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龙煜杨巍）近
日，在锦屏县敦寨镇亮司村烤烟育苗
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装盘、压穴、播
种、摆盘，每个环节都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

“我们的育苗工作是从 2 月 7 日开
始的，目前 4 个大棚的育苗培植工作
基本完成。我们除了有标准化育苗
基地外，还有 62 间专业烘烤房，专业

的种植模式让烟农提质增效。”敦寨
镇农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杨宗成
热心地告诉笔者。

“以前，我们采取传统粗放式的种
植方式，种出来的烤烟容易坏死，产
量不高，赚不到什么钱。现在采取的
是专业化种植方式，从种烟地选择、
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打顶抺芽到
烘烤等各个生产环节都有专业技术

人员为我们现场指导，我们种出来的
烟叶又长又大又厚，烟叶等级越高，
我们的收入也越高。”这是该镇一位
烟农告诉笔者的话。

截至目前，该镇落实烤烟种植 350
亩，起垄待栽 270 亩，烟苗培植 2149
盘，预计产值 225 万元，涉及 7 户种烟
主体，预计每户纯收入 8 万元以上，带
动 120 余人就近就业，累计劳务收入 6

万多元，预计4月中旬烟苗移栽完毕。
据悉，近年来该镇依托地理优势，

逐年加大烤烟种植面积，逐步完善配
套设施，烤烟种植技术逐渐成熟，订
单销售有了保障，烟农们尝到甜头
后，参与到烤烟种植行列的农户也越
来越多。经过多年种植，该镇烤烟产
业已成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助推乡
村振兴的稳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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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3 月 2 日这天，岑巩县天星乡迎来
赶集日，在位于集镇的快运收货点，前
来领取快递的群众络绎不绝。快运收
货点的女主人刘庭飞一边忙着整理包
裹，一边忙着联系客户取件，同时还义
务代理话费充值、网络代购等业务，工
作十分繁忙。

“我平时也喜欢到网上买东西，买
了都发在她这里，很方便，她的服务很
周到，有时隔久了没去拿，她还会打电
话联系我，帮我送货上门。”天星乡三星
村村民张春菊高兴地说。

现年 37 岁的刘庭飞原是贵州毕节
人，2002 年，在浙江打工的她与岑巩县
天星乡三星村村民吴国明相爱后结婚，
婚后曾在本村小学代课，当过村干部，
也曾卖过水果、外出打工。2015 年，为
了照顾家中老小，她与丈夫吴国明毅然
决定返乡创业，他们搭上电商惠农的

“班车”，成立物流公司开始承接乡镇快
运业务。

诚实守信 艰苦创业
返乡创业远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

么简单，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还需
要长时间的艰辛付出，谈到创业经历，
刘庭飞满脸辛酸。

2017 年，夫妻二人贷款按揭购置了
一辆新货车，虽然压力很大，但是看到
农村物流网越来越发达，夫妻俩看到了
创业的商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2017 年 10 月的一天，他们在运输快递
时，一件包裹突然自燃，并把整车包裹
全部烧毁，因经验不足没有购买自燃
险，赔偿由个人承担，总共赔偿客户损
失达 11 万元，这让原本就不怎么挣钱
的事业雪上加霜。

“2017 年那场意外事故，确实让我
们有掉入深渊的感觉，后来我还是咬牙
坚持了下来，心想不能半途而废，无论
如何都要继续挣钱赔偿客户损失。”刘
庭飞回忆道。

当时刘庭飞在村中担任人口主任，
每个月工资一千多元，家庭经济入不敷
出，为了偿还债务，她毅然向村里辞职，
一个人远离家乡到浙江打工偿还债务。

伉俪情深 共渡难关
2019 年春节前夕，刘庭飞再次怀揣

创业梦回到家中，并将打工攒下的 5 万
元钱交给丈夫吴国明。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以
后你安心去外面拉货，收发货物，孩子
上学和母亲的生活都交给我好了。”刘
庭飞对丈夫吴国明说。

在这之后，刘庭飞全身心投入工
作，用心经营自己的快运事业。忙完一
天的工作，刘庭飞还要买菜做饭，照顾

体弱多病的母亲，为了让群众更早地拿
到快递，刘庭飞还会为熟悉的客户或出
行困难的乡亲送货上门。丈夫吴国明
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时常为刘庭飞的
辛勤付出点赞。

“这些年多亏有她，她每天的上班
时间几乎都是 12 个小时，比我还要苦
得多，我心里也很愧疚，但为了两个人
的创业梦，再辛苦也得继续干。”吴国明
感激地说。

农村物流，快递包裹利润很低，但
对服务水平要求很高，由于农村群众文
化水平有限，多数人不会查看物流情
况，必须逐个打电话。收发快递的人来
来往往，他们从未按时吃过一日三餐。
在刘庭飞夫妇看来，自己忙点、累点无
所谓，服务好乡亲才是她做农村物流的
意义所在。

