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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却又来得

格外猛烈。在马边采访的一周内，气温

骤升，一时春暖如夏，而比天气更热烈

的是马边特色产业的发展前景和马边

人民勤劳致富的生活热情。

“老底子”焕发新活力——马边是

国家重要的磷矿战略资源基地，但过去

磷矿资源开发大多用于粗加工。如今，

在四川蜀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磷酸铁

锂厂内，正“热火朝天”地生产高性能、

高稳定性的磷酸铁锂材料。据现场负责

人介绍，企业正开足马力抢生产、交订

单，奋力冲刺4万吨年度目标任务。下一

步，蜀能矿产将抢抓磷矿绿色高质量发

展机遇，布局磷矿、磷化工、新材料行

业，力争把产业带进乐山、带进马边，把

马边的磷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和发展优势，让马边磷化工产业向价值

链高端延伸，使“老底子”焕发出新活

力。

“老手艺”变成“新饭碗”——走进

全国人大代表、彝绣非遗传承人乔进双

梅的花间刺绣专业合作社，琳琅满目的

花间刺绣作品令人眼花缭乱，正在直播

飞针走线的绣娘却令参观者不由自主

地安静下来。2015年，乔进双梅成立了

马边花间刺绣专业合作社，通过彝族手

工刺绣带动农村闲散劳动力就业增收，

采取“零基础就业、零投入入股、零风险

增收”的合作模式发展彝族刺绣产业。

“彝家女子的手，绣得出山河，就撑得起

家。”乔进双梅自豪地说。如今，她们搭

上了直播带货的“快车”，绣娘们白天绣

花，晚上直播拓宽销售渠道。合作社现

有 900 多位绣娘，人均年收入超 1.5 万

元，真正实现了“背着娃、绣着花，养活

自己养活家”。

茶叶子成了“金叶子”——海拔

1200米的劳动镇福来村，因“福”得名，

因“茶”生金，更因卡莎莎树屋民宿吃上

了旅游度假饭。时值仲春，“云上福来”

景区的茶山上，青翠的高山茶树层层叠

叠地排布，映衬着近处洁白的李花、远

处巍峨的青山，吸引着参观者的镜头。

春日阳光下，茶树嫩绿的新芽发出金

光。这光芒牵连着当地村民的收入，村

民们算了笔账：“以前只卖鲜叶；现在游

客来了，一杯茶卖 10-30 元，还能带他

们体验采茶、炒茶，收入翻了几倍，茶叶

子成了‘金叶子’！”

新寨子找到发展新路子——玛瑙

苗寨是马边唯一的苗族聚居地，也是乐

山市最大的苗族聚居区。这里常年云雾

缭绕，景色宜人。近年来，玛瑙苗寨与

“谷溪美村”乡村会客厅、二十四道拐网

红路等乡村旅游景点有机结合，串点成

片，通过文旅、农旅融合，吸引八方游

客，带动群众致富增收。烟峰新寨有“大

小凉山第一寨”之称，是四川省最大的

彝家新寨聚居点。新寨集特色民居、民

族文化展示、旅游休闲为一体，开发了

民俗体验、篝火晚会、茶园采摘等旅游

项目。游客们可以品彝家迎宾酒、了解

彝族历史文化、听月琴弹奏、围着篝火

欢歌笑舞……通过文旅融合和乡村振

兴，彝家新寨实现了从传统农业乡镇向

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名镇的转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马边正

以“策马扬边”的姿态，在发展振兴的旷

野上，踏出属于自己的时代强音。

跨过一座小桥，被青山环绕的小谷

溪学校就出现在众人面前。教学楼一

楼，学校幼儿班的彝族孩子们在明亮的

教室里游戏、学习。

小谷溪村地处小凉山腹地，曾因交

通闭塞、资源匮乏被确定为省定贫困

村。2019 年 8 月，小谷溪村成为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机关定点帮扶村。通过党建

