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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地尔子说，去年，
他家的人均纯收入达到
了1.6万多元。新的一
年里，他要好好努力，种
好地，养好家禽牲畜，“要
让日子越来越红火。”

春节期间，凉山州昭觉县火普村天气一直不错。

这几天，村民吉地尔子家一直都有客人。为了迎接远客，他把家里收拾得格外干净，还

高兴地为客人讲起这几年他家的变化：新房、新路、新工作，以及越过越好的新生活。

为了证实他的说法，他会将客人带到厨房，自豪地向大家介绍：今年家里杀了两头年猪，

400多斤肉，吃不完，做成腊肉香肠，挂满了厨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肖洋 徐湘东

凉山州昭觉县火普村村民吉地尔子：

日子越过越好 香肠腊肉多得过年吃不完
新家

屋外大院子屋旁观景台

吉地尔子家位置不错，视野开阔，站
在院子里，可以看到大半个村子。

2018年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凉山州昭觉县火普村，走进吉地尔子家，
参观了他家的新房。

吉地尔子回忆，总书记进屋后先是来
到了厨房，当时，他正在厨房里煮着午饭，
锅里蒸着土豆、荞麦粑粑、香肠和腊肉。
总书记问他，这个做法叫什么名字，他回
答“叫一锅吃”。总书记看后说：“不错，挺
丰盛。”

吉地尔子说，他是2016年彝历新年时
搬进新家的，整个房子有80平方米，除了
客厅、卧室，屋外还有独立的厨房和厕所。

在客厅里，吉地尔子安了个节能灶。
他说，以前山上冷，彝家的传统是在堂屋挖
个火塘，用来取暖、烧水、做饭。虽说实用，
但费柴，一不注意，屋内还常常烟熏火燎。

搬新家后，条件好了不少，火塘淡出
他们的生活，节能灶成为主流。吉地尔子
说，他家的节能灶，三斤柴烧十斤水，不仅
节能，烟雾还能通过排烟管排到屋外，安
全又卫生。“当时，总书记还伸出手，在炉
子前试了试温度。”

屋外，是一个很大的坝子。平时，吉
地尔子在上面晒东西，没事的时候，他也
带着孙女在坝子里玩。随着村子被建设
得越来越好，他家坝子旁还修了一个观景
台，放上了公共座椅，大家闲下来时，观景
台就是个拉家常的好去处。

三轮车
赶集做农活不再靠人背

在彝语里，火普意为高山之巅。平均
海拔2700多米的村子，“山高石头多，出

门就爬坡”是曾经人们生活的写照。
吉地尔子说，如今，他们的生活已经

大变样，特别是这3年来，他家的生活越
过越好。

“以前没有路，全靠人背马驮。”吉地
尔子说，几年前，公路修到了家门口，他花
5000多元买了一辆三轮车。有车以后，
生活方便了许多，平时赶集骑车买卖东
西，做农活时，用车拉肥料、拉土豆，“再也
不用人去背了。”

这辆车他很珍惜，平时不用就停在院
子里，有空时，他会给车好好做保养，用了
3年多，车还像新的一样。

生活
收入更多样腊肉吃不完

以前，吉地尔子家的房子老、旧，外面
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一年里种点土豆、荞
麦，养点猪、牛，挣不了几个钱。如今，村
子越变越漂亮，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
里，在他家房子的下面，还开了一家农家
乐。村里有了合作社，大家的收入构成越
来越多样。

现在，吉地尔子除了种地、放牛、养
鸡，还当上了水库管理员，有固定收入。
他家也加入了合作社，4亩多地流转出
去，一年的收入较为可观。

此外，他还计划种植经济作物。
2月8日，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

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蓝莓产业创新
团队首席专家董顺文博士来到村里，教村
民们蓝莓种植技术，从修剪到施肥，讲解
十分仔细。

“我在荒坡上还有些地。”吉地尔子
说，蓝莓属于村集体，管理好了，可以分
红，他很愿意学这些东西。未来，他还打
算学好技术自己也种种，“争取今年的收
入再上一个台阶。”

