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年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果断决定并下达夺取泸定桥指令。磨西镇是夺取泸定桥的必经之路，5月27日凌晨，中央红军分为左路纵队和右路纵
队沿大渡河而上经磨西镇前往泸定桥，先遣队为左路纵队，团长、政委分别为黄开湘、杨成武，系红一方面军主力，由红一、三、五、九军团及中央纵队组成。右路纵队团长、
政委分别为刘伯承、聂荣臻，由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期间，在桂花坪、磨西镇、雅家埂、磨岗岭等地留下了40余公里长的革命历史足迹和红色故事。

1935年5月28日，红军先遣部队和中央红军先后抵达磨西镇，前后历时七天七夜，红军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留下深厚的军民情谊。1935年5月29日，毛泽东、朱德、周
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秦邦宪、陈云、邓小平等夜宿磨西镇天主教堂神甫楼。期间，磨西群众自发为红军送柴、带路、运送物资、医治伤病员，红军在磨西发动群众、打土豪、
开仓放粮给穷人……。80多年过去了，在当年红军走过的红色土地上，海螺沟景区已经成为国家级5A景区，当地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托全域旅游战略，发展民宿产
业，打赢了脱贫攻坚，过上了富裕生活，古老的磨西镇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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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名片】

“老板，我们要住10天。”4月21日，北
京来的游客朱先生出示健康码、行程码，并
完成体温检测后，兴高采烈地住进了位于
海螺沟景区共和村的杉树坪温泉酒店。

“这里可远观皑皑雪山，周边有森林
温泉，酒店环境好，适合度假疗养。”朱先
生解释说，这里没有疫情的困扰，山青水
秀，住在森林中，每天在鸟鸣声中醒来，
优质的空气，花草环绕，更重要的是每天
都可以泡温泉，像世外桃源。

听闻客人赞赏有加，现年53岁的酒
店老板柏和平十分开心，帮客人拿行李，
交代入住注意事项，柏和平对客人十分热
情，自豪地介绍他的酒店的特色和优势。

“我把酒店以每年30万元的租金，租
给了成都市双流区航空港的一个老板，尽
管我不用担心酒店经营状况，只管收我的
租金，但我明白锅里有，碗里才会有，这两
年，由于受疫情的影响，酒店经营十分惨
淡，但只要有客人来入住，我都会无偿地
帮助老板搞好服务。”柏和平通情达理地
说，”防控疫情人人有责，考虑到受疫情的
影响，我准备给老板顺延租期。”

“八十七年前，红军曾经从我们村子
经过，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
雄故事。”柏和平就是听着红军故事长大
的，遥想当年，红军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
穿行，付出了巨大牺牲，才换来了今天的
幸福生活。共和村以前叫“八步沟”，村民
为了纪念红军，将村名改为共和村。

在海螺沟景区没有开发以前，由于共
和村地处偏僻，到磨西镇有7公里的山路，
背粮买日用品来回要用一天的时间，童年
时，柏和平要走很远的山路到磨西镇上
学，小学毕业后，他不得不回家务农。

1987 年 10 月 15 日，甘孜州第一家

景区——海螺沟景区正式开营，由于交
通不便，每年来的游客很少，但柏和平却
看到了商机，他到石棉县新民乡赊欠了
一匹马回来搞运输，游客骑马到冰川一
个来回就有 38 元，一个月有差不多 500
元的收入，轻轻松松就把赊欠买马的430

元钱还上了。“牵马虽然很辛苦，但有可
观的收入。”往事历历在目，柏和平曾经
为到海螺沟拍贡嘎山的日本东京新闻社
的两名记者牵过马，那两名记者还拍摄
了他牵马的照片，并给他邮寄过来。牵马
一直持续到1995年。挖到了“第一桶金”

的柏和平尝到了发展旅游的甜头，随着
景区公路修通，柏和平又“转战”抬滑竿，
从干河坝到冰川，单边是30元，一天可以
挣200元。

索道站建成投入使用，柏和平又干
起了卖烧烤和羊肉汤的营生，一天可以
挣300元。

“没有海螺沟的开发，就没有我今天
的好日子。”柏和平见证了海螺沟的发
展，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有了一定的资金
积累后，2011 年，他投入 80 万元修建了
民宿，随着生意一天天好转，他增加投资
300万元扩大了规模，民宿接待能力达到
45 间房，因为温泉资源的优势，受到江
浙、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游客的青睐。

