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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本报讯（通讯员 李长华 张齐武）9
月 13 日，在榕江县三江乡四格村乌卡自
然寨，村民黎复宏在取样测试自己酿造的
米酒酒精度数。

1995 年出生的黎复宏是榕江县三江
乡四格村乌卡自然寨的苗族青年，2019
年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土木工程专
业毕业后，到贵阳一家策划公司工作，几
个月后，他辞职回家酿造米酒，开始了创
业之路。

刚开始时，他酿酒并没有那么顺利，
起初，他与朋友一起创业，由于种种原
因，朋友退出了。他读大学出来，回家酿
酒，父母也不同意。初生牛犊不怕虎，黎
复宏辗转多地学习酿酒技术，回来后对传
统的酿酒方法进行改进，通过检测，他生
产的酒都合格达标，产量和销量都不错。
黎复宏经过一年多的坚持和努力，终于迎
来了回报，他的酿酒技术日益成熟，销量
越来越好，小酒厂终于能正常运转，也得
到家人的支持。目前，他的小酒作坊摆放
着一个个酿酒缸，酒缸里有正在发酵的米
酒，另一间房则摆着几十个大小不一的酒
坛，酒坛里装着不同时间的米酒。与同龄
人相比，黎复宏显得很沉稳，他没有多少

话，说到酿酒，却是滔滔不绝。刚从学校
毕业，在省城上班，待遇还算不错，他毅
然辞掉那朝九晚五的白领工作回到家乡
酿造米酒，黎复宏说，这是他的理想，即
便实现不了，也没留遗憾。

在采访时黎复宏说：“感觉上班没有
想象那么有吸引力，辞职回家，打定主意
是回家开一个酒厂，然后酿酒，我家里面
的人，我堂弟还有我老爸老妈都陆陆续续
过来给我帮忙，也给我打气，给我很大的
动力，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在酿酒过程中，黎复宏虽然也到外面
学了一些酿酒技术，但是还是根据本地的
酿造技术，对它进行改进，现在一个月用
米量是 3000 公斤，产酒量 3000 公斤左右，
生产的酒主要销往榕江县城及凯里等地，
一个月销量达 1500 多公斤，创年收入 14
万余元。

黎复宏对人生道路的追求是这样给
自己定位：“人这一辈子，肯定会有很多
遗憾，当有一天我们自己回首往事的时
候，觉得问心无愧就好了，我现在就想不
留遗憾，到时候有一天如果我不干的话，
回想起来这一段往事，也会拍着胸口说，
我努力过了，问心无愧，没有遗憾。”

本报讯（通讯员 潘胜天 印帮艳）中
秋节后，黄平县新州镇学坝村葡萄园一
改往日的热闹，换来了暂时的宁静，早熟
的葡萄已经售罄，只有园主杨杰在悠闲
地为晚熟品种阳光玫瑰葡萄疏果。

杨杰的葡萄园地处学坝村的小河边，
周边荷叶碧绿，稻谷金黄，一派金秋美景。
葡萄园距县城4.5 公里，交通方便，又因为
物美价廉，成为市民采摘赏景的好去处。

“这种葡萄叫阳光玫瑰，高糖浓香，果
肉细嫩，清脆爽口，玫瑰香味，是目前最
有价值的高端品种。它属于晚熟品种，
能填补市场的空白，市场价每公斤达 60
元，预计今年有 1500 公斤的采摘量。”杨
杰一边疏剪烂果一边介绍。

杨杰曾外出打工，开过汽修店，一次
偶然的机会和朋友合伙在家乡种植了葡
萄。因为家乡交通不便，市场不畅，杨杰
萌生了到县城附近种植葡萄的想法，征
得家人支持后，2013 年在学坝村党支部
的支持下，他流转了 26 亩土地，开启了种
植高端葡萄的致富之旅。

2018 年，杨杰的葡萄园迎来大丰收，
他也获得种植葡萄的“第一桶金”，在县
城购买了房子，添置了轿车，我们都在羡

慕杨杰的成就，杨杰却说出了他种植葡
萄的坎坷，头几年没有技术，在遇到病虫
害出现解决不了的时候，好几次都想放
弃种植葡萄去重操旧业，幸好得到县农
业农村局的退休老同志种植葡萄的专家
前来帮忙，慢慢地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
种植葡萄的好方法，这才坚定了他坚持
走下去的信心。

谈及杨杰的成功之道，学坝村支书程
方道出了自己的见解：“杨杰的葡萄园严
格按照绿色食品国际生产方式，采用大
棚避雨，地膜覆盖，果实套袋，挂灯杀虫，
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科学施用有机肥
发酵牛粪，最大化降低农药残留，让葡萄
更安全，更生态，口感风味别具一格，从
而得到大众的认可。”

