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郑望春
受访者供图

2025年3月7日 星期五
责编 江亨 版式 梁燕 校对 张任姣 09

两会每日人物

从行路难到网红村他带着“悬崖村”实现飞跃
——全国人大代表、雅安汉源古路村党支部书记郑望春的履职故事

通往古路村的索道。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又是一年春草绿，又到一年两会
时。

今年是凉山州布拖县拉果乡阿布
洛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吉列
子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三年。
这次到北京，他带上了自己给阿布洛
哈村拍摄的短视频，以及一本规划图
册——阿布洛哈村打造布拖县农文旅
第一村的规划设计。他说，带着这两样
东西上会，想让大家看看阿布洛哈村的
持续变化。

3月5日，吉列子日对话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讲述了他的上会故事。

“相比之前带的3张照片，短视频能
更好地展现阿布洛哈村的变化。”吉列
子日说，今年，他想用更生动的形式，展

现阿布洛哈村的变化。出发前，他用视
频记录下了村里人对村子的评价。

“现实版的‘桃花源’”“小众宝藏
地”“大自然的‘封神’之作”……村民
们用这些潮流新词点评了阿布洛哈
村。而这背后，也体现了这个小乡村的
巨变。

从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到村党支
部书记，吉列子日一直在找寻一把让
大家富起来的“金钥匙”。成为全国人
大代表后，吉列子日曾到过全国不少
先进、富裕的村子里参观、学习。“农文
旅”融合正是他为阿布洛哈村找到的
方向。

去年，在来川的东西部协作队伍支
持下，一家浙江设计机构派人来到村

里，吉列子日带着他们走遍了整个村
子，勾画着这片“桃花源”的蓝图：成片
的脐橙林下可以种荞麦、花生，养黑山
羊；甜荞花丛中，岩蜂飞舞采蜜；村里的
民居可以发展成民宿，让游客在悬崖边
上眺望金沙江峡谷美景；山上的天然山
洞做秘境探险，游客晚上可以躺在星空
民宿看星星；引入无人机、热气球发展
旅游……

这幅蓝图，最终也落实在了吉列子
日这次带上的阿布洛哈规划图册上。

“把阿布洛哈村打造成布拖县的农文旅
第一村，是全村的目标，我们也有信心，
通过各界的支持和各方的努力，把规划
图变成实际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石芊

“以前上山靠骡马，一趟要三四个小
时；现在坐索道，5分钟就能到山顶。”全国
人大代表、雅安市汉源县永利彝族乡古路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望春用一句
话概括了古路村10年来的翻天覆地变化。

作为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郑望春
扎根基层10余年，从计生专干到村党支
部书记，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
的乡村振兴之路。他既是村庄蜕变的
见证者，又是民生难题的建言者。

从偏远闭塞的村庄到大渡河大峡
谷的“网红打卡地”，古路村通过基础设
施建设和产业振兴，实现了“行路难”到

“发展快”的飞跃。

从行路难到网红村
产业融合发展让村庄活起来

古路村有“悬崖上的村庄、天梯上
的彝寨”之称。从村里向外眺望，对面
的山峰壁立千仞、绵延不绝；向下看，是
深邃的峡谷和玉带般的大渡河。

“出行难曾是村民最直接、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郑望春说，古路村
曾是典型的交通闭塞山区，村民出行
只能靠骡马、攀天梯。2018年索道正
式开通，成为村庄发展的转折点，将原
本3至4个小时的山路缩短至3至5分
钟。这一突破让古路村打开了与外界
的连通通道，也为后续的乡村振兴奠
定了基础。

近年来，在郑望春的带领下，村里
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解决了村
民出行和物资运输问题。同时还修建
了旅游步道、观景平台、停车场、游客接
待中心等设施，吸引了大量游客。截至
2024年年底，古路村实现了通信网络
全覆盖，进入5G时代。最后6.7公里的
产业道路硬化工程将于2026年完工。

