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沿着镇坝公路一路向南，来到镇
宁自治县沙子乡弄染村，放眼望去，青山巍
峨，产业遍地，设施完备，古迹藏幽，一幕幕
红色墙画讲述着曾经的苍茫岁月。

弄染村，是一个典型的布依族村落，“弄
染”在布依语里意为有山有水，是山清水秀的
地方。这里是革命烈士陆瑞光故居所在地，

“弄染结盟”的红色故事在这里代代流传。
如今的弄染村，传承红色基因，坚持党

建引领，着力推进“红色旅游+”深度融合，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把乡村振兴与红色文
化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努力让村民过上好
日子，让乡村变得更美丽。

追溯红色记忆 打造红色基地

走进弄染村，沿着山路拾级而上，来到
半山腰，穿过一道石头拱门，便来到了村民
广场，周围民居高低错落，苍翠的古树巍然
屹立，一间沧桑斑驳的土屋映入眼帘。走
进屋内便能看到，一副“弄染结盟名垂青
史，彭陆协定功著千秋”的对联。

1935 年 4 月，中央红军第三军团长征
途经弄染寨时，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与
布依族自然首领陆瑞光签订了“反蒋协
定”，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的六
马地区，史称“弄染结盟”。

“红军战士在弄染期间，帮助群众修缮
水井、挑水、劈柴、打扫院落，与当地群众结
下了深厚的情谊，留下了‘红军井’‘结盟树
’‘红军路’等红色遗迹，为弄染的一山一水
留下了宝贵的红色基因。”弄染村党支部书
记王荣珍告诉记者。

2021年，弄染村被列入贵州省第一批
红色美丽村庄试点。2022年6月至9月，弄

染村依托红色资源全力推进红色美丽村庄
建设，打造红色文化主题教育基地，修建展
陈馆、寨门、凉亭、服务中心、长廊、停车场、
篮球场、红军超市、红军食堂；实施安置点
农房改造和红色墙画工程；修复山洞指挥
所旧址、陆瑞光故居；保护古树、古井、古寨
墙等红色遗迹……

伴随着熹微晨光，弄染村的寨门前、凉
亭后、小巷间、古树下，随处可见红色遗迹在
阳光照射下发出耀眼光芒。来自各地的一
批批党员干部先后来到弄染，参观展陈馆、
陆瑞光故居，重走长征路，重温红色记忆。

“‘弄染结盟’是红军长征期间与少数
民族首领实现统一民族战线的重大事件，
具有深远意义，今天的参观更能感受那段
红色的光辉岁月，催人奋进前行。”7 月 3
日，来自镇宁本寨镇张家坝村的党员干部
张福玉参观完弄染村说。

“从 6月 22日到 7月初，共有十多个团
队近千人前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王荣珍
介绍，红色美丽村庄项目完成后，红色教育
成为村里最亮丽的风景，弄染村已成为了
全省党员干部接受红色教育的新基地。

破除思想桎梏凝聚发展共识

曾经的弄染村因位置偏远，交通落后，
条件艰苦，产业传统，致富无门，青壮年劳
动力大多外出务工，只剩下老年人、留守妇
女守着“空心村”。

当时，王荣珍为了带动当地妇女就业，
想拆除闲置民房，将其改造为加工车间，用
于生产纺织用品，增加群众收入，不料却遭
到了强烈反对。

“许多人本着落叶归根的思想，就算在

外买房也坚决不同意拆除老家的旧房子。”
王荣珍说。

重重阻力之下，村里的老支书、老党员
带头出面做工作，向村民讲解危房不拆的
隐患和发展产业带来的好处，并召开党员
大会和群众大会，用一个个发展的实例和
红军故事教育引导群众。

弄染村在实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项目
时，准备把山顶处韦朝华老人家的老房子
改造为展陈馆。老人从小就听过红军过弄
染的故事，是一名有着四十多年党龄的老
党员，他说，无偿将自己的房子让出来，只
要对村里的建设发展有用。

在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动下，群众的思
想实现了从“旁观”到“主动参与”的转变。
老房子拆除了，加工车间建起来了，展陈馆
迎来送往，邻里关系变得越来越和谐，红色
美丽村庄各个项目顺利落地。

