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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四川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条例指
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优势特
色资源为依托，支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建
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
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越这5年
了不起的我们

踔厉奋发新时代 治蜀兴川再跨越

靠“卖阳光”挣了一个亿

贤家村还有哪些致富“法宝”？
一个村，挣1亿元有多难？
在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21年全国

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亿元村”名单
中，全国仅249个村上榜，其中四川有
18个。位于四川南部的攀西大峡谷里，
也“藏”着一个靠“卖阳光”挣了1亿元的
小村子——贤家村。

阳光怎么“卖”？贤家村还藏有哪
些致富“法宝”？日前，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走进攀枝花市米易县攀莲
镇贤家村，探寻其康养产业收入过亿元
的“秘密”。

算账
1万张床×100元×100天

4月的贤家村是最“清闲”的时候。
走进贤家旅游新村，“贤人志士 康养之
家”的招牌首先映入眼帘，沿着宽敞的
大道往里走，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盛开
的三角梅花团锦簇，一幢幢带院子的小
洋楼掩映在绿树之间。

这个季节，在此康养的老人基本都
已离开，到10月再陆续回来。此时村里
的宁静，与康养产业的“火爆”形成了鲜
明对比。

从11月初到次年3月底，短短5个
月时间，贤家村就能实现康养收入过
亿元。

康养收入超过1亿元是怎么算出来
的？“现在村子里登记在册的康养机构
有159家、1万张床位，平均每张床位一
天收100元，只需要住满超过3个月，就
能实现1亿元的收入。”贤家村党总支书
记王朝宗说，事实上，贤家村实现“满
员”100天很轻松，这还不算没有登记的
自住房，“1万张床乘以100元再乘以
100天，这个账很好算。”

在王朝宗眼里“很好算”的账，放
到普通村民家里就是一笔实实在在的
收入。

今年65岁的雷福珍是2020年才变
身为康养“服务员”的。“花了150万元修
房子，按照宾馆标准修建，2020年11月
23日迎来了第一批客人。”她说，家里有
17个房间34个床位，长租短租都可以。
人工方面，就他们老两口和女儿，另外
还请了一个厨师，厨师每月工资是6000
元，“3月31日最后一批客人离开，大概
算了一下，今年康养产业的利润能达到
13万元左右。”

起点
“天和开局”的康养产业

得益于独特的南亚热带干热河谷
立体气候，米易县年均气温20.5℃，即
便是入冬后，平均温度也能保持在
15-21℃，午后最高温度甚至可达
26-28℃。

说贤家村的康养产业发展是“天和
开局”一点都不为过。

2007年，四川省启动省级新农村建
设试点示范工作。2010年，四川省明确
提出：以新村建设为载体，成片推进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2年，攀枝花市
确定建成16个重点旅游新村。其中就
包括贤家村。而新村建设，正是贤家村
加入“亿元俱乐部”的起点。

“最初地批下来没人要，只能村干
部带头。”据王朝宗回忆，因为气候好，
以前就有人想来此康养，但那时完全没
有接待条件，“于是大家商量在新村修
建康养机构。”

到2014年，康养机构随着新村一
起建成。“没想到第一年，1000张床位
就住满了。”王朝宗说，村民一看行情
这么好，就陆续开始用自家房屋接待
客人。

贤家村5组村民代波也是那时加入
“接待大军”的，靠着政府贴息贷款，他
和弟弟开起了“天然居”农家乐。据代
波介绍，2022年春节前后，60个床位实
现毛收入超过35万元，“家里还有5亩土
地，康养老人来了还要请几个工人才忙
得过来。”

发展
闲置的办公楼变身康养中心

贤家旅游新村的康养产业实现了
“弹射式”起步，2015年接待康养游客5
万多人次，2016年达到8万多人次，
2017年已接近10万人次。

到贤家村的康养人群越来越多，对
接待能力造成了极大挑战。2017年7
月，在米易县攀莲镇党委的支持下，贤
家村康养旅游专合社将闲置多年的原
村委会办公楼进行改建和装修，为村子
发展集体经济打下基础。

“原来也想过要盘活闲置的集体资
产，但当时一是方向不明，二是没有
钱。”王朝宗说，康养产业的发展指明了
方向。

“资金来源主要有3个渠道：一是贤
家村被列为四川省2017年扶持村集体

经济发展试点县项目村；二是成昆复线
等工程建设征占的集体土地获得的部
分集体资金，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后投
入其中；三是采用‘借鸡生蛋’，将建成
后的康养中心预租给成都旅居乐公司，
公司先付两年租金。”王朝宗说，这三笔
资金共计有200多万元。

2017年12月，占地3000多平方米、
有90个房间、可接待190人的“成都旅
居乐”在贤家村开门迎客。“前3年每年
租金为55万元，之后每年递增6%。”王
朝宗说，新村委会综合服务中心也在建

设中，一二楼是办公区，楼上还有40多
个房间90个床位可用来做康养，“等今
年投入使用以后，村集体经济每年能有
100多万元的收入。”

优势
除了阳光还有什么？

毫无疑问，优质的气候条件是贤家
村进入“亿元村”行列的“金钥匙”。但
在攀枝花，可以“卖阳光”的地方不在少
数，贤家村凭什么脱颖而出？

来自成都的吴光海今年66岁，近几
年每年都会到贤家村住上几个月。

贤家村为什么好？吴大爷给出了
他心中的答案：除了阳光，吸引我的还
有环境和人。

贤家村距米易县城仅2公里多，早
在2015年，米易县就推出了县城到贤家
村的免费公交。去年1月1日开通客运
业务的米易东站，距离贤家村也不过几
百米。“除此之外，我们去年还利用一片
闲置荒坡，打造了一座山地公园，健身
步道走到新村两三公里，很受大家欢
迎。”王朝宗说。

在各色花卉植物的相伴下，沿着健
身步道走一走，或到木质凉亭歇一歇，
远眺山下的风景，会感到无比惬意。

据王朝宗介绍，除了基础设施建
设，人员服务能力的提升，也是贤家村
给人“宾至如归”感受的重要原因。“我
们门口写着‘康养之家’，而不是‘康养
之村’，就是要用专业化的服务，让客人
有回家的感觉。”他说。

正如王朝宗所说，如果说是阳光吸
引人进入贤家村，那么软硬件的双提
升，就是把人留下来的制胜“法宝”。

未来
农业+康养﹥2

在“卖阳光”方面，贤家村堪称“天
花板”，但他们的目标不止于此，“家底”
也不止于此。

“贤家村其实是农业起家。”据王
朝宗介绍，早在2010年，贤家村就逐步
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引导群众建
成高标准农田1500余亩，新建设施大
棚1000余亩，带动农民从种植水稻、
小麦等传统农业向种植早春蔬菜等设
施农业转变，亩均收入提高到4万-6
万元。

发展至今日，贤家村通过不断引进
技术和改进品种，现代农业发展同样搞
得有声有色。

“我们现在正在思考‘农业+康养’
的问题。”王朝宗说，通过与攀枝花沃圃
生智慧农业公司合作，贤家村准备采取

“支部+公司+农户”模式，建成集育苗、
种植、农产品分拣、冷链物流、销售观光
为一体的贤家村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资源变资
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业+康养﹥
大于2’的效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翼

贤家村山地公园一角。

绿树鲜花环绕的康养机构。

到贤家村康养的老人（2022年1月拍摄）。 程立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