“目前，除部分自然条件较为特殊
的地方外，其他地方基本都能实现三轮
车短途运输生活物资。”郑望春说。

索道开通后，古路村依托壮美的大
渡河大峡谷景观，发展起乡村旅游产
业。郑望春说：“只有产业稳，老百姓才
能稳。”他带头整合村庄资源，因地制宜
发展“农旅融合”模式。一方面，打造21
家农家乐和民宿，年收入最高可达20余
万元；另一方面，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种
植2000余亩核桃、500亩花椒，养殖
3000余头山羊等特色农产品，形成“农

业+旅游”的双引擎。
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古路村还新建

了火把广场、民俗文化广场等特色项
目，并设置了多个观景打卡点，丰富了
游客体验。通过整合和盘活村庄闲置
资产，古路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从
2020年的7万元提升至2024年的30万
元，实现了显著增长。

党建引领+青年返乡
年轻团队激活乡村振兴“双引擎”

“一个村子的振兴，离不开强有力
的班子。”郑望春始终将党建引领作为
基层工作的核心。在他的努力下，村

“两委”班子成员“老中青”结合，为乡村
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我们村‘两委’班子目前是一个年
轻化、知识化的团队。”郑望春介绍，他
今年37岁，是在职大学生；村委会副主
任是90后；原来的老书记也是全国人大
代表，如今以村党支部副书记的身份继
续从事工作。“我们通过党建引领，不仅
实现了村‘两委’结构的优化，还将组织
化、系统化的治理理念融入了村庄的每
一项具体工作中。”

对于如何吸引青年回乡建设，郑望
春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坦言，部分年轻
人更愿意留在外地工作，基层岗位的吸
引力不足，这需要村干部做好思想引
导。“我们鼓励年轻人怀着对家乡的情
怀，带着为村民服务的责任感回到家
乡。在这里，他们不仅能为村庄发展贡
献力量，还能通过工作学习锻炼自己，
获得成长机会。”他说。

为了让年轻干部更快适应岗位、融
入环境，郑望春为他们提供了多样化的
成长平台。在他的带领下，村里3年来
吸引了5名年轻人返乡工作，培养了3名
90后入党积极分子，逐渐形成了以年轻
人为主力的乡村治理队伍。

郑望春介绍，党建工作的扎实推进
让古路村党支部获得了四川省级（5A）
先进村党组织的荣誉称号。“一个强大
的基层党组织，既是乡村治理的中枢，

也是产业发展的保障。在党建引领
下，我们村不仅实现了内部治理的突
破，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政治
保障。”

在郑望春的眼中，党建与青年返乡
结合，就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双引擎”。
未来，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基
层，用自己的创造力和责任感，助力家
乡发展迈向新台阶。“只有更多优秀的
人才愿意扎根乡村，乡村才能焕发活
力，持续向前。”他说。

瞄准民生痛点
代表履职不仅是荣誉更是责任

“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回应民
需。”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郑望春始
终牢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他深知，代
表不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更要有为民发
声、为民解难的担当。在2024年全国
两会上，郑望春提出了《关于推进农村
地区网络覆盖的建议》，得到了工业和
信息化部的高度重视和迅速落实，为偏
远地区百姓带去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这份建议的提出，源于郑望春平日
里的深入调研。他走访发现，古路村所
在的峡谷地带因地形复杂，通信基站覆
盖率长期偏低，网络信号差成为村民生
产生活中的一大痛点。“村民常常抱怨
网络不好，不仅影响农产品电商销售，
游客扫码支付失败也屡屡引发纠纷。”
郑望春说。

得益于郑望春的建议，三大运营商
对古路村进行了实地勘测，不到半年，
村里便架设了5座5G基站，实现了峡谷
区域的网络全覆盖，家家户户接入了有
线网络。村民们再也不用为网络发愁，
通信难题成为历史。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郑望春依然
聚焦基层民生，带来了《关于有效保护
野生动物，避免对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造
成影响的建议》。这份建议来源于他过
去一年对基层群众的贴心走访和深入
调研。

从推动农村网络建设，到聚焦野生
动物保护，郑望春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代表职责，为基层百姓发声。他说：

“人大代表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要把群众的期盼
带上会场，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心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全国人大代表吉列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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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吉列子日：带着“桃花源计”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