“农村人不像城里人，哪有上下班
时间观念，特别是在农忙季节，早上六
点、晚上十点，敲门拿包裹的大有人在，
做农村工作，就得遵循农村规矩，无论
何时，全心全意服务群众，让客户满意，
就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刘庭飞说。

热忱服务 赢得好评
付出有回报，风雨见彩虹。七年来，

在夫妻两人的共同努力下，靠着顽强毅
力、热忱服务和踏实能干，他们赢得了群
众的信赖，深受好评。目前，刘庭飞的物
流快运公司承揽了全乡大部分物流配送
和邮寄业务，实现年创收20多万元。为
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居住条件，2021 年
年底，刘庭飞一家贷款建起了新房，用勤
劳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我们三星村，他们夫妻算是勤
劳致富的典范，刘庭飞不仅能吃苦，为
群众办事也从不含糊，村里有事情她也
是随叫随到。”岑巩县天星乡三星村党
支部书记王振华说。

2021 年，刘庭飞当选为岑巩县第十
七届人大代表，并在基层党组织的推荐
下，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今年 3 月初，
刘庭飞被推选为三星村妇联主席。如
今的刘庭飞依然忙碌，她将继续从事农
村物流工作，继续为乡村振兴、服务群
众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只希望农
村人也能过上像城里人那样的便捷生
活，只要乡亲们有需要我出力的地方，
我都尽量去做好，能为老百姓做点事情
也是蛮开心的。”刘庭飞说。

乡村“女邮差”的创业梦
○ 通讯员 唐鹏 吴锐

从江县内渐次开放的桃花吸引鸟儿前来采
食花蜜，花与鸟相映成趣，呈现初春美丽风景。

图为近日，一只叉尾太阳鸟在从江县丙
梅街道銮里村桃花枝头悬停采食花蜜。

（通讯员 吴德军 摄）

从江：鸟语花香春意浓

今年以来，三穗县台烈镇聚焦乡
村 振 兴 目 标 工 作 任 务 ，抢 抓 国 发

〔2022〕2 号文件出台机遇，围绕“四
新”主攻“四化”，稳定落实农业农村
工作，全力以赴发展特色产业、林下
经济，狠抓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苦练内功，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

特色产业滚动发展打通“任督二
脉”，遍地绽开产业之花

台烈镇按照三穗县“百千万产业
基地建设”发展目标定位，立足当地
山地资源丰富的禀赋，因地制宜发展
具有高山特色的农林产业项目，建成
特色产业带，促使村村有特色产业，
户户有增收门路。

2020 年 4 月，台烈镇第一家特色
油茶产业发展企业贵州葆兴林产品
有限公司挂牌成立，主打油茶种植，
发展特色林业。经过近两年的发展，
公司已在台烈镇小台烈村建成 500
余亩的高山油茶种植基地，并套种马
铃薯、板蓝根等短平快经济作物，同
步规划高山油茶观光旅游业。2020
年底，该公司高山油茶种植被纳入台
烈镇“百千万”特色林业产业工程项

目，带动附近村民 1000 人次以上务工
增收。

“2021 年，在政府的牵线搭桥帮助
下，我们争取到帮扶单位的支持，在
油茶林里套种了短平快经济作物马
铃薯、板蓝根等，用卖马铃薯和板蓝
根的收入支付工人工资，一举两得。”
小台烈村村支书欧再宝说。

小台烈村高山立体农业发展只
是台烈镇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一个
缩影。截至 2021 年末，台烈镇已发
展油茶 4200 亩、蓝莓 4000 亩、中药材
种植 5000 余亩，产业发展覆盖全镇 9
个村，有万亩基地 1 个、千亩基地 1
个、百亩基地 9 个，基地发展打通了
农林经济结合的“任督二脉”，遍地绽
开产业之花。

统筹推动林下经济练就“奇经八
脉”，村村收获致富之花

乡 村 振 兴 离 不 开 产 业 发 展 ，也
离不开产业示范，台烈镇不断创新
举措，多方寻求致富良方，把林下经
济作为拓宽群众增收致富的“奇经
八脉”。

为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促进

群众增产增收，2021 年 2 月以来，台烈
镇通过林下经济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以林兴农，农林结合，建设了标准化
规模化林下养鸡场 3 个、林下养蜂点
（含流动养蜂蜜源点）7 个，培育和引
进标准化林药生产企业 8 家，建成标
准化林菌生产和加工企业 1 家。在发
展林鸡、林药、林蜂、林菌四大林下经
济的过程中，台烈镇注重培育一批有
影响力和创富带富力强的项目，重点
扶持贵州高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贵
州苗之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贵州山
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一大批林下
种植养殖、加工重点企业，做优做强

“林开花”牌蜂蜜、“高元绿”牌五黑鸡
蛋等一大批农林业品牌。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台
烈镇立足当地资源，大力发展林鸡、
林蜂、林药、林菌‘四大林下经济’，拓
宽群众增收渠道，助推乡村振兴实现

‘开门稳’。”三穗县台烈镇镇长杨胜
余说道。

一朝致富谋长远，“奇经八脉”谋
振兴。截至目前，台烈镇已建成和在
建的县级以上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已

