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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县乡动态

“来廖老板这基地里干活，每天都有活干，
油盐钱得了，过年都不用愁喽。”初冬时节，在
岑巩县注溪镇中寨村火焰沟油茶种植基地，六
部屯村的村民朱占兰一边干活，一边盘算着自
己的务工收入。

时下正是油茶成熟挂果的时节，油茶管
护、采收、分拣，每天都需要大量人手，自从到
油茶基地务工以来，朱占兰跟其他周边村民一
样，不用出远门就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的心
愿。而这个基地的负责人，曾经也是一名下岗
工人，如今却当上了老板。

家住岑巩县注溪镇注溪村的村民廖兴，
1988年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凯里市一家玻璃厂
工作，从一名普通员工到公司生产部负责人一
干就是8年。由于工作出色，期间他还曾当选过
州人大代表。1996年，由于工厂效益不好，被迫
停产，他也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家乡从事药材收
购工作。当看到家乡部分土地闲置，于是萌生
返乡创业的想法。2011 年，在党的惠民政策指
引下，从事药材收购的廖兴再次转行，果断承包
了近500亩土地开始发展油茶种植。

油茶从下苗移栽到挂果成熟，需要 3 到 5
年以上的时间，没有资金和技术投入很难发
展。在产业发展最艰难的时候，廖兴甚至有了

打“退堂鼓”的想法，
但 在 家 人 的 支 持 下 ，
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当时很多人都认
为 种 植 油 茶 是 很 难
的 ，但 我 觉 得 我 看 准
这 个 产 业 了 ，政 府 大
力 推 广 ，家 人 也 大 力
支 持 ，我 就 有 决 心 把
这个产业做好。”廖兴
回忆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7 年 ，廖 兴 种 植 的
油 茶 进 入 盛 果 期 ，他
的投入也开始有了回
报 ，实 现 创 收 20 余
万 。 尝 到 甜 头 后 ，他
开始逐步扩大种植规
模，2018 年，在当地政

府与村“两委”的支持下，廖兴通过“支部+合作
社+农户”发展模式，与中寨村 70 户农户签订
了入股协议，油茶种植面积从 500 亩扩大到
1000 余亩。

“做这个产业确实不容易，每天天还没亮
就出门，看到他这么辛苦，我也把我手上的工
作放下，跟随他种植油茶，希望他能在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起到一个好的带头作用。”廖兴妻
子候永菊说。

十年磨一剑，风雨共担当。在家人的支持
下，廖兴风雨无阻、起早贪黑，全身心地投入到油
茶产业发展上。目前，廖兴已成立农民专业合作
社，种植油茶1000余亩，其中500亩已挂果见效，
年产油茶果超15万公斤，实现年创收60余万元。

从一名不懂农业的门外汉，到当地有名的
“油茶大王”，不仅自己的产业做得红红火火，
也带动周边的群众一起增收，如今的廖兴已成
为当地油茶产业发展的领路人、带动村民致富
的“新农人”，幸福感、获得感与日俱增。

“从目前来看，这个产业的市场前景还是
可以，销路不愁，价格也稳定，只要管护好就能
赚钱，明年我还要继续扩大规模，一人富不算
富，带领大家一起富才是我追逐的梦想。”谈到
未来打算，廖兴满怀憧憬。

“ 廖 老 板 ”的 油 茶 梦
○ 通讯员 唐 鹏

深秋时节，走进黎平县茅贡镇额洞村生姜
种植基地，成片的生姜绿意盎然，股股的姜香
弥漫在秋日暖阳里让人沉醉。只见姜农们正
趁着好天气忙着拔姜、挖姜、砍姜叶、装袋……
基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

“今年额洞村生姜种植 200 多亩，预计总产
量 300 余吨，总收入近 150 万元。”正在地里忙
碌的额洞村党支部书记吴传奇微笑着说，我们
的小黄姜具有独特的木质鲜甜气，新挖出来的
生姜鲜嫩、清脆、个体肥大、姜味浓郁，在市场
上能卖到 5 元一公斤的好价格。

