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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杨波）百年征程波澜
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近日，锦屏县启
蒙镇精心组织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到周边红色
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在锦屏龙大道烈士故居，一边驻足聆听
讲解，一边现场深情地感受，把所有党员干
部带回到了一场热血沸腾的革命历史。龙
大道用自己的革命实践和宝贵生命，实现了
对党的诺言，他的一生是矢志不渝追求进
步、追求真理的一生，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
战士，是锦屏人民的骄傲。

在黎平会议纪念馆，通过聆听讲解员
讲解红军西入贵州召开黎平会议的历史意
义和价值；参观馆内珍贵的图文、影像、实
物等资料，一段段可歌可泣的长征故事和
英雄事迹，让全体党员干部切实感受到红
军战士甘愿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
奉献精神。

在黎平县少寨红军桥，党员干部走在用
木板铺制而成、没有围栏、颤颤巍巍的桥上，
感受到了红军长征的艰难与险阻。1934 年
12 月，中央红军长征路过黎平少寨时，与当
地群众共同搭建了这座桥，后来人们就称这
座桥叫红军桥。

通过实地参观学习，大家纷纷表示，要
学习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不屈
不挠的斗争精神，进一步锤炼党性修养，强
化宗旨意识，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和更加昂扬
的斗志投入启蒙的发展建设中。

据统计，自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启蒙镇
依托当地或周边红色资源，利用“主题党
日”多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覆盖
全镇 22 个村 31 个支部，参加党员人数 700
余名。

启蒙镇：

党史学习走进红色教育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斌 杨胜波）四月的
钟灵烟雨飘逸，在锦屏县钟灵乡阳艾村新寨
的田坝上，挖掘机“轰隆隆……”的响声从远
处传来，奏响了新时代的优美乐章。

连日来，钟灵乡阳艾村“果鸭”产业路硬
化项目在阳艾村新寨紧张有序地进行施
工。据悉，今年中央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钟灵乡有两条，
总长 0.97 千米，覆盖阳艾村新寨和地娄村展
金两个自然寨，修建完成后能够为 50 亩产
业田提供生产便利，惠及农户 90 余户。

“这片田取水方便，光照充足，是种稻养鱼
的好田，现在产业路马上修好了，开着三轮就
能把肥料运到田边，到了秋天收割机开进来，
一个下午就能把稻谷收完，既节约了时间，又
降低了成本。”村民龙家勤高兴地说道。

近年来，钟灵乡党委、政府按照县委、县
政府的部署，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采
取“党支部+N”的产业运行模式，通过产业
利益联结增加村集体和村民收入。在阳艾
村新寨产业路施工现场，该村党支部副支书
龙运学说：“产业路修好了，能给我们发展种
植和水产养殖带来极大的便利，我既要给施
工方做好协调，也要为村民监督好质量。”

一条条致富路修进群众家里，一条条产
业路铺到田坝中，一次次丰收鼓起了群众的
钱袋子。今年来，钟灵乡党委积极探索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依托“党建+
N”模式，以党建树新风、优秀党员做引领、发
展增动力、群众得实惠为目标，将“党建+N”
的模式延伸到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

据了解，近年来，钟灵乡共修建完成产
业路 15 条 9.7 千米，覆盖全乡 6 个行政村的
所有农户。围绕辖区内 G242 国道逐步织就

“产业网”，为钟灵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奠定
基础。

钟灵乡：

党建夯实产业路

春雨如丝，举目皆净。4 月 13 日，行驶
在锦屏县敦寨镇罗丹村崭新的产业路上，只
见漫山遍野的金秋梨、桃树、椪柑等果树苍
翠葱茏，目光所及皆是绿，一派生机勃勃的
景象。