达 3 个，涵盖有林禽、林药、林蜂等林
下种养业，所辖 9 个村的集体经济收
入均超过 5 万元，成为村集体和人民
群众增收致富的林下之花。

人居环境亮化提升融通“十二经
脉”，群众分享幸福之花

乡村振兴的关键点是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参与度，台
烈镇以强弱项、补短板为抓手，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
热情。

农村基础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牛
鼻子”，台烈镇以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为目标，大力实施道路硬化、改厨改
厕、安装太阳能路灯、公共文化活动
广场建设等农村亮化、美化、固化提
升 工 程 ，打 通 基 础 建 设“ 最 后 一 公
里”，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同
时，根据三穗县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八大攻坚行动”的要求，台烈镇各
单位、村“两委”每周开展一次“大宣
传”“大清扫”“大清除”“大整治”，“大
安全”“大规范”“大美化”“大成效”行
动，党员干部与群众一起劳动，不断
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维护公共安全，
美化和谐家园。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三穗
县台烈镇创新工作模式，把“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地落实，积极
行动，知行合一。“学习党史，重在力
行。我们通过组织党员干部以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为工作主
线，以党史为力量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从而推动各项工作。”台烈镇党委
书记杨源说道。

今年以来，台烈镇共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 20 余次，清理河道卫生超 5 公
里，与昆仑保洁公司联合清运道路、
生活垃圾 60 余吨，有效维护了村居
环境卫生，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满足感不断提高，处处盛开幸福
之花。

产业是硬功，环境更善治。三穗
县台烈镇以增加群众收入和美丽乡
村建设为靶向，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和
林下经济，统筹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程，疏通经脉，苦练内功，“三花
聚顶”功自成，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徐徐铺展在
眼前。

三穗县台烈镇：

苦练内功强基础 脚踏实地迈向乡村振兴
○ 通讯员 潘宗旭

本报讯（通讯员胡贤春杨婧）
“便道修通了，如今去种田方便多了！”

近日，丹寨县委第一巡察组到该
县雅灰乡羊高村开展巡察“回访”
时，群众纷纷向巡察组人员分享便
道修通后的喜悦心情。

事情还得从丹寨县委第一巡察
组“巡乡（镇）带村”延伸巡察羊高村
时说起。

2021 年 12 月，丹寨县委第十一
轮巡察第一巡察组进驻羊高村后，
采取“看、听、谈、查”等方式，倾听群
众呼声，面对面了解情况，切实为老
百姓解决“揪心事”。

“田是我们的命根子，水库修建

后，去种田很不方便，要绕一大圈。”
在入户走访时，村民韦建国向巡察
组人员反映道。

“水库在哪里？是什么时候修建
的？涉及农户有几户？农田有几
亩？……”巡察人员边询问边记录。

随后，巡察组又通过走访其他群
众，并跟随群众到项目实地察看。
发现坐落在该村的山塘水库修建完

成后，堤坝另一端开挖形成的斜坡
未修建便道，导致群众不便通往对
面农田劳动。

群众的事无小事，找到问题“症
结”后，巡察组第一时间向雅灰乡党
委政府、县水务局党组反映，要求督
促立行立改，及时修建便道方便村
民通行抓生产。

同时，巡察组按照边巡边改要

求，将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县纪委监
委纳入日常监督范围，推动问题整
改落实到位。

接到问题反馈后，雅灰乡党委政
府、县水务局党组高度重视，及时督
促原承建公司修建便道。

在县委巡察组、县纪委监委、雅灰
乡党委政府、县水务局的合力监督下，
原承建公司在沟通之日起半个月内就
完成了通往对面农田便道的修建。

“下一步，我们要紧紧围绕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把巡察工作做细
做实，切实为群众解决难办的事。”
丹寨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
责人说。

丹寨县：

便道通了 种田方便了

本报讯 （通讯员赵仕平）3 月 8
日，雷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郭昌标与
天景嘉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兰文彦签订雷山县特色农产品加
工及销售项目投资协议，签约资金达
6000万元，标志着这一项目在雷山县
落地。县农业农村局、县投资促进

局、县供应链公司等部门相关负责人
出席签约仪式。

近年来，雷山县以“贵人服务”品
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产业招商
力度，积极引进有实力的企业进驻雷
山，促进全县产业发展，天景嘉懿（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引进企业之

一。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
雷山优质农特产品走进都市，不断提
升农产品的加工率、商品率和附加
值，加快雷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不断增加群众收入，持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天
景嘉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将在8个

乡镇投资建设种植养殖基地和开发
农特产品加工，解决县内大量劳动力
就业，并利用其线下市场平台和电商
平台，围绕雷山县茶叶、天麻、黑毛
猪、林下乌鸡等优势特色产业，努力
拓展北京等一线城市市场，有效推进
农业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雷山县：

签约资金6000万特色农产品加工及销售投资项目落地

县 乡 动 态

图为台烈镇颇洞村的蔬菜产业基地