“我和老板签订了10年的合同，共有
300万元的收入。”柏和平喜滋滋地说，大
女儿在深圳上班，小女儿在成都上班，他
的收入足以让他过上了小康生活。“那辆
霸道越野车是我买的。”不时有游客入
住，柏和平面露喜色。他有6个兄弟姐妹，
其中就有三兄妹在开办民宿，三哥开的
贡嘎杜鹃民宿就在他家的旁边，自主经
营，生意也不错。

“年收入10万元，在我们村里都不算
多。”柏和平高兴地说，客人入住酒店，他
们不仅给客人介绍海螺沟景区景点，还
给客人讲解红军长征发生在村子里的故
事，把长征精神传承下去，在党的领导
下，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青山苍翠，漫步在绿树成荫的绿道
上，鳞次栉比的民宿酒店一家挨着一家，
各地牌照的小汽车停放在院坝，曾经贫
穷的村民摇身一变成为民宿老板，幸福
写在脸上，村民们自信满满地走在乡村
振兴的大道上。

乡村故事

◎甘孜日报记者 马建华 文/图

柏和平的“致富经”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4 月 22 日，海螺沟管理局磨西镇共
和村五组，一片苹果林，满树青果，密密
匝匝，村民彭万林和妻子王开兰正在为
苹果树疏果。

“只有把多余的果子摘取，留下一定
的果子才能结出个头大甜蜜蜜的苹果。”
种了几十年苹果，彭万林颇有心得。

苹果种得好，彭万林“甜蜜蜜”的生
活就从12棵苹果树开始了。

1967 年出生的彭万林家境贫寒，
1992年，到了彭万林该成家的年龄，几弟
兄还挤在一座破旧的小平房。不久，彭万
林经人介绍到雅安市汉源县入赘做了上
门女婿。

身居他乡，故土难忘，2000年，彭万
林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了家乡。离开家
乡8年，兄弟结婚的结婚、离家的离家，原
来的小平房经风历雨已是摇摇欲坠，早
成危房。夫妻俩只好搭了一个草棚暂住。

“那时的日子，就像那草棚，进风漏雨，过
得很是狼狈。”说起22年前的苦日子，彭
万林唏嘘不已。

虽然生活艰苦异常，但彭万林相信，
自己有手有脚，只要人勤快，就饿不死、
穷不死。他让妻子在家种地，自己出门打
工挣钱，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真正让彭万林家境改变的，是12棵
苹果树。汉源盛产苹果，在汉源的8年，彭
万林学会了苹果种植。在回家乡的时候，
彭万林挑选了12棵苹果苗带回共和村。
12 棵苹果树种下了，也种下了美好的希
望。打工间歇回家，他都会去照料这些果
苗，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

果苗成长，希望滋生。果苗栽种第四
年，挂果了，看着一颗颗小小的果实，彭
万林流下了眼泪。他知道，这些青涩果子
将会成长为香甜的果实，也会让他的生
活变得香甜。

那一年，彭万林的12棵苹果树收获
986斤苹果。他兴奋地拖着一三轮车苹果
在村里售卖，却遭到大家的质疑，都说历
史以来共和村就没种出过苹果，他是从汉

源县贩卖而来的。直到彭万林把他们领到
自己的苹果地实地参观，大家才相信，都
惊奇地说：“我们这地方也能种出苹果！”

事实证明，共和村这片土地能种出
苹果；收获成果，彭万林决心让自己的小
苹果地成为大的苹果园。彭万林整合父
亲和兄弟的土地，扩大了苹果种植，到
2017 年，彭万林的苹果林达到 35 亩，产
值达到了5万元；2021年，彭万林的苹果

种植面积达40亩，产值达到10万元。
共和村是远近闻名的“民宿村”，彭

万林可谓另辟蹊径，为民宿产业提供了
“配套产业”。彭万林的苹果皮薄个大、色
红味甜，共和村各大民宿酒店争相推荐
给游客，购买了他苹果的游客大都成为

“回头客”，“彭苹果”成了共和村的一个
土特产品牌。

有着不菲的收入，彭万林十分感谢
党和政府，他说：“是党和政府开发了海
螺沟，才引来这么多游客，让我的苹果卖
出了好价钱。”

尝到了种植业甜头的彭万林不只栽
种苹果，还栽种了梨、李子和花椒，种植
面积达50亩。2021年，花椒收入4万元，
刚挂果的梨和李子收入1万元，加上苹果
收入10万元，彭万林种植业收入达到15
万元。

种植业“种”出了彭万林幸福生活，他
十分愿意把这种幸福与乡亲们分享，他请
大家来苹果园参观，教给他们技术，已有
几户村民栽上了苹果苗，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也会品尝到“彭苹果”香甜的“味道”。