“金秋梨开始结果了，给它松一下土，施点
有机肥，可以增加它的甜度，口感会更好。”在
罗丹村的金秋梨果园里，果农刘见清双手推
着翻土机，在果树下来回穿梭，杂草一个翻身
被埋进土里，翻新的泥土舒展身子呼吸空气，
果树上绿油油拇指大小的果子挂满枝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罗丹村在村干、党员和
能人大户的示范带动下，很多村民开始种植
水果，通过发展水果产业群众生活条件得到
了很大改善。但因种植多年、植株弱化，果品
市场认可度低，普遍存在村民增产不增收的
情况。

“这些果树都有二三十年了，如果不改良
的话，水果卖不出去，果农就只是白做活路，
得不到什么钱。”看着逐渐老化的果树，罗丹
村村支书潘友坤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到处找

“对策”寻“良方”。
2018 年，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帮助下，

从外地请来农业专家进行“问诊把脉”，通过
土地耕休、土壤改良、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
防控、科学管理等方式，罗丹村的水果产业开
始走有机械化、精品化道路。

“现在我们水果的质量好了，价格也提高
了。今年我多承包了 30 多亩的果园，现在有
50 多亩了，一到丰收的季节就会有很多游客
来体验采摘，果子也有我们村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统一收购，一年下来能有 15 万元左右的
收入，累也值得。”果农刘见清信心满满地说，
同样是累，现在收入却增加了 3 倍。

目前，罗丹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水果产业
特色村”，全村辖 3 个村民小组有 194 户 763
人，种植有金秋梨、椪柑、杨梅、桃子、西瓜等，
水果种植面积 1350 多亩。

为了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罗丹村大力发
展集种植、养殖、生物循环利用、生态旅游于
一体的循环农业产业。金秋梨、椪柑、柑橘等
传统产业得到巩固和提升，林下养鹅、林下套

种中药材等林下经济示范作用明显，肉牛、甲
鱼、龙虾等养殖业和蔬菜产业快速发展。

离村不远的肉牛养殖场坐落在青山绿林
间，空气清新，走进养殖场，一排排牛棚整齐
宽敞，地面干净整洁。“哞哞哞”，顺着叫声望
去，一头头牛或俯卧、或站立在牛棚里，悠闲
地东张西望。

“这是我们村合作社养的牛，之前卖了一
些，现在还有 60 多头。我在这里打工每月有 4
千多块钱，还包吃包住，我也是社员，以后还
有分红。”村民龙立忠与工友用小板车推着切
割、搅拌好的草料走向牛棚，健壮的肉牛伸长
脖子和脑袋，等待喂食。

2020 年底，罗丹村以“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建成占地 4000 平方米的肉牛养殖
场，种有 40 多亩的巨菌草用于养牛，牛粪用来
给果树施肥，生态循环的种养殖模式，进一步
提高了水果品质。

“我们结合自身产业优势，把精品水果做
大做强，创建了自己的产业品牌，注册‘梨不
了’商标，不断扩展销售渠道，增了市场竞争

力。”罗丹村村委会主任刘明祥介绍说。
同时，罗丹村依托“互联网+农业”模式，

大力推进电商发展，在线下实体店销售基础
上，由村级合作社带领，统一收购、精选、包
装，与电商平台合作，在全国“线上”销售，发
展绿色订单农业。还以微信、抖音等新媒体
平台为阵地，创新扩宽农产品宣传推广方式，
2020 年实现互联网“线上带货”水果销售 50 万
斤，“线下”销售 90 万斤，村集体经济收入 20
余万元。

“我们村的产业发展起来了，我们老百姓
的生活富裕了，家家住上了新房子。村里还
建起了凉亭、活动广场、停车场、水池喷泉、花
坛，比城市还漂亮，舒服得很。”村民龙胜美家
两年前还买了小轿车，生活富足而滋润。

如今，罗丹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2014 年
的 4320 元提高至 9860 元。全村上下形成了人
人懂技术、家家有产业、户户有收入的生动局
面，“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小
康之路越走越宽广。