吴传奇是一名“一肩挑”的村干部，他在外
经商多年，2020 年 10 月，29 岁的他放弃了手头
上不错的事业，回乡创业，圆了他带领乡亲脱
贫奔小康的愿望。

带头干是最有力的动员。2021 年初，他带
领村干部逐户动员群众发展产业、听取群众的
意愿，动员 65 户农户加入生姜种植队伍，让 200
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后，吴传奇对发展产业
信心更足，他依托本地资源，带头发展油茶和
茯苓种植产业，让额洞村成为全镇壮大村集体
示范点、县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

范点。
吴传奇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表示，要把额

洞村美丽资源转化成“美丽经济”，让小小生
姜、茯苓、油茶成为群众致富的“金元宝”。

创业路并非一帆风顺。交通不便和产业链
发展不成熟，成了额洞村小黄姜销售路上的“拦
路虎”，也让丰收的喜悦变成了销售的苦头。

为了保住姜农们的血汗钱，吴传奇当起了
小黄姜“宣传员”“业务员”“送货员”，跑外省推
销、到各个公司谈合作、搭建电商销售平台
……最终打通了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
农业公司到村里收购生姜，群众的笑容又一次
绽放。

“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做，
让乡亲们鼓起钱包，这是一名村干部义不容辞
的责任。”吴传奇欣喜地说。

让乡贤返乡创业，变身“新农人”，支持家
乡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将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培育农
村创新创业人才，吸引大学生、致富带头人、农
村企业家返乡，扎根地方，共建宜居宜业宜游
美丽新乡村，是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实施“头雁
工程”的一项新举措。

返乡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 通讯员 吴琴娟 姚进忠

初冬时节，从江县丙妹镇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银新社区沐浴在阳光下，一幢幢新房鳞次
栉比，美景如画。

近年来，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做
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服务工作，从江县

在各安置社区配套建设商品流通市场、扶贫车
间、卫生室、学校、乡愁馆、图书室、公共服务办
事处等设施，同时，开通公交车专线，全面保障
和提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业质量，努力让搬
迁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通讯员 吴德军 摄）

从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美如画

廖兴与妻子侯永菊在油茶基地管护油茶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20
字方针内容之一，其内容涵盖村容
整洁，乡村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
完善，以及乡村绿化美化，达到生态
文明，美丽宜人的条件。村容整洁
的内涵包括村寨建设布局科学合
理、民居庭院美化、乡村环境美化，
以及天蓝、水清、地表干净。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
收 入 提 高 ，乡 村 建 房 数 量 在 增
加。国家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不断加大对乡村的投入，加强乡
村路、水、电、讯、文化公共设施
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乡村
生产生活条件。然而，无论是农
户 建 房 ，还 是 乡 村 基 础 设 施 建
设，一些村寨缺乏科学长远的规
划，处于一种盲目状态，特别是
农户房屋建设，在选址、房屋设
计方面，更是各自为政，致使一
些房屋建设布局不合理，给人一
种 无 序 的 感 觉 ，缺 乏 美 感 。 为

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
对其现状进行整改：一是政府要
加强引导。对居住较为集中，户
数较多的村寨，要组织技术人员
深入村寨实地勘察，对村寨建设
进行整体规划；要深入乡村发动
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尊重
群众的意愿，与群众一道对乡村
建设作出科学合理的、长远的规
划 设 计 ；亦 可 打 造 几 个 样 板 乡
村，在乡村建设中，起到示范、引
领作用。对一些村寨建设还没有
进行规划，或规划不科学、不合
理的，工程不能急于上马，以防
出现一些不合理的建设布局，导
致 今 后 重 复 建 设 ，浪 费 财 力 物
力。总的来说，要在科学规划的
基础上，科学有序推进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建设。二是乡村规划建
设要与民族民间文化、溪流、地
形等人文因素及自然因素进行综
合考虑。一些乡村的古民居、花

