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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挥旗战旗村

本报记者 陈雪波 卢志坤 成都报道

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

党委书记高德敏的办公桌侧摆着

一台硕大的军用运输机运-20模

型，这是两年多前一位很喜欢战

旗村的游客送来的，借此来表达

对战旗村的祝愿。回顾战旗村近

几年的发展，就像那架带着鼓鼓

肚子的飞机一样，一次次地沉稳

起飞，每次又能满载着与农业相

关的产业落地。

战旗村原名“集凤大队”，20

世纪 60 年代，在兴修水利、改土

改田活动中成为一面旗帜，所以

得名“战旗”。高德敏告诉《中国

经营报》记者，现在战旗村已经形

成了以农业为基础，农副产品加

工、乡村旅游为辅的产业体系。

5年前的春节前夕，2018年2

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

成都市郫都区的战旗村，调研基

层组织建设和振兴乡村产业发

展，当时高德敏向总书记汇报了

战旗村多年来的发展情况，总书

记赞扬战旗村“战旗飘飘，名副其

实”。接下来的5年，战旗村加快

发展集体经济，推动农业、农产品

加工业及旅游业融合发展，相继

建成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

院、天府农耕博物馆、壹里老街、

天府酒店等文旅项目，走在乡村

振兴前列。从2018年至今，战旗

村的集体经济翻了接近一番，集

体资产迈进亿元村行列。

记者了解到，村里多年来持

续深化土地集中经营管理，土地

的整合为农业规模化发展、集体

经济发展、项目招商引资奠定了

基础，成功实现了土地价值转化；

社会资金的引进是村集体持续发

展的强大动力，外来企业、外来人

才落地得益于村干部队伍综合素

质过硬及稳定。

“做酱油要经过蒸煮、摊晾、

制曲、发酵等多个环节，游客能

现场参观这些制作步骤，也可以

把刚刚从大缸里面打的酱油买

走。”刘畅一边搅动大缸里的豆

豉，一边向记者介绍着酱油的制

作环节，而这些“儿时味道”让很

多中老年游客赞不绝口。

刘畅曾在外地的印刷厂工

作，2017年辞掉工作随女朋友来

到了战旗村，那时战旗村已经在

乡村旅游中做出了一些有益的

探索。听说村里要打造乡村十

八坊，恰好老丈人也有做酱油的

传统手艺，刘畅就决定留在战旗

村，在乡村十八坊里开了一家

“酱园坊”。生意最好的时候，他

一天能卖出去 1000 瓶酱油。刘

畅父母退休以后也来到战旗村

帮忙。“他们觉得在村里生活很

舒服，也很健康。”刘畅开心地告

诉记者。

与刘畅在乡村十八坊里做

邻居的赵培健对乡村旅游同样

充满信心。他曾在浙江绍兴做

纺织品生意，2018年因养病回到

了老家战旗村。在村里，高德敏

给赵培健描绘了战旗村未来的

发展规划，以及乡村十八坊的市

场前景，赵培健毅然决定放弃经

营多年的纺织品生意，2019年在

村里做起了酒坊。

优质的纯粮酿酒需要数年的

筹备、发酵、贮存时间，还需要经

验丰富的酿酒师，赵培健投入

500 多万元以后，并不急着马上

看到收效，而是静静等待着美酒

和乡村旅游市场的香气溢出，他

对战旗村未来的品牌价值和旅游

市场很有信心。赵培健不时出差

去大酒厂学习酿酒技术，确保传

统工艺也能有更加科学的技术加

持。回忆起小时候跑去酒厂池子

里洗澡的经历，赵培健感触颇深：

“我们对村里还是很有感情的，也

希望村里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战旗村的乡村十八坊于5年

前的夏天正式开张，策划理念是

通过唤醒和展示乡村工匠的传

统工艺来吸引游客，也能让“小

作坊”变为“大产业”。

乡村十八坊内采用传统的

“前店后坊”形式，游客能够近距

离参观工艺生产过程。布鞋坊、

石磨辣椒坊、蜀绣坊、醪糟坊、汤

圆坊、踏水坊、豆瓣博物馆、唐昌

土板鸭……汇聚各种特色产品

的乡村十八坊逐渐成为了战旗

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十八坊里

的多数产品都是具有本土特色

的手工与非遗产品。据了解，乡

村十八坊由战旗村利用集体资

源，自筹资金、自主设计、自主修

建、合作经营。

乡村十八坊只是战旗村旅

游项目的一部分，目前，战旗村

已成功打造了乡村十八坊、壹里

老街、天府农耕博物馆、台丽庄

园、露营基地等一系列旅游项

目。旅游内容主要以会议培训、

拓展训练、劳动教育等为特色。

浪大爷工厂负责人高德豪指着

整齐的大缸旁边一条路告诉记