产 业 发 展 绘 就 乡 村 振 兴 画 卷
——锦屏县敦寨镇罗丹村发展生态种养产业奔小康

○ 通讯员 王瑞燕 杨通灿

本报讯（通讯员 陆 榕） 布谷飞飞劝
早耕，舂锄扑扑趁春晴。4 月 14 日，在锦
屏县铜鼓镇嫩寨村优质稻种植基地里，锦
屏县嫰寨农机服务合作社的农机手刘文
灿正在操作耕田机整田，随着“轰轰”农机
声响，耕田机往前开动，泥土被划开，长得
茂盛的绿肥青草被翻进泥土中，成群的燕
子“追赶”着农机来回盘旋觅食，构成一幅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春耕图。

随着科技成果向农业领域快速渗透，
被称为“铁牛”的地面农业机械、农用无人
机“飞牛”等科技装备当起了春耕主角，让
春耕充满生机和活力。

“我们从 2017 年春成立了农机服务合
作社，经过不断整合农机资源，合作社的
农机数量从最初的 2 台发展到 5 台、7 台、
12 台，用农机耕地整田，人工成本低，一台
耕田机一个上午就能完成 15 亩左右的打
田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嫰寨农机合
作社负责人杨昌忠说道。

正值春耕农忙时节，锦屏县 2021 年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也正式拉开
帷幕，嫰寨农机合作社通过积极申请，成
为了该项目的服务组织之一。连日来，县
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深入铜鼓、新化、
敦寨、钟灵等 8 个乡镇的田间地头，指导
合作社、农户开展农业生产工作，并宣传
农业生产有关政策，使农业生产服务项目
在全县开花结果，助农增收。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就是按照‘农
户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服务自选’的原
则，根据当地的种植模式，由合作社、家庭
农场、公司等为农户提供从种到管、从技
术服务到物资供应，即‘产前、产中、产后’
的全程‘管家式’服务，由政府为农户和服
务组织进行补贴，引导并支持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在全县铺开。”正在田间开展指导服务的县农业农
村局工作人员欧阳克风说。

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旨在通过政策引导小农户广泛接
受合作社、企业等服务组织提供的生产托管服务，集中连片
地推进机械化、规模化的绿色高效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着力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为乡村振兴助“一臂之力”。

“今年已经有200多户把田地托管给合作社，他们大多是
全家外出或者只有留守老人和妇女在家的家庭。全程化托管
这一新模式，使得全村1200余亩的田地不仅没有抛荒，农户、
合作社每年还能有一笔不错的收入，国家还有补助，这是大家
都能受益的。”嫰寨农机合作社负责人杨昌忠仔细算着今年的
工作任务和经济账，对未来农业产业发展充满信心。

据悉，锦屏县是 2021 年全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试点
项目县市之一，投入项目资金 115 万元，托管服务面积计划
达 0.9 万亩。入春以来，锦屏坚持党建引领，全力服务春耕
工作，扎实推进全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试点项目顺利实
施。目前，全县的“田管家”（社会化服务组织）有 18 个，其中
农机服务组织有 7 个，机耕机器 61 台，收割机 32 台，无人施
药机 4 台，主要服务铜鼓、新化、敦寨、钟灵等 500 亩以上坝
区的田块机耕、机防、中耕除草和施肥等管理工作，为实现
全县产业兴旺、群众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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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勇 罗
国梅）时下春耕在即，正值
烤烟栽种的关键时期。连日
来，锦屏县敦寨镇培寨、笋
屯、亮司等村烤烟种植基地
里一派繁忙。该镇紧紧围绕
烤烟最佳移栽时节，抢时间、
抓质量、赶进度，组织农业部
门深入田间指导烟农开展春
耕生产。