如今的弄染村，乡村美了，荒坡绿了，
人气旺了，外出打工的村民回来了。

做强“甜蜜产业”开发多元产业

六七月份的弄染村，连绵成片的蜂糖
李郁郁葱葱，点绿了曾经的荒坡，饱满圆润
的蜂糖李挂在枝头，发出醉人果香。

老党员罗汉穿梭在自家的 100亩蜂糖
李间，与工人一同分拣、打包蜂糖李，准备销
往省外市场，“这两天到了下果的高峰期，村
里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忙得不可开交。”

同样忙得热火朝天的，还有村里的预备
党员黄诗述，早在蜂糖李下果前期，她便忙
着四处求资源、找销路，通过电商平台向全
国各地销售蜂糖李。“现在一天就可以卖出
7000件蜂糖李，村民们卖完了自己的李子，
还可以前来务工，每天最少有四五十个村民
齐心协力进行采摘、销售。”黄诗述说道。

近年来，弄染村以红色美丽村庄试点
建设为契机，强化党建引领，由村级合作社
带头发展产业，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带
动发展蜂糖李产业。“目前，蜂糖李种植面
积达 3000余亩，挂果面积 1800余亩，每年
带动全村增收 700余万元。”王荣珍告诉记
者，与此同时，弄染村还种植有瓜蒌316亩，
每年带动群众增收173万元。

除发展经果林种植外，弄染村还通过
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引进旅游公司，带动旅
游业发展，并将农业产业与红色旅游、研学
体验、特色民宿相结合，走“农旅结合，产业
兴旺”新路径。

在红色文化的感染下，不少游客来到弄染
参观学习、研学体验、社会实践后，还会选择入
住特色民宿，体会80多年前的波澜壮阔。“如
今，在广场旁建起了3栋民宿，共有60多个床
位可满足游客的住宿需求。”王荣珍说。

一段红色故事传承至今，一个红色美
丽村庄呈现眼前。如今的弄染村，充分挖
掘红色文化资源，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正书
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编辑：肖劲松 校对：白昊楠 版式：金萍

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知安顺 2024年7月22日
星期一 03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关岭
自治县花江镇的坝山村，阳光
炙烤着石山，棵棵花椒树却依
旧绿意盎然，枝干上的簇簇花
椒已然颗粒饱满，弥漫着浓浓
椒香。

椒林之间，采椒工人们戴
着遮阳帽和手套，手持专用剪
刀，只需10分钟便能将一棵花
椒树连枝叶带花椒剪得干干
净净，再由运输工人打包成捆
运至路旁，过程有条不紊。

“村里的花椒已经进入采
摘期，最近家家户户都忙得
很，我还要多请几个工人，争
取在 20天以内把花椒全部采
摘完毕。”坝山村致富带头人
曾德春种植了百亩花椒，他告
诉记者，今年预计能采收 7万
斤以上的花椒，按照当前每斤
5元的批发价计算，除去各项
成本能挣20多万元。

坝山村作为关岭花椒的
核心产区之一，多年前在当地
政府的主导和支持下，因地制宜推进“坡改
梯”工程，向山要地大规模种植耐干旱的花
椒，既美了生态，又富了口袋。

如今经过多年发展，该村花椒种植面
积达 4000 余亩，均为当地农户自种在石
漠化严重的石山荒坡上，全部进入了产

果期，亩产值在 7000 元以上，并且由于地
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特殊，日照相当充足，
所以产出的花椒又麻又香，在市场上供
不应求。

“我们村的 4000 余亩花椒产业都是
本村农户自种在石漠化严重的石山荒坡

上，把原先光秃秃的大山
变成了绿油油的青山，加
上近年来通过花椒品种改
良和种管技术革新，亩产
从之前的百余斤增产至现
在的 700 斤左右，并且许多
花椒种植户还纷纷办起了
家庭作坊，把花椒烘干后
销售，经济效益更高。”坝
山村党支部书记胡勇说，
如今，坝山村花椒产业年
产值达上千万元，通过产
业带动增收，人均纯收入
达 13000元以上。

胡勇表示，坝山村将继
续大力发展花椒产业，在产
业提质增效和延伸产业链
上下功夫，逐步实现创品
牌、增业态、提价值、拓渠道
的产业发展目标，进一步推
动花椒产业的长足发展，让
更多椒农在产业发展中增
收致富，真正实现石山变青
山，青山成“金山”。

围绕围绕““四新四新””主攻主攻““四化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花江镇坝山村：

花椒产业让石山变“金山”
早报记者高智文/图

花椒采收花椒采收

镇宁沙子乡弄染村：

党建引领聚合力“红色引擎”促发展
早报记者李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