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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是我市的对口帮扶县。理县辖 6 镇 5 乡，大部分农村分布在海拔
1800米至3200米的高半山区。沟深寨远，高半山农村原来多为贫困村。

近期，正是收获的季节。对于理县高半山农民来说，他们不仅收获了丰收的果实，更感受到了小康生
活的甜蜜。近年来，我市通过各项援助，完善提升了该县高半山渠系配套工程及农村基础设施。理县的高
半山果蔬种植实现提质增效，高半山农民脱贫奔小康。

高半山农村：穷窝窝变成聚宝盆
我市助力理县建设渠系配套工程等基础设施

薛城镇水塘村位于理县东北部孟

屯河谷 0.8 公里右侧高半山上，距县城

29 公里，全村平均海拔 1800 米。水塘

村是以羌族为主体的聚居地，辖上组、

下组 2 个村民小组，共 103 户 345 人。

通过精准识别，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 18 户 50 人。全村有耕地面积 960

亩，林地 9325 亩，退耕还林 249.2 亩。

村民主要经济来源以种植水果和蔬菜、

采挖药材、外出务工为主。2019 年，该

村贫困户人均纯收入为9848元。

近日，记者来到水塘村，在一片苹

果 林 中 见 到 了 该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余 顺

根。“苹果已经丰收了，收苹果的车可以

直接开到地里采摘，通过电商进行销

售，今年能卖个好价钱。”余顺根信心十

足，他的底气来源于村里完善的道路基

础设施和水渠灌溉工程。

要想富，先修路。水塘村作为一个

高半山村，制约全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

一就是交通不便。在余顺根的记忆里，

以前村民要把农产品带出村，只能靠肩

挑靠背驮，到距离 7.8 公里的薛城镇赶

个集都要好长时间，更别说到县城了。

由于交通不便，村里的土特产、水果等

都很难卖。开展脱贫攻坚以来，我市援

建干部根据该村发展现状和贫困户致

贫原因，帮助村两委理清了发展思路。

他们为该村调整产业结构，确立了发展

水果种植业为支柱产业。随后，我市援

建干部助力该村不断加强、完善道路建

设。如今的水塘村共建成近 30 公里的

道路，形成了覆盖全村的路网，完成硬

化近20公里，基本实现硬化路户户通。

除了交通不便，生活、灌溉用水短

缺也是制约该村经济发展的瓶颈。这

几年，我市援建干部协助该村建成大小

蓄水池 100 多口、灌溉水沟 50 多公里。

基础设施建成后的一段时间，村民用水

存在争抢现象，仍有许多人用不上水。

村里有个老党员说，水塘村的水池白天

装太阳，晚上装月亮，就是不装水。我

市援建干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又争取

来埋设一条导洪管道的项目，从薛城镇

塔子村引水过来，解决水源不足的难

题。随后，我市援建干部与水塘村村两

委认真制定用水管理制度，确定专人管

水、用水，彻底解决了村民用水难的问

题。现在，该村村民生产和生活用水都

十分方便。村民新种上了车厘子、苹果

等经济作物，每亩经济收入由过去的

700 元提升至 13000 多元，翻了几番。

村民们十分感谢我市的援建，把这些蓄

水池亲切地称为“致富泉”。

基础设施完善后，我市援建干部又

开始帮助谋划如何提高该村村民的收

入。结合乡村振兴和省、州、县的规划，

我市援建干部开始引导村民发展农旅

结合的路子。如今，路通了，水来了，村

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该村正在美丽乡村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理县大多数人口在高半

山，大多数资源在高半山，理

县 的 发 展 和 希 望 也 在 高 半

山 。 水 塘 村 的 蜕 变 是 理 县

高 半 山 乡 村 振 兴 的 一 个缩

影。

据了解，自 2015 年我市

与理县开展结对帮扶工作以

来，该县实施了高半山渠系

配套工程及农村基础设施完

善和提升工程。该项目覆盖

43个村，新建水渠22.3公里，

维修水渠 1.5 公里、各类蓄水

池 344 座，蓄水量达 9646 立

方米，安装各类工程管道共

计 124.7 公里，新建道路 8 公

里，并修建引泉池、集水口、

闸阀井等配套设施。

通 过 实 施 以 上 工 程 项

目 ，新 增（改 善）灌 溉 面 积

12697亩。其中，管道灌溉面

积 2950 亩 、喷 灌 面 积 950

亩。按照100亩的灌溉面积，

每年项目村每亩增产 250 公

斤。每公斤按照 1 元的效益

计算，通过项目的实施每年

增 加 317.4 万 元 的 经 济 效

益。同时，减少人工运水灌

溉，可节省大量劳动力，折合

劳务费每年节省80.6万元。

理县受到村组分散、人

均耕地少等因素制约，抓好

连沟连片水利、农用道路等

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一个突破

口。自开展对口支援工作以

来，我市指导配合理县突出

精准谋划项目，逐片逐村设

计 高 半 山 产 业 发 展 所 需 水

利、农用道路等基础工程，在

理县的山山水水中播撒产业

发展的种子。经过 5 年来不

间断谋划实施，理县高半山

贫困户的命运有了很大的改

变。

为更长效发挥高半山渠

系配套工程及农村基础设施

完善提升工程的效应，我市

积极帮扶理县相关部门出谋

划策，项目建成后实行分级

养护管理：小农水工程建成

后，移交村委会所有，受益

农 户 所 在 乡 镇 组 织 受 益 农

户进行维修养护；采用“村

组+专管人员”管理模式，村

委 会 组 织 专 人 负 责 工 程 的

运 行 管 理 。 专 管 人 员 服 从

村上统一管理，接受水利部

门业务指导和监督，负责设

备运行，设施维修养护工作，

以进一步发挥水利工程的长

远效益。

经过我市的帮扶努力，

理县圆了高半山的振兴梦。

从 2015 年开展对口帮扶以

来，我市援建干部持之以恒、

对症施策、集中东部资源开

展理县高半山产业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解决了理县高半

山的脱贫问题，形成致富奔

小康的新动力，从根本上改

变了该县所有村寨致贫的土

壤，让穷窝窝变成了聚宝盆，

项目建成区年经济效益可达

398 万元，受益贫困村 27 个，

直接带动贫困人口达 1918

人。

处于高半山的水塘村鸟瞰。

完善基础设施
高半山村年收入翻几番

经过不懈努力，圆上高半山振兴梦

□记者 徐灿灿

水塘村村民建造灌溉水沟。

水塘村村民在蓄水池抽水。

理县冰糖心苹果挂满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