近日，笔者走进敦寨镇亮
司村育苗大棚内，满眼翠绿、
长势良好的烟苗映入眼帘。
烟农将培育成熟的烟苗一盘
一盘从营养液中取出，装车
满载后运往各个种植点。

一大早，在培寨村种植
点，烤烟种植大户们聘请的
十余名村民正在田间忙碌，
打孔、取苗、栽种、盖土，他们
动作精炼而娴熟。

“今天我们来这栽烤烟，
又不太累，还有 100 块钱一
天，还是蛮好的。”家住附近
的龙竹花对干完活当天就能
领到现钱很是满足。

为抓好烤烟产业，敦寨
镇超前谋划，统筹协调，抽派
工作人员和烟草公司技术指
导人员对育苗、移栽等工作
进行严格专业指导，积极抢
抓今年春耕生产时机，争取
烤烟有个好的收成。

“今年敦寨镇烤烟种植计
划是300亩，从1月开始育苗，
到现在3个月时间已经可以开
始移栽，预计本周内将完成移
栽工作，到6月底就可以采摘、
烘烤，这是一个短、平、快产
业，也是效益非常好的一个产
业。”敦寨镇农业服务中心副
主任杨宗成介绍道。

近年来，敦寨镇依托地
理优势，逐年加大烤烟种植
面积，逐步完善配套设施，种
植技术逐渐成熟，订单销售
有了保障，烟农们尝到甜头
后，参与到种植烤烟行列的
农户也越来越多。经过持续
努力，敦寨镇烤烟已成为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
振兴的重要产业。

敦寨镇：

烤 烟 种 植 忙
本报讯（通讯员 王瑞

梅 杨晓海）最是一年春好
处。在锦屏县隆里盛丰产业
园的基地里，工人们迎着春
天的气息，忙着种植各类蔬
菜瓜果。

走进西红柿种植基地大
棚内，只见几个工人在过道
上拿着一盘盘的西红柿苗放
入红色药水桶里接受着“洗
礼”，让西红柿苗的根茎便于
吸收营养，提高存活率。同
时，在一垄垄的地里，数十名
工人将一棵棵幼苗放进预先
挖好的小坑里，紧接着一只
手扶着小苗，另一只手把土
盖上，三两下就种好了，西红
柿苗也站了起来。

“这里种植方式和我们
以 前 的 不 一 样 ，西 红 柿 幼
苗生长和结果还需要大棚
的细小钢丝架上牵起绳索
做 牵 引 和 支 撑 ，结 出 来 的
果又大又多。”在基地里忙
碌 的 员 工 蒙 永 香 笑 着 说
道 ，她 家 距 离 这 里 只 有 一

公 里 ，基 地 开 始 筹 备 开 园
时就来上班了。

与 传 统 的 种 植 方 式 不
同，基地里的白色大棚能够
有效吸收阳光并进行保温，
全自动的浇水系统能够保
持土壤水分，加上给西红柿
苗准备好的牵引绳索，立体
的生长有效节约空间，便于
工人进行除草和昆虫采蜜
授粉，提高了结果率。

“使用科学的种植和管
理办法，我们种植的西红柿
产量和质量得到了很大提
高，口感也非常好。”隆里盛
丰农业产业园基地管理人员
张景浩介绍道，此次种植西
红柿面积大约为 60 亩地，每
天需要临时工人就有60人。

据了解，盛丰农业产业
园是一个集种植、旅游休闲
为一体的绿色生态园，该园
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不仅带动了当地人
的就业，而且给农民带来了
许多种植技术。

隆里乡：

科技兴农实现种植产业化

本报讯 （通讯员 杨秀梅 马进彬） 近日，
在锦屏县铜鼓镇花桥村的高杰山核桃基地里，
基地负责人谭传高正忙着指导工人们开展山
核桃幼苗嫁接、移栽。听说锦屏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铜鼓分社副主任吴学峰带着客户经理
来访，谭传高忙放下手中的活迎接。“今年年初
的时候，我们通过主任和客户经理为主导，深
入企业和种养殖大户家中，了解客户的金融需
求，为客户进行评级、授信，进行一条龙式服
务。促成了以山黑桃、青蛙养殖、南竹、西瓜、
甲鱼、辣椒、有机稻为代表的企业，满足辖区客
户及创业者的金融需求。”吴学峰说。