桥、鼓楼、古石板街、石碓、水碾
等，是先辈创造的财富，具有一
定的实用及观赏价值，乡村建设
要与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结合起
来，该保留的要保留，该整修的
要整修，该恢复的得恢复，让乡
愁留在记忆中。一些公共设施建
设，要融入当地的文化，使其体
现独特的地方风貌。同时，规划
建设要考虑溪流、山体地势等自
然因素进行规划布局；也要综合
考虑乡村规划建设要达到防洪防
灾的目的。三是乡村规划建设配
套工程要完善。街道、串户路建
设要规划有排水排污管道、自来
水管道、消防通道、通信设施、电

路设施、花铺绿化带，以及垃圾
池、公共活动场所等。乡村建设
也要考虑环境的绿化和美化，保
护好地方的古树和特有树种。无
论是街道建设，还是房屋建设，
不仅要做到规范整洁，还要具有
一定的文化品位。

我州乡村比重大，有苗、侗、
汉、布依、水、瑶、壮、土家等多民
族村寨，山川田园奇特，建设前景
广阔，政府要对乡村建设高度重
视，在加大对乡村建设资金投入
的同时，更要结合乡村旅游开发，
切实对乡村建设进行科学规划，
真正把乡村建设成环境优美、宜
生产生活、宜休闲养生的乡村。

乡村建设要注重科学规划引领
○ 通讯员 杨文全

本报讯（通讯员 吴宗烺）近
日，走进岑松镇南岑林下中药材
种植基地，满山遍野都是工人栽
苗夯土繁忙的身影。

“南五味子俗称小血藤，在
山里树林下经常能见到，它不但
药用价值高、经济效益好还具有
观赏性，市场上供不应求，栽种
后第 3 年能见到效益。”南岑村驻
村干部莫治江说道。

据了解，该基地以“党支部+
公司+合作社+农户”方式建设，一
期发展 2000 亩，利益联结南岑村
239 户 1086 人，目前已完成 600 亩
栽苗和 900 亩炼山、打窝工作，开
工以来日均提供90个就业岗位。

“真没想到在村里干活，一
天竟然也能有 100 元的收入，关
键 是 以 后 还 可 以 一 直 在 这 上
班。”产业的发展为南岑村 80 多
个像龚其江这样的家庭带来了

“家门口”就业增收的幸福生活。
在过去，这个山村只能抱着

“金山富矿”过着穷苦日子。近年

来，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全村发展
羊肚菌种植 20 亩，带动群众脱贫
增收。今年，全村通过“产业倍增
计划”，千方百计抓住东西部扶贫
协作和省、州、县继续帮扶的东
风，大力争取产业项目落地到村，

决心打赢增收致富翻身仗。
产业发展销路很关键。在上

级部门牵线下村里与大型药企达
成合作意向，同时利用小血藤“食
药同源”的特性着力挖掘采摘体
验游、批发零售潜力，多管齐下打

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
“到 2023 年将初步建成以南

岑为核心，涵盖周边村寨农文旅
融合的乡村经济综合体，让怡人
的景色、苗族歌舞、农家美食、精
品果蔬、乡村民宿等优质资源转
变成‘真金白银’，鼓起群众‘钱
袋子’。”岑松镇镇长杨胜富说。

如今村里水、路、电、讯各类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环境越来越
美丽宜居，村里的踩鼓场成了群
众饭后的热门打卡地。山村华
丽的蜕变吸引了 3 名村里的大学
生返乡，拉开了人才回流的序
幕，注入了强劲发展动能。

南岑村这几年的变化是岑松镇
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年来，全镇按
照“建立平台（合作社、公司）强引
领、推行‘党建+’模式强本领、培育
人才强支撑，抓好技术强保障，打造
特色强效益”的思路，大力发展林药
1300亩、林鸡40000羽、林菌420亩、
林蜂1812箱，激活乡村经济，带动
群众增收，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剑河：林下中药材种植赋能乡村振兴

