随着乡村振兴不断推进，村美民富、产业兴

旺、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正在乌蒙大地不断涌现。

昭通市委书记苏永忠表示，昭通市精准落实

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

线。但要清醒认识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抓实各

项工作，突出脱贫群众长期持续增收，抓实就业

支撑、产业支撑，强化动态监测帮扶，推进乡村振

兴示范建设，提高项目资金管理，抓好脱贫成果

巩固和乡村振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云南省昭

通市地处曾经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由于脱贫人口众多，被称为脱贫人口全国

“第一市”。面对脱贫人口多和返贫风险高的现状，如何增强脱贫群众发展信心，让他

们实现持续增收？昭通市用实践不断丰富“解题方案”。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实现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产业发展的支

撑作用至关重要。

乡村要振兴，产业先振兴。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保证脱贫人口有持续的经济来

源，必须更多依靠产业发展，不断增强内生动

力。昭通市将财政衔接资金倾向产业领域，

大力实施经营主体倍增计划，扶持培育农业

龙头企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盘活农村资源

资产，都是促进产业发展的有效举措。

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不少地

区都有自己的特色资源，这是发展产业的基

础。推动乡村尤其是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必

须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深入分析挖掘资源潜

能，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

势产业，打造打响品牌，推动传统产业优化

升级。

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升级，应着力推动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龙头企业，延展

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在这其中，尤其要注意

不能简单地将一产“接二连三”，要着力完善

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就业带动、保底分红、股

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

链增值收益。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大有可为。昭通市通过“让沉睡的砖头变资

源、农民当上 CEO”的乡村振兴路，实现了乡

村旅游促增收的目标，也让我们看到培育发

展新业态新模式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

用。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要结

合本地特色，着力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

新业态，使之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新增长点。

牵 住 产 业 兴 旺 牛 鼻 子
管培利

本版编辑 王薇薇 于于 浩浩 美 编 王子萱

昭通超越农业有限公司建成的昭通超越农业有限公司建成的““昭阳红昭阳红””苹果智能分选线对苹苹果智能分选线对苹

果进行清洗果进行清洗、、分选分选、、包装等工作包装等工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曹曹 松松摄摄

昭通市三力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昭通市三力丰农副产品交易中心，，农户农户

在售卖青花椒在售卖青花椒。。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曹曹 松松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