者，这里未来会打造一条游览线

路，游客以后就能现场见证豆子

变成豆豉、腐乳的奇妙旅程。

目前，战旗村已经成为了红

色党建基地、廉洁文化基地，并

在2019年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

游景区。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

训学院每年就能为战旗村带来

许多批次的游客。此外，战旗村

带动相邻的火花村、横山村、鸣

凤社区共建乡村振兴连片示范

区。示范区以“红色研习地、振

兴示范区”为发展定位，以建成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村的天府样

板为目标，致力打造红色文化教

育基地、公园城市示范区的乡村

样板。

为什么四川的第一宗集体经济

建设用地转让能落槌战旗村？为什

么有那么多外来企业、外来人才愿

意留在战旗村？高德敏自豪地告诉

记者，这些都与集体经济的建设有

莫大的关系。

2003年，战旗村率先搞起土地

集中经营，村集体开始统一管理、统

一经营村里越来越多的土地。外来

企业租用土地的时候，与村集体沟

通，而不是与村民个人沟通，为企业

节省了很多成本，免去了许多担

忧。成都中延菌菇业有限公司在

2007年就来到了战旗村，一度成为

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杏鲍菇生产基

地，据该厂负责人姚支友介绍，公司

有180间生产车间，每天出产食用菌

50吨左右，年均创造产值9000多万

元。公司租用了战旗村土地300亩，

另外用工270人，工人的平均月工资

有4000元，他们多来自周边乡村。

企业办起来以后，村民可以在

厂里面工作，借此，战旗村 80%的

村民实现了本村就业。如今，有

700多名村民在村集体企业务工或

者从事个体经营，还吸纳了周边村

子200人就业。2022年，战旗村又

调整出以前种植水果等经济作物

的土地180余亩种植水稻，按亩产

1200 余斤计算，180 亩能解决约

600人的口粮。

战旗村现有主要合作经济组织

5个，已经形成了农用地、建设用地

等资源“集体持有、集中经营、按股

分红”模式。2022年，村集体经济

年收入600多万元，村民年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约3.5万元。“只有把

农村土地集中起来，由村集体统一

经营，才能体现出集体所有权的价

值。”高德敏道出了战旗村近年来经

济发展的经验。

高德敏是土生土长的战旗人，

如今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致富书

记”，但这位备受尊敬的“高书记”，

在年轻时曾一度想过离开战旗村

去往更大的世界。1984年，高德敏

第四次参加高考，但四度备战的他

依然没能如愿通过高考走出乡

村。又经历了一段打工岁月后，高

德敏终于安心留在战旗村里。这

样的经历与小说《人生》中的主人

公高加林很相似，同样是经历高考

后留在村里，同样凭借一身本领证

明了自己。也因如此，高德敏在村

里有个“高加林”的外号。

高德敏的性格中也有“高加

林”的坚毅、自信，他同样心怀远大

的理想。他出色的管理能力也赢

得了村民的信任，在2002年他被推

选为战旗村村委会主任，2010年又

成为战旗村党总支书记，至今超过

20年的任职时间不仅能让村里更

多规划落地，也能给来战旗村的企

业吃一颗“定心丸”。

但像高德敏这样超过十数年

在村委会任职的干部并不是个

例。战旗村村史馆里陈列了新中

国成立后战旗村历任支部书记和

村委会主任的名字、任职时间、主

要工作成果。蒋大兴、罗会金、李

世炳、杨正忠……每一任干部都为

后来的战旗村快速发展奠定了重

要基础。

“我们历史上的村干部大都是

任职多年，干部的稳定性也是村里

面能够快速发展的‘秘诀’之一。”

高德敏表示，村上良好的信用、干

部队伍的稳定，这些都是吸引外来

企业落地的重要原因。

2023年的春节刚过，高德敏又

忙起了新一年的招商引资和企业

服务工作。“今年看到了好兆头，是

个新的起点，我们也要给企业和商

家吃下定心丸，巩固现有的经营成

果，招引新的项目，继续在土地的

经营上下功夫，在产业融合发展上

做文章。”高德敏告诉记者，“接下

来将继续努力实现我村与城镇的

差距越来越小，农业越来越质优高

效，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让战旗

村的旗帜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继

续飘扬！”

集体经济和“高加林”

进坊“打酱油”