彝历新年与春节相距不过两个多月，
为了过好节，今年，吉地尔子家杀了两头
200多斤的乌金猪。亲戚往来，他还收到不
少肉，一下子吃不完，全被做成了香肠腊
肉，挂满了厨房。春节快过完了，他家的腊
肉香肠还剩不少，“过年是吃不完了。”

吉地尔子说，去年，他家的人均纯收
入达到了1.6万多元。新的一年里，他要
好好努力，种好地，养好家禽牲畜，“要让
日子越来越红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业摄影报道

2月17日，农历正月初六，达州市大
竹县庙坝镇雨后放晴。国道210线旁的
大全村草莓种植基地，停了不少小轿车。
基地的老板叶贤卫忙着招呼前来采摘的
客人，笑得合不拢嘴。

“市场行情不错，我的草莓供不应
求。”叶贤卫说，2020年，他投资20多万
元，在这里建起无公害草莓种植基地，挂
果的第一季就见到了效益，“按现在的势
头，一年的毛收入有望突破100万元。”

每公斤卖到100元
草莓采摘生意红火

“这里的草莓个头大、口感好，采摘的
时候还可以随便吃，虽然卖得贵，但算起
来还是划得来。”庙坝镇牌坊村的村民陈
宇，已经是第三次带朋友过来采摘草莓
了。这一次，他一口气买了600多元的草
莓，准备作为拜年礼物分给亲戚。

陈宇在外务工多年，春节前全款购置

了一辆小轿车。因国道210线路好车少，
他常常来这里“练技术”。第一次驾车经
过叶贤卫的草莓基地，他就被吸引住了。

“当时还没过年，他卖45元一斤，我觉得

太贵了，没买。”陈宇说，第二次驾车经过
正值大年初一，他忍不住尝了一颗，觉得
口感非常好，便采摘了一筐。此时，价格
已涨到了50元一斤。

“我卖这么贵，还有那么多人来买，来
采摘，是因为我的草莓品质好、无公害。”
基地老板叶贤卫说，春节前后，他的生意
特别红火，由于种植面积不大且交通便
利，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采
用的是蜜蜂授粉，大棚温度控制用的是无
烟木炭，田间管理全靠手工，所以果子的
品质特别好。”叶贤卫说。

目前，叶贤卫种植的草莓有两个品
种，一个是牛奶味的，另一个是巧克力味
的。“来这里的客人，90%都是搞采摘，其
余的10%都是搞水果销售的。采摘和批
发走的‘量’，大概各占一半。”叶贤卫说。

手持新型农民证书
免费传授草莓种植技术

“我老家是浙江杭州建德的，来四川
好几年了，母亲和妻儿一直跟我在一起。”

叶贤卫告诉记者，前几年，他与人合伙，在
达州市通川区磐石镇发展草莓种植产业，
积累了不少经验，后来决定单独出来创
业。

“我在浙江接受过专业的技术培训，还
获得了证书。”叶贤卫说，他如今的身份是

“新型农民”，选择来大竹县创业，除了赚
钱，还想把沿海地区的先进技术和发展理
念带过来，帮助更多的农民朋友致富奔康。

在当地村委会的帮助下，叶贤卫流转
了8亩土地，签订了5年的协议。“这边的
农民朋友对人很好，很支持我们，基地发
展过程中得到了大家很多帮助。”叶贤卫
说，他经常免费给大家传授草莓种植技
术，平时农忙还会花钱雇人帮忙，“也算是
对他们的一种回报吧”。

叶贤卫告诉记者，投资草莓种植，存
在一定风险。但如果种植成功，采摘期可
从冬季一直持续到次年夏季，收入还是比
较可观的。“希望在我的带动下，附近的农
民朋友都能学会种植草莓，大家一起致
富！”叶贤卫说。

浙江“新型农民”携家人到达州创业
投资20多万元种草莓 50元一斤供不应求

吉地尔子家的厨房。

火普村新貌。

叶贤卫为草莓称重。

客人在草莓大棚里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