据谭传高介绍，2019 年，他从农村信用联
社贷款资金 300 万元，投入到扩大山核桃种
植基地规模和加工厂房建设中，目前高杰山
核桃种植基地总面积 5000 多亩，品种包括薄
壳山核桃、本地野生山核桃等多个品种，育
苗基地 200 亩，并在锦屏经济开发区建有厂

房，主打“谭小黑”牌山核桃仁进行生产销
售，线上线下都取得可喜的成绩。

“农村信用联社对我们企业在生产经营、
原料供应、育苗这些方面给予了非常大的帮
助，以前我们每年只能出产 5000 到 10000 株
苗，现在年产的山核桃苗有 15 万到 20 万株。
2018 年的时候，生产的山核桃产值只有 200
多万元，到 2019 年我们的产值差不多是 600
多万元了。”谭传高说。

企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实现
就业增收，长期在基地务工的向春艳就是其
中一员，她表示能够在增加收入的同时，还
能让她掌握到一门技术，掌握致富方法，这

让他们干劲十足。
“我能够在这里解决就业已经特别高兴

了，还能学到这些技术，有时候我们自己也
会拿点树苗去家里面栽，自己去培养、嫁接、
施肥，已经可以管理得很好了。”在育苗基地
的老员工向春艳一边忙着嫁接果实一边对笔
者说道。

走访完山核桃种植基地，吴学峰又马不停
蹄地赶往铜鼓镇水果种植大户杨秀忠家，杨
秀忠种有 80 亩的精品水果，有火龙果、无籽
提、黑葡萄等，为了打造观光果园，他又从农
村信用联社贷款建设休闲山庄，将果园打造
成为集采摘、游玩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产业

园。
“我得到了农村信用社的 50 万元贷款，

能够很好地把我这个农场做起来了，游客到
我这里来体验水果采摘和吃饭，还可以到周
边看风景，水果的销量也比之前多了很多。”
在农场看了葡萄树后，杨秀忠还介绍了自己
栽种的火龙果。

“近年来，农信社一直致力于放宽涉农生
产贷款范围，推出‘复工贷’‘特恵贷’等多种
贷款，助力农业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从去
年到现在，共发放助力农村产业发展贷款
10.58 亿元，发放特惠贷 5.56 亿元。”县农村信
用联社主任助理龙葵海说。

农信促发展 同心奔小康

眼 下 正 值
水稻秧苗栽种
时 节 ，农 民 纷
纷抢抓农时忙
育 秧 。 4 月 14
日 ，锦 屏 县 平
秋镇发动青年
志愿者深入田
间地头帮助缺
乏劳动力农户
育 秧 苗 ，为 春
耕生产贡献青
春力量。

（通 讯 员
刘 开 钰 龙 凤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徐德松）近日，锦屏县
平秋镇党委精心准备统一部署组织机关支
部党员开展“学党史，传承红色基因；祭英
烈，弘扬革命精神”主题党日活动。

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支部全体党员怀
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整齐列队，肃立，默哀，
鞠躬，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告慰烈
士忠魂。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面对烈士纪念碑，机关支部书记罗
金焓带领广大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面对鲜
红的党旗发出铮铮誓言，重温对党组织的庄
重承诺，铭记共产党员的神圣使命和责任。
随后，全体党员干部前往茅坪镇“龙大道故
居”认真瞻仰历史照片和遗物，了解革命烈
士抛头颅、洒热血的战斗经历，感受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进一
步淬炼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更加自觉
地传承红色基因、坚守入党初心，更加主动
地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平秋镇：

开展学党史祭英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