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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姐，下午到村委会来，发钱
了！”春节前夕，正在上班的鲍和秀接
到了村委会电话，原来是村里的集体
经济组织了分红会，按照户籍，每人能
领到200元。鲍和秀算了一下，家里6
口人能分到 1200 元，快抵得上她半个
月工资了。

今年 48 岁的鲍和秀，家住攀枝花
市东区银江镇阿署达村，她上班的故
事里康养酒店是村里的集体经济产业
之一。这个离攀枝花市中心仅15分钟
车程的“城边村”，曾经却流传着这样
一句话：“有女不嫁阿署达的人，有男
不上阿署达的门”。

但如今的阿署达村，用村党总支书
记夜富强的话说，是“一房难求”。靠着
近郊游、康养和水果种植“三驾马车”，
阿署达村不仅实现了全村农民人均年
纯收入近2万元，更是拿下了“全国文
明村”“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四川百
强经济名村”和“四川省十大幸福美丽
新村”等一系列“金字招牌”，成为不少
人眼中“别人家的村子”。

美在乡村有人知
“城边村”成了网红地

从攀枝花机场沿路下山，看到的
第一个村子就是阿署达村。正如这个
颇具民族风情的名字，阿署达村是“中
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村1900余
人，85%以上为彝族。

尽管离攀枝花市中心很近，但过
去的阿署达村却有着“穷山恶水”之
名。“以前这一片全是土房子，路也不
好。”鲍和秀还记得，她曾背着自家种
的菜，走1个多小时去集镇上卖，一天
下来也就几十块钱收入。

“变化是从2006年前后开始的。”
鲍和秀说，那年村里第一次引进资金
修了一个酒楼。2012年，占地2万多
亩的花舞人间景区落地阿署达村，让
村民尝到了发展乡村旅游的甜头，旅
游新村建设的号角也正式吹响。

走进如今的阿署达村，可徜徉于
全国最大的三角梅观赏基地，或在
星空露营地搭起帐篷享受山野宁静，

也能在天寿湖边沐浴26摄氏度的冬日
暖阳。

“美丽的阿署达村已成了网红
地。”说起该村的好，夜富强显得颇为
自豪，以2021年6月建成的星空露营
地为例，最高一天收入4万多元，平均
每天有3万元左右的收入。说话间，他
又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找我订房
的，已经没有了”。

借着离城区近的天然地理优势，
阿署达村首先打响了近郊游的招牌。
今年春节，阿署达村被东区划定为烟
花爆竹可燃放区，大年三十晚数千人
涌入村子，漫天的烟花照亮了夜空，也
照亮了村民的致富之路。

“不少村民自发去卖玩具、零食和
土特产，有人一晚上卖了好几千块钱。”
在夜富强看来，有人气才能有财气，“最
好的样子，就是村子美、村民富”。

富裕生活比蜜甜
2万亩芒果一年收入2200万元

春节刚过，阿署达村的早熟芒果
树上已挂起了橙黄色的花。

事实上，阿署达村的芒果种植历
史并不长。2000年左右，攀枝花市开
始大面积引进芒果种植。但在当时，
这一决策并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可，认
为赚不了钱。于是，村干部将村民集
合起来，请大家吃芒果，其口感得到了
大家的一致好评，阿署达村这才走上

了发展芒果产业的道路。
20多年过去了，2万亩芒果早已成

为了阿署达村的支柱性产业，全村683
户村民中约有650户在种植芒果。

去年8月，记者曾走进阿署达村，
看到不少果农正忙着采摘芒果，道路
上不时有村民用农用三轮车将芒果拉
到收购点。在一处芒果收购点，20多
位村民正忙着将芒果装箱。“这里的芒
果都是我家的，20吨左右。”果农夜合
良说，为了尽快完成装车，他请了70余
人帮着采摘、装箱，“每个人每天一两
百块钱吧。这批芒果装车后将运到浙
江省嘉兴市”。

来自河南金果苑公司的水果营销
商王清河追“芒”近两千公里，来到阿
署达村，曾1个月带走了100万斤芒
果。“村里的芒果，四分之三是外地企
业或商家来收购，另外四分之一依靠
电商或微商销售。”夜富强说，阿署达
村的芒果每年能为村民带来超2200万
元的收益。

集体经济有钱赚
38万元现金现场发给村民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2016年底，
阿署达村的集体经济开始起步，这一
年，由村社干部作为原始发起人，村社
集体资金全面控股的下属公司——攀
枝花市金玛缔康养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以阳光为媒，公司创建了乡
村旅游文化品牌——故事里。

鲍和秀上班的故事里康养酒店就
是这家公司的项目之一。“原来这里是
准备用作村委会办公地的，后来改成
了康养酒店。”如今已是前台收银员的
鲍和秀是酒店的老员工了，2018年刚
到酒店时，她还是餐厅服务员。