尹文鹏也没有想到，原本只是

到四川的一次普通出差，却改变了

他未来数年的工作轨迹。

2022年3月，尹文鹏从杭州来

到成都出差，因疫情原因滞留在了

战旗村。村上得知尹文鹏在关于

品牌打造和电商业务方面有一定

经验，与尹文鹏进行深入交流后，

尹文鹏团队从专业角度给出了建

设方案。战旗村决定与台丽公司

在品牌打造方面继续进行深入合

作，整合村里的浪大爷、富友、先锋

等资源，与台丽公司合资成立四川

战旗村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并

在“第五季·香境”中设立了“绿色

战旗村品牌创新中心”。尹文鹏就

地开始了他的新工作，把战旗村品

牌和企业资源转化成更大的经济

价值，成为他接下来的重要任务。

在这之前战旗村已有几种成

熟的农副产品品牌，但这些品牌各

自为营，未形成战旗村的系列品

牌，如何在做好产品的同时还将品

牌效应发挥出来？

他们首先从现有农副产品的

包装入手，对原有外观进行了升

级。村里富友豆瓣酱、浪大爷腐乳

这些知名度颇高的品牌包装瓶，还

停留在“透明塑料罐+简单字体罐

贴”的简单包装上。为此，公司先

是设计了色彩丰富、现代化图案的

单瓶包装，又将不同的产品进行了

组合打造：秘制川味火锅底料、

五年陈酿豆瓣酱、青花椒嫩鱼调

料……包装统一的“战旗川味大礼

包”看起来简洁又大气。

随着消费升级，市面上对调味

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公司也对调味品

的配料开始“指手画脚”：豆豉要在不

添加防腐剂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含

盐量，这样更加符合健康饮食的理

念；还可以创新地加入香菇等口味，

满足更多消费者的多元需求。“换了

衣服”又健康升级的调味品，从颜值

到口味都上升了一个台阶。

据尹文鹏介绍，现在公司已经

组建了策划团队和商务团队，并且

已经与 200 多个网络直播平台进

行了对接，很多头部主播为战旗村

销售产品。公司还注册了“战旗村

集团”的抖音、快手账号，计划在

2023年打造以“天府味道”为核心，

辐射基础调味品、复合调味品、特

色食材等领域的账号矩阵，在推动

产品销量的同时也能提升战旗村

的品牌知名度。

在未来几年，拥有传统工艺的

农副产品会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产

品种类丰富、质量上乘的西南地区

尤为重要。尹文鹏相信，战旗村“慢

工出细活”的传统工艺农副产品，

会越来越受市场欢迎，经过数年制

作和发酵的豆豉、老酒、豆瓣酱等，

也会引来更多美食家的青睐。

给豆瓣酱“换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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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偶然碰到正在散步的“新

村民”刘彦。“在这嘎（这里）生活可

真是太幸福了！”刘彦用浓郁的东

北口音向记者介绍了她在战旗村

的经历和感受。

长春人刘彦退休后随儿子来

到成都，她一直想着找个适合养老

的地方落脚。2017 年偶然的机会

她和老伴儿路过战旗村，却意外地

把随身携带的20多万元购房款遗

失。不少村民自发帮忙寻找，刘彦

老两口十分感动。最终一位民警

小伙子在他们休息过的大石头后

面找到了遗落的现金，找回来的钱

一分不少！就这样，刘彦决定留在

乐于助人、民风淳朴的战旗村，并

且很快在战旗村“第五季·香境”中

购买了一套公寓，还把党组织关系

也转移到了战旗村，正式成为了战

旗村的“新村民”。

现在，刘彦在战旗村的生活十

分“忙碌”，她不仅要组织村“大妈

队”跳舞、讲故事、开展文艺活动，

还要去 15 个党员包户的家里走

访。“就像在村里多了15家亲戚，可

好了！”刘彦对自己在战旗村的退

休生活非常满意。

来自东北的刘彦能够正式“定

居”在战旗村，还要从战旗村的土

地经营秘籍说起。2015年，备受瞩

目的四川省第一宗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出让落槌，成交的正是战旗

村的 13.4 亩集体用地。这宗地原

本是村集体所办复合肥厂、预制厂

和村委会老办公楼所在地，战旗村

一直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

裕的道路，这块土地集体权属非常

明确。最终，这宗土地以706万元

的总价被四川迈高旅游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拍下。这无疑是一桩划

算的买卖。“哪怕只是把这笔钱放

在银行，每年利息都是过去土地租

金收入的几倍。更何况这笔钱是

被用在了项目建设上，还同步解决

了村民就业问题。”高德敏介绍。

在拿下这宗土地使用权之后，

四川迈高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了“第五季·香境”商业综合体

项目，其中包含酒店、商铺、餐馆

等，在自身经营运转的同时，也丰

富了村里的商业业态。

战旗村在集体土地经营管理

上还有很多尝试。比如，2019年四

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和天府

战旗酒店的建设均是战旗村以土

地作价入股，与两家国企平台共同

建设。“集体土地出让、作价入股，

给村里引进了产业，带来了资金。”