莫治江（中）在南岑林下中药材种植基地向工人传授种植技术

本报讯（通讯员 吴忠寿）
笔者走进黄平县谷陇镇山坪村

“稻鱼螺”综合种养示范基地，放
眼望去，虽然“稻鱼螺”已收，但仍
引来不少白鹭悠闲觅食。在稻田
里不仅有鹅和鸭群，还有深水区
的鱼儿在晃动，若是在稻谷还未
收获的季节，水稻、鱼、田螺、鹅和
鸭等在这里和谐共生，可谓“一田
多种养、一季获三收”！

2019 年，山坪村以打造独具
特色的“稻鱼螺”山区农业发展
思路，建立“水稻+鱼+螺”示范
基地，发展立体生态种养业。今
年，山坪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三变”改革为抓手，因地制宜
打造“稻鱼螺”综合种养示范基
地，探索稻鱼、稻螺、稻鸭（鹅）
共生的生态种养新模式。

据了解，“稻鱼共生、稻螺共
养”模式根据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原理，将水稻种植与水产养殖技
术有机结合，在水稻稳产的前提
下，大幅度提高稻田的经济效益
和农民收入，提升稻田产品质
量，改善稻田生态环境，是一种
集稳粮、促渔、增效、提质、生态
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现代生态农
业发展新模式。

“今年，我们已建成 400 亩的

‘稻鱼螺’种养示范基地，有稻鱼、
稻鸭、稻螺三种混养模式，利用丰
富的水资源，解决长期以来水田
一年只能一季，不能两季种植的
难题。”山坪村党支部书记潘家权
说，一亩稻田可产 600-700 公斤
稻谷，同时可收 35 到 40 公斤的
鱼，还能收 100 至 150 公斤的田
螺，按今年市场价计算，亩产值在
6000-7000元上下，除去成本亩产
纯利润在3500-4000元左右。

此外，山坪村还结合土地、
山林、太平洞旅游景点等资源优
势，集中流转 2000 余亩土地，引
进企业入驻、发展培育农村专业

合作社和种养大户，建成 400 亩
的“贵水黔鱼”示范基地、700 亩
烤烟订单农业、300 亩精品水果
产业、1000 亩油茶基地，积极打
造农文旅一体化观光休闲旅游。

“村民除了参与资金入股保
底分红，土地、森林分红外，还可
到各类产业基地长期务工获得
经 济 收 入 ，户 均 年 增 收 5000
元。”省水利厅派驻山坪村第一
书记徐州说。“稻鱼螺”综合种养
顺应时代要求，不仅保障了群众
的“钱夹子”“米袋子”，也给生
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带来新
的“稻梦空间”。

黄平：“稻鱼螺”模式 助力乡村振兴

冬季已至，不少农田进入闲置期。在
锦屏县敦寨镇亮司大坝的田地里却是一派
繁忙景象，村民们正忙着翻地起垄、抽拔油
菜苗、种植油菜等，抢抓农时开展秋冬种。

锦屏县坚持以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农
民持续增收为着力点，围绕稳定夏粮种
植、扩大油菜生产、壮大冬春蔬菜、加快菌
类发展、推行种养结合、推广绿肥种植、加
大畜禽养殖、抓好渔业管理等八个方面重
点工作，带动群众积极开展秋冬种。2021
年，全县秋冬种计划种植总面积 22 万亩以
上，打造农业产业县级示范点 7 个，稳定
种植蔬菜 5 万亩、夏粮 4.3 万亩、油菜 5.2 万
亩、绿肥 7 万亩。

图为 12 月 7 日，锦屏县敦寨镇亮司村
村民正在拔苗和栽种油菜。

（通讯员 王瑞燕 刘光英 摄）

锦屏：盘活冬闲田 抓好秋冬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