鲍和秀的家离酒店不过几百米
远，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她每个月
能领到2700元左右的工资。“我27年
前从攀枝花市盐边县红格镇嫁到阿
署达村时，这里穷得一个月看不到一
个陌生人。”她说，如今通过发展近郊
游和康养产业，不仅村民在家门口找
到了工作，仅仅春节假期7天，金玛缔
公司就接待了3000多人，收入超过40
万元。

故事里星空露营地是金玛缔公司
的另一个“农文旅”综合体项目，位于
攀枝花保安营机场不远处，有星空帐
篷露营区、特色生态烧烤区、奢华房车
露营区、主题果园观光采摘区、森林康
养小木屋等五大区域。

1月6日，星空流浪舱正式“落户”
星空露营地的山林中，“流浪舱‘落户’
后，有很多游客前来咨询。”星空露营
地项目经理李琼说。

项目挣了钱，村民就能分到钱。1
月18日，阿署达村召开2022年度集体
经济组织分红会，38万元现金摆在现
场，按照户籍，1900位村民享有分红资
格，每人能领到200元。

“未来的阿署达村会山上山下一
起发力。”按照夜富强的计划，这里山
上有星空露营地，山下有花海，“星空
露营地目前体量还比较小，将来会增
加流浪仓和露营位，再增加一些鲜花
景观，预计年底就能出效果。”

对于山下的花海，夜富强准备围
绕花海打造健身步道，增强周边服务
接待能力。“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
是提高接待服务质量。”他说，目前正
在对接专业服务机构，对村里从事相
关工作的村民进行培训，“要让来阿署
达村康养、旅游的客人们感受到真正
的宾至如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翼

一辆运牛车侧翻，司乘人员被困，阿
坝州理县朴头镇一颗印村村民吴成军带
着全家出动救援。他们撬窗呼叫、开门救
人、设置警示灯光、协助找牛……从1月
27日零下10多摄氏度的凌晨忙到下午，
吴家人“专业”且暖心的救援，得到称赞。

1月3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联系到吴成军时，他正带着妻子和两
个女儿前往雅安。这一趟既是旅游，也
是送大女儿吴文玥到医院实习。谈到此
前的救援，吴成军一家表示，面对这种情
况，肯定要出手帮助，毕竟人命关天。

货车侧翻两人被困

1月27日凌晨4点过，理县朴头镇
一颗印村，气温零下10多摄氏度，突然

传来的一声巨响惊醒了熟睡中的吴成
军一家。吴家紧邻国道317线，门前是
一处弯道，冬日夜里时有暗冰。听见
巨响，吴成军立刻意识到是汽车出了
事故。

顾不得多想，吴成军急忙穿上衣服，
带着妻女赶到十米开外的事故现场。

“红色的重型货车侧翻在地上，柴油
流了一地，驾驶室的挡风玻璃已经破
碎。”吴成军回忆说，当时车上两个人被
困，运输的牛有一部分被甩出车外，其余
的也“挤叠”在一起。

吴成军曾经跑过车，现在是一名民
兵。在判断柴油没有燃爆危险后，他赶
紧和家人冲到驾驶室前展开营救。此
时，驾驶室内的两人任凭如何呼喊，没有
一点反应。

凌晨4点50分，吴成军的女儿吴文

玥拨通了公安、消防和急救电话，吴成军
也找来撬棍，准备拆除挡风玻璃，救出被
困人员。他的妻子杨文莉则一边拍打玻
璃，一边呼喊。

“喂，有没有事？喂!”随着杨文莉的
呼喊，一声汽车喇叭声响起，众人悬着的
心随之放下。得知车内两人都有余力自
救后，吴成军爬上另一侧驾驶室，从外面
拉开车门，帮助司乘人员成功脱身。

父女用手机当“警示灯”

“他们身上没有出血，询问也都说没
问题。”吴文玥是西南医科大学本科五年
级学生，现在在雅安市一家医院实习。
她观察和询问了司乘人员后，发现没有
大碍。

为了避免在等待救援时发生二次
事故，吴成军、吴文玥拿起手电和手机，

分别站在弯道的两头。在距离事故现
场百余米的路上，父女俩依靠微弱灯
光警示夜色中的车辆。杨文莉还从家
里拿来两个黄色编织袋，作为警示标
志使用。

吴文玥说，大概凌晨5点10分左右，
公安、消防等救援力量陆续抵达。随后，
吴成军又和救援人员一道，帮助司乘人
员清理他们牵挂的牛。

直到傍晚7点过，活着的牛被全部
转运完后，吴成军才松了一口气。他说，
自己以前也曾开过大车，知道其中的酸
甜苦辣。特别是出车时，遇见困难有人
帮助，会感觉很温暖。

谈到救援，吴成军说，毕竟事情就发
生在自己家门前，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谁
都会伸出援手，毕竟人命关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祥龙冷宇

村民领到分红笑开颜。受访者供图

很好的样子——新时代乡村振兴四川样本系列报道

攀枝花市东区阿署达村的美与甜：

“三驾马车”让“城边村”成了富裕村

运牛货车冬夜侧翻 男子携全家救人找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