“种植业很辛苦，就拿苹果管理来
说，果树要拉枝定型、果实要疏果治虫，
一棵苹果树的成长要从正月忙到七月。
不过，尽管累点苦点，摘果子的时候，那
心里可是甜蜜蜜的。”

55岁的彭万林说，种苹果的过程就像
他的一生，年轻时过苦日子，如今苦尽甘
来，过上了好日子。他说，他与妻子一辈子
感情都很好，同甘共苦。以往，他是与妻子
——共苦；现在，他要与妻子——同甘。

◎甘孜日报记者 谢臣仁 文/图

“彭苹果”的“甜蜜”生活
乡村人物

近年来，随着海螺沟景区旅游产
业的大力发展，乡村酒店如雨后春笋
般地在周边发展起来，当地村民借助
景区特有的旅游资源和生态资源，走
出了民宿发展的多元共生路。在距离
该镇不远处的共和村，木林森、优巢、
杉树坪等民宿不断用各自的方式诠
释何为多元共生，为游客朋友们提供
了一个个特色十足的极佳栖息地。

4月22日，共和村天朗气清，或
招呼客人，或整理房间，或打扫庭
院，村里各民宿的负责人有序忙碌
着。一幢幢错落有致的民宿楼，一
个个特色十足的温泉汤屋，加之一
张张幸福喜悦的笑脸，充满别样韵
味的共和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作为共和村的第一家农家乐，
木林森温泉酒店从最初的只做餐
饮到发展住宿，直到现在发展成拥
有140个房间，兼营餐饮、温泉在内
的乡村酒店，完成了华丽蜕变。老
板彭跃表示，不仅要自身做大做
强，还要带动老乡们一起发展。记
者了解到，该酒店九成以上员工都
是当地村民，其中50岁以上的村民
员工占比达20％以上，为村民家门
口就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村里的民宿，有自力更生的，
也有出租承包的，大家收入都不
错。”共和村村支书徐康琼告诉记
者，因为民宿，全村人都吃起了旅
游饭。如她所说，该村杉树坪民宿
通过出租承包，目前已签订 10 年
300万元的出租合同。

共和村聚焦“村强民富”示范
村目标，努力做好产业振兴主导引
领这篇文章，大力发展乡村休闲观
光旅游和生态文化旅游等新产业
新业态。经统计，该村集中发展特
色农家乐近 50 家，高端民宿 5 家，
村民年收入翻了几番。

为夯实民宿多元共生之基，共
和村还全面整治提升人居环境，积
极建设更加美丽的幸福村庄。目
前，共和村已完成40户厕所室内建
设和管道铺设，并大力开展美丽乡
村示范点创建，高标准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巩固道路、供水、环卫、污
水处理等一体化水平。同时，共和
村还全面实施村域生态保护行动，
继续实施全域无垃圾专项整治行
动，重点整治村民房前屋后、村主
干道环境卫生。

“五一假期来临前，必须把这
些细节处理好，到时候才能给游客
留下好印象。”在优巢酒店，老板刘
华边帮着工人清理砂石，边向记者
介绍，为让客人有更好的入住体
验，酒店房间重新进行了升级并改
造了卫生间的防水。

虽然已将酒店及相关配设施以
每年10万多元的费用出租，但每次遇
到事，刘华总是第一时间赶到。刘华认
为，作为共和村民宿酒店的一份子，自
己得有担当、敢担当，才能为全村民宿
发展贡献力量。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共和村多
家民宿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带动了
当地就业和种植养殖业的发展，为
当地村民特别是困难群众的脱贫，
提供了一个增收的机会，大多数群
众在旅游发展中得到了实惠，分享
了改革发展的成果。当下，该村正
对照创建任务目标，持续深化各项
机制建设，有效地促进各项任务攻
坚、项目实施和管理工作有序、健
康、快速发展，为努力打造“和美宜
居，活力共和”蓄势赋能。

今天的共和村，随着民宿的多
元发展，一个生态优美、配套完善、
宜业宜居的美丽乡村逐步成型。谈
及未来，徐康琼信心满满，在她看
来，景区已晋升为国家5A级景区，
加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共和村
以后的发展前景更广阔。为抓住机
遇，共和村要与景区共成长，加大
乡村旅游创建力度，不断提升民宿
品质，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和机会，带领更多的人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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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第十二次党代会，对全州未来五年的
各项工作作出了战略谋划，提出了州委总体
工作格局。为推进中央、省、州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贯彻落实好州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助力乡
村振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召开，甘孜日报社从即日起推
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红军走过的地
方——喜迎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栏目，讲述在党的领导下，当年红军走过
的甘孜大地发生的巨大变化，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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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和平和他的温泉酒店。

彭万林和妻子忙着为苹果树疏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