“你别看这葡萄后期疏果，它作用可
大了，能让葡萄免遭病害感染，提高葡萄
的质量，改善葡萄的卖相……”杨杰停下
手上活路透出这样的秘密。

通过葡萄的成功种植，现在杨杰已把
一家老小从乡下接到县城来居住，过上
了幸福生活。下一步，他将利用区位优
势，把葡萄园打造成观光、休闲、饮食、游
乐为一体的现代农业观光园。

杨杰：葡萄园里奔小康

黎复宏：米酒酿出好日子
民 族 要 复 兴 ，乡 村 必 振 兴 。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
兴战略的总要求。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
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场攻
坚战、持久战，其深度、广度、难度
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实质上是在
推进融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
多要素于一体、庞大复杂的系统
工程，包含乡村产业、精神文明、
生态文明、农村改革、乡村建设、
城乡融合、乡村治理等方方面面。

奋进新时代，奋战新征程，如
何 才 能 使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落 地 生
根，开花结果？笔者认为，推进乡
村振兴，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
神，用好“六只手”：党委政府有形
之手、市场无形之手、支部引领之
手 、能 人 致 富 之 手 、百 姓 勤 劳 之
手、社会援助之手。“六只手”中，
政府是保障、市场是前提、支部是
堡垒、能人是车头、百姓是主体、
援助是后盾，六个方面需同时发
力、缺一不可。这“六只手”同时
发力，才能凝聚共识、蓄积力量、
找到出路、干出实效。

用好党委政府有形之手，加强
组织领导，主动担当作为。要强
化党委全面领导，政府总体负责，
农业农村、乡村振兴等部门统筹
协调的领导体制，建立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领导责任制，省、州、
县、乡、村五级书记和行政一把手
共抓乡村振兴，各部门要找准参
与乡村振兴的切入点、着力点，理
清工作思路，细化政策举措，坚持
人才下乡、能人返乡、资本兴乡，
形成共推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用好市场无形之手，向市场要
效益，激活发展动力。乡村振兴，

产业要兴旺。产业兴旺才能增强
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只有乡村
产业发展壮大，农民增收、农业发
展和农村繁荣才有根基和依托，
乡村振兴才有动力源，路子才能
越走越宽广。各地要利用自身地
理区位、自然气候、资源禀赋、乡
俗文化优势，坚持市场导向，深化
供给侧结构改革，持续推进农村
产业革命，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订
单农业、高效农业和绿色产业，打
造“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主导产
业，并在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功
能的拓展和融合上下功夫，延链
补链强链，促进产业接一连二进
三融合发展，形成高质量产业集
群，让广大农民有稳定持续的丰
厚 收 入 ，真 正 起 到 产 业 兴 旺“ 造
血”“活血”的作用。

用好支部引领之手，发挥堡垒
作用，激活红色动力。一个支部
一堡垒一个党员一面旗。实现乡
村振兴，只有配齐建强村党组织，
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引领作用，才能把好舵，少
走或不走弯路。农村基层党组织
要坚持工作向乡村振兴聚焦，资
源向乡村振兴聚集，力量向乡村
振兴聚合，发挥坚强战斗堡垒的
凝聚力、战斗力和向心力，让党建
活力成乡村振兴动力。要充分做
好调查研究，在吃透上情、摸透村
情、摸准民情的基础上，找准乡村
振兴的发力点，解决好“钱从何处
来，人往哪里去，地要怎么用”三个
问题，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同吹一
个号，同唱一个调，唱响乡村振兴
进行曲。要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
动作用，亮身份，做示范，做给群众
看，带着群众干，让群众充分参与
到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中来。

用好能人致富之手，先富带动
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

兴的根本在人，关键在干。乡村致
富能人成长于乡土、情系于乡愁，
是新技术、新知识的推广者和农村
生产生活变革的示范者，是创新创
业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他们作为乡
村建设的引领者与参与者，用自己
的人生经历为村民树立榜样，对周
边农民群众增收致富发挥着辐射、
示范和带动作用，带领村民增收致
富，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乡
村振兴，必须充分发挥乡村致富能
人的引领作用，让广大农民群众见
贤思齐，共同推动乡村振兴与发
展。要下好先手棋，加强人才培
训，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有文
化、懂技术、善经营的致富带头人，
让乡村致富能手才智充分涌流，搅
动乡村发展春澜。要做好农村致
富能手的服务，用足用活政策，在
土地流转、项目审批、资金信贷、技
术支持等方面，帮助致富带头人解
决实际困难，帮助他们做大做强产
业。要发挥致富能手的示范带动
作用，鼓励致富能手创办经济实
体，采取致富能手+合作社、致富能
手+农户等形式带动发展，实现共
同富裕。