高德敏总结了土地集中经营管理

为村里带来的好处，其中作价入股

更是能够给村集体带来长期收益

的方式。

村里来了东北邻居

文/陈雪波

记者在 2022 年底到访了战旗

村，这里虽然属于成都市，但距离市

区50多公里，其实已经远离了城市

的繁华。

村里整齐划一的小洋楼十分养

眼，规划的道路宽阔整洁，甚至在村

委会附近的十字路口设置了一个红

绿灯。村里连锁便利店、餐馆、酒店、

博物馆、培训学院一应俱全，倒像是

一个小型的镇子。一个西南地区的

村庄能建设成如此模样，并非一朝一

夕之功。

在采访过程中，不论企业还是

村民，都对村里的发展给出了很高

的评价。这不仅是因为其自身生活

水平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高，也是

因为村干部真心实意、勤奋扎实的

服务。

从东北来的刘彦给记者讲了个

小故事，2018年有省领导来战旗村

调研，走到刚刚建成的乡村十八坊

时，问战旗村党委书记高德敏这里投

资了多少钱。高德敏嘿嘿一笑没有

直接给出回应，反让领导猜一个数

字。领导估摸表示，应该得5000万

元吧。这时，高德敏才给出了答案：

只有不到1000万元。这样“节约”的

投资，让领导十分意外。事实上，为

了节省投入，建设乡村十八坊的很多

材料都是之前村民拆房子拆出来的

砖、石，村里能用的旧材料都用上了，

才用极低的成本把乡村十八坊建了

起来。

战旗村能有如今的发展成果，

不仅是有山清水秀的天然优势，能突

出重围更重要的是从村干部到村民

的默契配合，特别是他们能把村里的

事情当作自家的事情来做。正如高

德敏此前所说：“像经营家庭一样经

营村庄。”

在记者看来，村两委可以看作

是家长，村集体企业、村民是兄弟姐

妹，外来企业是邀请来家里常住的客

人。大家始终以村里长远发展为目

标，共同维护这个“大家庭”。

为了村里的发展，村干部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也提供了村里

“家庭式”的帮助。比如，战旗村品牌

创新中心需要一个仓库存放物料，战

旗村党委副书记李光菊主动提出，将

自家闲置的屋子腾出来，免费提供给

品牌中心使用，此举让品牌中心的负

责人十分感动。

为了“大家庭”的长远发展，就不

能只图一时“享乐”。战旗村原本不

仅有酒厂，还有过机砖厂、树脂厂、铸

铁厂、化肥厂、规模养殖场这样产值

颇高但有污染风险的工厂，而依傍柏

条河的战旗村恰恰是水源保护区，污

染型企业注定不能留在村里。在最

近的十年时间里，那些曾为战旗村作

出巨大经济贡献的工厂陆续离开了

战旗村，为优良环境让了位。

但村民依然要就业、村里依然

要发展，战旗村就势转向了环境友好

型的旅游、培训、加工等产业。战旗

村纪委委员、乡村振兴办副主任杨明

学是这一转型的参与者，她自费购买

了几台旅游观光车，也成为了战旗村

的旅游讲解员。杨明学告诉记者，战

旗村以后的旅游形式还会越来越多。

高德敏十分忙碌，以至于在办

公室经常会有人问他休息时间够不

够。记者采访期间，聊天几度被他的

临时事务打断，但思路清晰的他每次

都能衔接起谈话逻辑，又能点出重

点。身兼数职的高德敏，能管理好战

旗村的同时还处理好繁杂的其他工

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乡村振兴的典型村，战旗

村近几年的媒体曝光度很高。虽然

带领这个大家庭取得了很多成绩，高

德敏却十分谦逊。提及战旗村取得

的成就，他介绍说战旗村的发展只是

比较务实，并没有特别的过人之处，

他就像很多操心着家里柴米油盐的

家长一样，总在踏实稳重地埋头干着

事情。

把村庄“像经营家庭一样”来经营

“我们对村里还是很有感情的，也希望村里能发展得越来越好。”

刘彦决定留在乐于助人、民风

淳朴的战旗村。

尹文鹏相信，战旗村“慢工出细活”的传统工艺农副产品，会越来越受市场欢迎。

“只有把农村土地集中起来，由村集体统一经营，才能体现出集体所有权的价值。”高德敏道出了战旗村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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