结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持、教育支

持、医疗支持等举措，小谷溪村实现了

从“五难村”（行路难、吃水难、读书难、

就医难、增收难） 到“新农村”的华丽蝶

变。小谷溪学校也从仅有3间低矮的木

瓦房，变成了图书室、计算机室、科学实

验室等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小学。

马边彝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先平接受

本报专访时曾说：“在马边，很多人都说，

最漂亮的建筑一定是学校。我们也一直

坚持‘穷县办大教育’。马边办教育有传

统，历届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

的发展，在基础设施投入、教育质量提

升、学生培养各方面不惜花大代价来抓

教育事业的发展。”

学校硬件设施的升级换代只是一

方面。为突破区域教育质量瓶颈，2014

年开始，马边县委、县政府推动“一村

一幼”建设，采用“全走读、全免费”的模

式建设村级幼儿园。2019年，马边启动

“学前学普行动”。2021年，马边作为“学

前学会普通话行动”的试点之一，被写

入《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2023

年，马边创建“学前学普示范幼儿园”27

所。

“在马边，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在

马边彝族自治县中学校（以下简称“马

边中学”）新校区也得到了验证。走进马

边中学新校区，宏伟壮观的建筑群彰显

着马边教育发展的强劲势头，教学楼上

的4个大字“移兰留青”则诉说着民族地

区筚路蓝缕的办学历史。

1940年，著名历史学家贺昌群受邀

回乡，在地域偏远、经费紧张、教师奇缺

的艰苦条件下创办了马边中学，继任者

李伏伽接过办学重担，带领学生筑路、

修园、造亭，在一地荒芜中将边区教育

办得有声有色。丰子恺曾作画《移兰图》

送予贺昌群，并题字赠言：“移兰除艾，

留青载德。”时至今日，“移兰留青”的精

神仍然在马边中学发光发热。2023年，

马边中学引入嘉祥教育科技集团教育

资源，创办“乌蒙强基班”，在师资培养、

专家课程资源、教育管理与教学督导、

教研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合作办学。除

此之外，马边中学持续办好“昌群励志

班”“巴蜀云班”等特色班级，迎接浙江

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

学的研究生前来支教，设立听课中心，

提升本地教师教学水平，“把县域优秀

学生留下来”。

在马边教育跨越式发展的主旋律

中，还有一个动人的番外篇——“桐华

班”。暮春四月，繁花落尽，珙桐始开，

正如马边“桐华班”的学生一样。由于

历史原因，马边曾有一群特殊的“大龄

低年级学生”。为了让这些孩子接受教

育，摆脱世代贫困的命运，2019 年夏

天，马边创办了“桐华班”，来自全县 8

个乡镇的28个彝族孩子走进了碧桂园

职业中学，开始“弯道超车”的学习。

2024年，“桐华班”升级成了桐华学校，

覆盖更多学生，春风吹拂，“桐花”开遍

了青山。

3月24-28日，全省近40家媒体

代表走进马边彝族自治县，参加

2025年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

暨2024年度四川省新闻奖报纸副刊

作品奖评选会、“看乐山·‘策马扬边’

小凉山”大型新闻采访活动。

马边彝族自治县位于四川盆地

西南边缘小凉山区域，曾是脱贫攻坚

的主战场。近年来，马边乘着对口帮

扶的春风，依托青山绿水和民族共融

的特色资源，打造出“青梅竹马 边城

茶香”的农文旅品牌，正在发展振兴

的赛道上策马疾驰。在风和日丽的天

气里，全省近40家媒体代表上春山、

品春茶、观新校、游新寨，充分体验了

“山水彝乡”的特色风情，更见证了马

边翻天覆地的秀美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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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智扶志 用小财政办好大教育

茶香情暖 青山绿水间的发展变奏曲

马边彝族自治县中学校新校区全景。（何为 摄）

崭新的马
边彝族自治县永

乐幼儿园。

（马边教育局供图）

飞针走线的彝族绣娘。（何为 摄）

美丽的玛瑙苗寨。
（何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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