用好百姓勤劳之手，发挥主体
作用，增强行动自觉。乡村振兴，
政 府 搭 台 ，农 民 唱 戏 ，农 民 是 主
体。要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
用，充分释放蕴藏在农民群众中的
创造伟力，提升农民对乡村振兴的
认同感与责任感，积极主动参与，
乡村振兴战略才能落实落地。一
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增强农民
群众主人翁意识，使农民成为乡村
振兴的建设主体、治理主体和受益
主体，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乡村
振兴。二要完善广大农民投身乡
村振兴的政策和制度。必须健全
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
度体系，保障好维护好农民在乡村

振兴中的合法权益，解决好农民群
众关心关切的利益问题，激发农民
群众立足乡村、治理乡村、发展乡
村的热情。三要提升农民主动参
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能力，培养造就
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让广大农民思
想活起来、志气强起来，增强乡村
自我发展能力。四要激发广大农
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
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
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要发挥广大农民的聪
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利用好当地要
素禀赋，在经济发展、民俗文化、乡
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创造
新产业新业态，真正把广大农民群
众的创造潜力转化成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强大动力。只有以农民
为主体，充分尊重民意、集合民智、
凝聚民力，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乡村建设才有可能
形成稳固的“基本盘”。

用好社会援助之手，画好最大
同心圆，同频共振促振兴。要深
化东西部协作机制，持续推进“千
企 帮 千 村 ”行 动 ，开 展 好 乡 村 振
兴·人大代表在行动、政协委员再
聚力、工会会员齐争先、青年团员
勇担当、巾帼建功在一线、民主人
士共发力、民营企业添光彩等社
会扶助行动，画好乡村振兴最大
同心圆，勠力同心，同频共振，唱
响乡村振兴大合唱，让农村真正
成为生态优美、产业兴旺、邻里和
睦、百姓富裕的大美乡村。

推进乡村振兴，“六只手”需协
同发力，共同“弹好钢琴”，每一只
手都不可缺位。

推进乡村振兴，要统筹用好“六只手”
○ 刘俊明

本报讯（通讯员 马永康）“一
株结六果，朝天如篝火，家家皆可
种，户户能增收。”这是剑河县久仰
镇久仰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文明在

谈起朝天椒产业发展时的感言。
今年以来，久仰镇继续坚持围绕资
源抓产业，围绕特色抓创新，进一
步加强对朝天椒种植支持力度，有

效推进产业多元化发展促增收。
今年 4 月份，久仰镇党委、政府

第一时间针对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促增收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在确保
耕地保护红线安全的基础上，着力
推进适宜久仰镇土壤气候条件的
朝天椒农作物种植，并及时发动驻
村工作组开展朝天椒种植宣传动
员工作，为老百姓算好“投入账”

“土地账”和“收入账”，吸引、发动
更多群众利用旱地、稻田边角地块
等种植朝天椒，反向引导调减玉
米、土豆等低收益农作物种植面
积，最大限度保障和提升广大粮农
种植收益。

八月采收忙，墙根院落喜洋洋，
九月集中晾晒储存，映衬着稻穗的
金黄，充满着丰收的喜悦。至 9 月
中旬，久仰镇 2000 余亩朝天椒已基
本采收完毕，亩产鲜辣椒 200 公斤
以上，使用特殊的烟熏烘制手法，以
带杆扎成鲜花状的方式进行销售，

预计每户可增收4000元以上。
味美香辣的朝天椒做法简单

吃法多，价格高、易出售，在乡村振
兴驻村工作队以及乡村致富能手
的有力引导下，久仰朝天椒有了更
多的销售渠道，其中近半数朝天椒
将采用“预约销售”的方式，由凯
里、剑河等地特色饭店提前预约，
合作社、乡村致富能手等按量收购
后集中供货。据剑河县久仰镇基
佑村金农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致富能手李忠文介绍，基
佑村金农园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今年预计收购销售干椒 300 公斤以
上，主要销往凯里市区各特色饭
店，带杆朝天椒平均每公斤价格可
达 190 元左右。

剑河县久仰镇：

朝天椒如火 燃亮新生活

产 业 经 纬

美丽乡村入画来

农 中 对

翠绿的青山，清澈的小河，错落有致的民
居，刚丰收后的稻田，构成绚丽多彩的田园画
卷。这是近日航拍的锦屏县新化乡新化所村
美景。

近年来，锦屏县依托党建引领，以“产业美、
民居美、环境美、乡风美、生活美”为主题的“五
美乡村”建设，让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通讯员 李必祥 摄）
锦绣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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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 们 村 里 的 年 轻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